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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望望撤撤县县设设区区
我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征求意见
拟支持济青等设区市增加市辖区

《规划》对山东城镇化发
展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全省
城 镇 化 率 从 1 9 7 8 年 的
1 3 . 4 6%提升到2 0 1 3年的
53 . 75%，年均提高1 . 15个百
分点；远低于我国发达地区
平均水平。户籍城镇化率达
到42 . 97%。14个设区市综合
实力位居全国前100名，16个
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

近20年来，我省形成了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
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

坊、济宁、临沂7个大城市，枣
庄、东营、泰安、威海、日照、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9个中
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个
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

《规划》指出，我省跨省
流动人口较少，全省1370万
流动人口中，85%在省内流
动，48%在县内转移，呈现出
典型的本地城镇化特征。东
部发达县（市）的近域流动比
例高达70%以上。

山东城镇化发展中存在
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城镇化
水平不高，市民化任务艰巨。
我省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
化，201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1 . 07，
低于全国1 . 22的平均水平和
国际公认的1 . 4-2 . 5合理区
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
融入城市社会，城镇人口中
的两栖人口高达900多万人。

济南和青岛两个中心城
市综合竞争力不强，设区城
市市辖区数量少，有4个市仅
辖一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2013年三次产业比例为8 . 7:
50 . 1:41 . 2，农业比重较高，

沉淀劳动力偏多。资源
承载能力不强，全省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1
/7，2/3的城市属
于缺水型城市。水
环境污染状况不
容忽视，1/3重点
河流水质不达标。

到2020年，全省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2%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52%左右。努力实现
70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镇落户，促进1000万左右
城中村居民完全市民化。

实施差异化的户口迁移
政策。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
限制。济南、青岛等城区人口
300万-500万的城市应适度
保持落户规模和节奏，科学
确定各类人才的落户条件，
建立阶梯式落户通道。

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对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
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
等作出合理规定，对参加城
镇社会保险的年限规定不

得超过5年。在城区人口100
万至300万的城市，有合法
稳定住所（含租赁）或有合
法稳定职业的人员，同时按
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
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
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
户限制。全面放开小城市和
建制镇落户限制。

确保农业转移人口随迁
子女按照就近原则在输入地
公办学校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到2020年，农民工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达到
99%。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学
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
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杜绝
各类歧视性政策，不得向农
业转移人口子女收取或变相
收取借读费、赞助费、择校费
等费用。逐步完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
中等职业教育、普惠性学前

教育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
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

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
盖范围，具有稳定就业的进
城务工人员连续缴存住房公
积金1年以上，可以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促进城中村和
棚户区人口完全城镇化，到
2020年基本完成6000个左右
城中村改造，实现1000万左
右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到
2020年改造城市棚户区和独
立工矿区棚户区150万户左
右。

●现状

八成多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

全省1370万流动人口中，85%在省内流动，48%在县内转
移，呈现出典型的本地城镇化特征。

●问题

城镇人口中900万人城乡两栖

努力实现70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促进
1000万左右城中村居民完全市民化。

●放宽

积分落户参保门槛不得超过5年

济南、青岛等市城区年均增长6万-8万人；淄博、烟台、潍
坊、临沂等市城区年均增长3万-4万人；其他设区城市和经济强
县（市）城区年均增长1-2万人；一般县（市）城区年均增长0 . 5万
人以上；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重点吸纳就地转移人口。

●目标

符合条件进城务工人员可公贷

分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先存量、后增量，先
本地、后外地，先省内、后省外，先失地农业人口、后其他农业
人口，先进城务工人员及子女、后投靠亲友的顺序，有序推进
各类群体转为城镇居民。

建设与省域城镇化空间相协
调，布局合理、结构完善、衔接顺
畅、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到2020年，加快构筑“三横

（济青、德龙烟威、菏兖日）四纵
（青烟威日、滨临、京沪、京九）”综
合运输通道，实现济南至周边省
会城市3小时可达，济南和青岛至
省内其他设区市2小时可达，快速

铁路通达除滨州、东营外的所有
设区市，95％以上的县级行政单
元在地面交通100公里或1 . 5小时
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设区市
中心城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60%。

加快济南、青岛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做好淄博、烟台、潍坊、临
沂等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力争

2020年全省建成运行200公里以
上城市轨道交通线。加快城市快
速公交系统（BRT）、公交专用道、
换乘枢纽等场站设施建设，优化
公共交通站点和线路设置，实现
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心城区公
共交通站点500米全覆盖，公共交
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50%以
上。

山东半岛城市群由2个副省
级城市（济南、青岛）和11个地级
市（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泰安、
威海、日照、莱芜、德州、聊城、滨
州）构成，包含半岛蓝色经济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以及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三个战略区
域，是我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
体。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4%左
右。

鲁南城镇发展带由枣庄、济
宁、日照、临沂、菏泽5个地级市构

成，是落实西部经济隆起带战略、
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空间
载体。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58%左
右。

双核：济南、青岛两大中心城
市。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区域的核心，要充分发挥省会优
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提升
老城区，加快建设西部新区、东部
新区和滨河新区，完善城市功能，
努力建设现代化大都市。青岛作
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

以环胶州湾地区为中心，以组团
布局为主要形态，构建“环湾型、
组团式、多层次”的城市发展格
局。打造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州湾
东海岸现代服务业核心区、北部
高端产业集聚区和青岛“蓝色硅
谷”，构筑现代产业高地。

六区：以城镇密度高、经济联
系密切的区域为基础，强化城镇
联动发展，构建济淄泰莱德聊、青
潍、烟威、东滨、济枣菏、临日六个
城镇密集区。

按照权责对等、梯度赋权、渐
进发展的原则，深化设施居住证
制度。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
到其他设区城市居住半年以上
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符合条
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
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
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
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
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

理服务等权利；以连续居住年限
和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为条件，
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
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
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
会救助等权利。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着力解
决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不合理
等问题。支持济南、青岛等设区
市调整行政区划，增加市辖区，
壮大中心城区规模，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推进德州、聊城、滨州、
菏泽近郊的县（市）撤县设区，解
决“一市一区”问题。对部分经济
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符合条
件的县探索撤县设市。稳步推进
撤乡设镇、乡镇合并、撤镇设街
道办事处、村改居，把有条件的
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
市。对已建成的大型农村新型社
区，达到标准要求的探索试点设
镇或街道办事处。

蓝图● 构建“一群一带双核六区”格局

构建“一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一带（鲁南城镇发展带）、双核（济南、青岛两大
中心城市）六区（六个城镇密集区）”的省域新型城镇化总体格局。

交通● 淄烟潍临做好轨道交通前期工作

到2020年，实现济南至周边省会城市3小时可达，济南和青岛至省内其他设区
市2小时可达。

公平● 有居住证可登记为常住户口

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8月28日至9月4日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规划》提出，到2020年，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左右。支持济南、青岛等设区市调整行政区划，增加市辖区；推
进德州、聊城、滨州、菏泽近郊的县（市）撤县设区，解决“一市一区”问题。

本报记者 高扩

我省省域新型城镇化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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