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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发展建议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报告厅举

行成立大会暨“人的城镇化”研讨会。论坛成员踊跃发言，对论坛未来发展提出

了宝贵建议。 

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首先对论坛

相关工作进行汇报。功能定位是论坛的首要问题，论坛将汇聚国内外各领域专家

学者，就中国城市的当前和长久发展，构筑讨论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重大问题的思

想平台和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咨询渠道。成员的构成是论坛的核心问题，发

起人希望论坛高端化、国际化、多元化、可持续化。第一，为了确保质量，论坛

成员第一批 60 人，以后逐步增加；第二，为了确保多样性，论坛吸收多个学科，

第一批吸收了近 10 个学科；第三，为了保持可持续性，专门提出成员年龄的大

龄型结构，首批成员年轻的不太多；第四，由于时间比较仓促，首批没有来得及

邀请华裔以及外籍成员，以后会进一步补充；第五，成员应该有一个进入退出的

制度。工作任务是论坛的基本问题，论坛将通过组织年会、讲座、研讨会、调研

和学术交流等展开活动，并以论坛的名义向国家决策部门提交重大政策建议和发

表集体研究成果。资金问题是论坛的关键问题，根据简朴办会、办事、办论坛的

原则，目前会议采取一次性合作的方式，这是徐主席确定的关键性建议，未来希

望能够成立基金，有稳定的来源，规范管理，保障论坛健康运营。组织机构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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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重要问题，论坛是公益性、松散型的学术团体，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依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由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提供具体服务。召集人

委员会是论坛最高决策机构，秘书组将切实遵循章程和有关制度，不遗余力的为

论坛的每一位成员做好服务。总体上，论坛应该问题导向，扬长避短、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负责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形成高端成果，直达决策部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对论坛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十八大报

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论坛

的 60 个成员的专业背景还不够，应该广泛吸纳。第二，论坛要突出城镇化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城镇化的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如

果不注意环境问题，那么城镇化就变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一大祸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建议：第一，在所有以中国为定

语的地方考虑加上世界两个字，论坛章程里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问题，同时也应

该是世界问题。第二，针对章程宗旨里讲到的城镇化重大问题，建议加上“科学

规律”四个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然提出：论坛应该成为一个有

效公共政策讨论以及辩论的场所，这也是国家在政策决策机制里最缺乏的。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唐子来建议：论坛可以建立网站，每个论坛成员都

是一个研究团队，可以把大家的研究成果挂到百人论坛的网站上，可以发表成果、

可以讨论、可以争辩，这样社会影响会更大，远远超过媒体采访的扩散效应，有

些成果如果译成英文在世界上都有影响，那时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会真正成为一个

世界研讨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叶裕民建议：第一，建议

吸收有学术底蕴、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作为论坛成员，他们是城市化的重要参与者。

第二，论坛一年一次会议有点少，可以围绕具体的、重大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

请两三位或者三四位专家一起探讨、争论，不断的将学者们的声音传出去。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王战建议：第一，论坛应该有辩论性质，这个

很必要，因为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太复杂，不去辩论，只讲自己的观点不能解决问

题。第二，每年仅就一个问题去辩论也解决不了问题，原因是题目可能抓不准，

应该确定几个主题来讨论。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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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建议：通过百人论坛进行中国城市发展

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个是通过实践，另一个是通过讨论，论坛应该有

更多的可评论、可讨论、可争论的形式。 

 

（内容由论坛工作人员王雨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