
“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
略，进一步放宽放开城市落户
条件，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6.2%。”

3月5日上午，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
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了上述
数据。

过去的一年里，新型城镇
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深
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
年。站在新起点上，新型城镇
化将如何高质量推进？又面临
哪些新的突破口？

城镇化蕴藏着
巨大内需潜力

新型城镇化，再次成为全
国两会的关键词。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新型城镇化”一词
出现了8次。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这
凸显了新型城镇化在国家整
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
值和作用。

“新型城镇化具有综合效
益，从内需角度来讲，它是投
资、消费相结合的内需大平
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
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
介绍，城镇化率提高会带来很
大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有关
方面测算，一个人进城以后带
来的消费需求，综合算下来比
农村居民高不少。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
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则提
到，城镇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
途径。城镇化对于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优化经济布局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城镇化是我
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内需
潜力。在当前的形势下，城镇
化蕴藏着巨大内需潜力。”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张飞说。

城镇化还有
很大发展提升空间

继续推进城镇化，前景如
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提
升空间。”

黄守宏介绍，去年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66.2%，与发
达国家80%以上相比较，还有
一定差距。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还更低一点。从这个意义上
看，我国新型城镇化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提升空间。

尹稚认为，“我国城镇化还
有很大发展空间、提升空间”这
一判断，涵盖了数量和质量两
方面考量：

——就数量而言，发达国
家经验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
75%—80%,城市化进程才进
入尾声。这意味着，未来我国
还有近2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
市。城市不仅要解决这些新市
民基本的居住问题，还需为其
提供完善的医疗、教育、养老等
公共服务设施。

——从质量上看，目前我
国9亿多人居住在城镇，但高
质量现代化生活远未普及。
市民在医疗、教育、养老、住宅
等关键领域仍存诸多急难愁
盼问题，亟待硬件投入与软件
服务双重提升，质量进步空间
巨大。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66.2%，发达国家基
本在80%左右，我国低于发达
国家约10多个百分点，可以
说仍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
阶段。未来10年，每年有上
千万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
落户，将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
重要支撑。

“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
水平达到30%以后，城市化将
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直至达
到70%以后才逐渐减速至平
稳发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原副院长李迅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这意味着我国
城镇化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
仍在，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基础
条件仍在，这也有力支撑了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

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今年
政府工作任务，其中提出，推动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
力优化经济布局。

事实上，近期多个重要会
议已多次出现关于“城乡融合”
的部署谋划。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
调发展。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
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
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

新格局。
为什么要强调城乡融合？

尹稚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相对
城市的日渐繁荣，一些农村由
于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聚集而
凋敝，这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目标相悖。

“城乡完全不可分割。”在
尹稚看来，农村科技创新的源
头在城市，农村最大的市场依
托在城市，农村劳动力素质提
升的保障也在城市。

如何促进城乡融合？政府
工作报告已有答案可循。政府
工作报告要求，“统筹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实
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
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
融合发展新格局”。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尹稚认
为，有效的城乡融合依托的是
各类资源在城乡畅通的双向对
流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农村绝非仅用于粮食生
产。除粮食安全外，农民增收
与富民产业发展同样重要。解
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农业
劳动力，还需城乡资源有效对
流，特别是城市资源下乡。”尹
稚认为，如此才能使农村融入
现代工业体系，获得更多城市
高质量资源，并促使这些资源
在农村就地发挥作用，激活乡
村“造血”功能，实现真正的乡
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围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近年来不少地方进行了实践探
索。2019年 12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工作的通知》，四川成都西部

片区被列为11个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
协副主席杨建德介绍，4年多
来，四川成都西部片区聚焦5
项试验重点任务持续发力——
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
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农村产
权抵押担保权能、搭建城乡产
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

数据显示，2022年，四川
成都西部片区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为1.65，较2019
年缩小 0.2，比全省平均值低
0.67，郫都区“安农书院”、温江
区“百家联营”等典型经验在全
国推广，试验区改革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

未来发展的突破口在哪

“环保、绿色、可持续，这些
都是新型城镇化的特点，特别
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
未来城镇化的建设方向。”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
长魏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如是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今
年全国两会上，有关“新质生产
力”的热度讨论高居不下。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
为多地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

3月5日下午，重庆代表团
举行开放团组会议。会议于下
午3点开始，从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到回答记者提问，在长达
3.5个小时的会议时长里，“新
质生产力”成为代表们发言时
的高频词汇。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政
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
军说，重庆具有超大规模城市、
工业基础良好、综合交通枢纽、
巨大发展空间、宜居宜业、生态
环境、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优
势。重庆着力构建“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改造升级
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

在媒体提问环节，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
统集成研究中心主任史浩飞表
示，将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转
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整个产
业链的“接力跑”。

“新质生产力关注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如果一个城市
能结合自身特色超前布局，就
会给未来带来全新机遇。”史浩
飞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说。

隔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
委主任顾军在上海代表团开放
日上表示，上海将加强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健
全基础研究合作机制，持续推
进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
行动。

受访代表、委员表示，企业
作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

“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
表，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主体。鼓励企业加大创新，能
够整体提升科技创新的效能和
活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
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
部部长张帆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郑新钰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街道面貌焕然

一新，一排排新型民居造型别致，绘就出新时代宜居画卷。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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