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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人多是中国最大的特色。17 世纪前人口不超过 1 亿，19 世纪初人口达到 2

亿，20 世纪初人口激增至 4 亿，1949 年突破 5.5 亿，1954 年 6 亿，1964 年 7 亿

（10 年增长了 1 亿），1974 年突破 9 亿（10 年增了 2 亿），1981 年 10 亿，1984

年 11 亿，1995 年 12 亿，2005 年 13 亿，20 世纪人口激增 300%。人口众多使得

多种资源短缺、城市拥挤和生产要素不足。在这种发展局限下，中国的城镇化更

应该注重人口就业、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从农业转向工业、服务业的社会演进，

而不是人为规划的“造城”运动。 

中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基础。2010 年全国共有 2003 个县，另外还有 853

个市辖区，县域内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70.24%；县域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

占全国 GDP 的 48.10%。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并且以中小城镇

为主。 

城镇化的总体空间格局不平衡。其一，中小城镇围绕中心城市布局，全国县、

县级市、自治县在中心城市周边的有 990 个，占全国总量的 50.8%；其二，东西

部城镇数量差距明显，瑷珲-腾冲线以东城镇数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75%以上。在

城镇化的格局规划上，大概是“5、6、11”的原则，即 5 个大城镇群、六个战略

要地和 11 个城镇化重点地区。 

城镇化水平与非农产业比重同步提高。农村人口不能盲目地向城镇流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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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就业为前提，因此，要求城镇化与第二、三产业发展同步。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分布相对集中。2011 年，广东、浙江、上海、

江苏、福建等 6 个省市吸纳跨省流入人口接近 90%，70%以上的人口从安徽、四

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等 6 个省份流出。更有一个新动向值得注意，2011

年起省内流动开始超过省际流动，其中，农民工省内务工增长 10.1%，占总量的

52.9%；省外务工下降了 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47.1%，这和 2010 年以前，

特别是和 90 年代完全不同。 

“90 后”农民工与“70 后”农民工不同，“90 后”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识

特别强。而他们留在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低收入与高房价的矛盾。 

推进人的城镇化，主要的政策是两个方面，从城市来讲就是就业准入与保障，

户籍改革管理，社会保障、住房；从农村来说就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新型农村社

区、现代农业经营以及职业技术教育。推动人的城镇化的主要原则是自主原则，

分类原则和综合原则。 

过去 30 年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是“千城一面”现象已经成为当下许多

城市面对的现实，它不只是物质空间形式的雷同，更说明了规则理念的精神干枯

和城市文化知识的贫乏。我们必须保护特色的城镇和一些古村落，留住淡淡的乡

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历史责任。 

推动信息资源共享。第二，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平台，提升行政效率。第三，

推动城镇运行监测、预警、诊断、决策的智能化。 

新型的城镇化也牵涉到我们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对公共服务（低保、

劳动保障、教育等）及人的城镇化支持。从省内统筹开始，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

务支出与管理的全国性流转机制。 

 

（内容由论坛工作人员王雨飞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