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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全面指导未来6年城镇化建设

人人口口少少于于330000万万都都要要放放宽宽落落户户

推进人的城镇化

是最大亮点

《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年)》16日正式公布。
这部规划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
哪些重要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
程将产生怎样的作用？这部规划
有哪些亮点？记者就此采访了有
关部门和专家。

详细诊断了

现有“城市病”

“这是一部指导我国走新型
城镇化道路的纲领性文件，内容
全面丰富，指导性强，意义深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
长徐洪才说。

这份文件详细剖析了建设用
地粗放低效等问题：一些城市“摊
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
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
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
偏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
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加大了
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
险；一些城市“城市病”问题日益
突出：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
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
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
境污染加剧。

没有产业支撑

就会成底特律

在徐洪才看来，这部规划最
大的亮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他说，这部规划提出保障随
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
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
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
一系列举措。

“文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
市民化着墨很多，这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城乡二
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一系列
问题。”他说。

徐洪才说，城镇化不能孤军
深入，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发展就
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出现“睡
城”、“鬼城”和底特律现象。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

强大引擎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多次表
示，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镇
化是拉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
大引擎。对此，徐洪才认为，中国
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强大动力，对世界也是一大
机遇。

徐洪才说，随着我国城镇化
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
将需要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
施，以及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
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创
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

建生态城市

要避免“伪低碳”

规划明确提出将“密度较高、
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
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绿色生
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
的主流。

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环
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建议，各地
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时要避免

“伪低碳”：一些城市为了提高土
地利用率，计划建超高层大楼，但
把每吨水从地面提升到几百米高
的楼层，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
源，这是虚假的集约、低碳。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大中城市落户社保年限不得超5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6日公布。这是今后一个
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这部3万余字的规划有哪些亮点？接下来6年的城镇化建设循什么
路径？这部国家级规划与我省明确的城镇化建设思路又有哪些异同？

山东 除济青外取消购房等限制

今年2月25日-26日召开的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在城市扩容
升级方面，要对济南、青岛两个中心城区人口不足400万的城市适度控制，其
他中心城市则要逐步发展成为200万-300万人口的大城市，增强辐射带动能
力。在户籍政策上，除济南、青岛外的其他城镇，都要取消购房面积、就业年
限等隐性落户限制。 （张璐 孟敏）

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

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上，规划
提到，要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
新区建设，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
平方米以内。

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
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因中心城区功
能过度叠加、人口密度过高或规避
自然灾害等原因，确需规划建设新

城新区，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
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与行政
区划相协调，科学合理编制规划，严
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建设标
准过度超前。统筹生产区、办公区、
生活区、商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
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在集聚
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
区空心化。

山东 遏制无限扩张，避免“鬼城”

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透露，如果按照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10000人/平
方公里的水平，现有的建成区不用扩大就能够再容纳3000多万人，全省城镇
化率将超过80%。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重集约化发展，坚决遏制城镇
化建设用地无限扩张，避免“鬼城”、“空心村”的出现。（孟敏）

规划提到，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
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
户条件。

各类城镇要以就业年限、居住年
限、城镇社会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
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布。

具体到各地，则要实施差别化落
户政策。规划明确，以合法稳定就业
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

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
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
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
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
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
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
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
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
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重点镇可发展成中小城市

专家解读

在中小城市发展布局上，规划
提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要
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倾斜，引导高等
学校和职业院校在中小城市布局。

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
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
市，把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镇发展
成为中小城市。

山东 小城镇不搞人为培植

近年来，我省小城镇吸纳人口的总量，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快速增长。对
这一问题，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主要是城镇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
能搞人为培植。

总体上来说，我省小城镇的发展潜力不容低估，但小城镇的发展要从当
地历史沿革、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出发，培育其内生动力。（张璐 孟敏）

发发展展目目标标（（22001144--22002200））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14 2020

53 .7% 60% 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人口 36%
左右

45%
左右

2014 2020

●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
镇落户。

交通

●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
以上人口城市

●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

50万以上人口城市

●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

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

●航 空 服 务 覆 盖 全 国

90%左右的人口

●100万人口以上城市

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
全覆盖

公共
服务

城镇常住人口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2012 2020

66.9% ≥90%

城镇常住人口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95% 98%
2012 2020

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房覆盖率

2012 2020

12 .5% ≥23%

建统一的人口信息平台

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
规划还提出，要创新和完善人口服
务和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区域
间户籍壁垒，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
管理功能。全面推行流动人口居住
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
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
共服务提供机制。城镇流动人口暂
住证持有年限累计进居住证。

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
入、社保、房产、信用、计生、税务等
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
信息整合和共享，在此基础上建设
覆盖全国、安全可靠的国家人口综
合信息库和信息交换平台，到2020
年在全国实行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
一标识，依法记录、查询和评估人口
相关信息制度。

严控大户型商品房用地

规划提到，要建立市场配置和
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

对城镇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实行租售并举、以租
为主，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完
善租赁补贴制度，推进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

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
制。确保住房用地稳定供应，完善住

房用地供应机制，保障性住房用地
应保尽保，优先安排政策性商品住
房用地，合理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严格控制大户型高档商品住房
用地。实行差别化的住房税收、信贷
政策，支持合理自住需求，抑制投机
投资需求。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全国住房
信息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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