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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强调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3月27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
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习近平对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
人士在春暖花开之际访华表示欢迎。习近
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
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
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只要双方
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今
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史是一
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
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中国有句
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希望两国各界
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积累共识，增
进信任，排除各种干扰，深化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为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美方代表发言，并
对他们关心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
续的。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
续超过30%，这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也离
不开国际合作。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
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
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
论”而见顶。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
断过上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
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习近平指出，我多次讲过，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
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面对中美
经贸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双
方要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平等协商，
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办事，扩大和深化
经贸互利合作，尊重彼此的发展权利，追
求中美共赢和世界共赢。欢迎美国企业更
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参加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继续投资中
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

习近平强调，这几年，中美关系经历
了不少波折，也遭遇过严峻挑战，其中的
教训值得吸取。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去年我同拜登总
统在旧金山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中美关
系应该稳下来、好起来。过去几个月，双方
团队围绕我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在政
治外交、经贸财金、执法禁毒、气候变化、
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取得了进
展。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
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
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
领域，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
不应该成为阻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解
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协调

合作，展现大国胸怀，拿出大国担当。美方
应同中方相向而行，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保持中美关系止跌企
稳的势头，积极探索正确相处之道，推动
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
林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
世民、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
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等美方
代表在发言中感谢习近平主席拨冗会见。
他们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现了非
凡经济增长和转型，体现了强大韧性和活
力。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中国致力
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应该得到尊
重。相信中国将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促进
世界经济发展和融合。一个强大、繁荣的
中国是世界的正能量。美中经济关系紧密
依存，两国唯有和平共处，才能实现各自
发展繁荣。“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美
国企业赞赏中方近期出台的一系列进一
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看好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将坚定不移继续深耕中国，同中
国发展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
同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旧金山成功会晤，
提振了美国各界和世界对美中关系未来
的预期和信心。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
支持美中双方加强各层级交往交流，增进
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
挑战，推动建立稳定、可持续、富有成效的
美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为何要划定城市城区

据介绍，城区作为城市实际开发建
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功能覆
盖的空间地域范围，是观察城市化发展演
化趋势、研究城市化的基本空间单元。实
现城市城区空间范围确定的标准化，是科
学实施城市统计监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空间标准和相应
监测手段，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主要依靠
地方填报，各地对于“城区”统计口径理解
不同，且没有对应到全国“一张图”的空间
范围，一定程度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可比性等，给科学决策带来一定
障碍。

2019年7月，自然资源部联合多所高
校，发挥对地观测技术优势和“两统一”职
能优势，开展相关标准研究。自2020年4月
起，选取107个城市，先后开展4轮标准试划
论证，不断验证调校技术路线。

王伟介绍，2021年6月，《城区范围确定
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正式发布，确定
了从空间范围上界定城市建成区的技术
规范，填补了我国城市化标准统计区制度
的空白。

在确立制度和技术规范基础上，2023
年，自然资源部依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
应用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组织全国683个设
市城市按照《规程》，全面开展了城区范围

确定工作，形成我国第一版全国城市的城
区范围矢量数据集，首次实现城市城区范
围的空间化、定量化和精准化。

683个城市的城区有多大

此次城区范围确定，包含两个数据成
果：

一是城区范围。即城市化标准统计区
范围，作为一定时期城乡划分和城市化地
区边界，解决城市化空间结构分析“分母”
的标准化问题，更新周期与全国国土调
查、人口普查等保持一致，其间保持相对
稳定。基于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全国683
个设市城市城区范围（城市化标准统计
区）总面积为11 . 02万平方千米。

二是城区实体地域。即标准统计区范
围内的实际建设区域，作为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情况的年度监测数据，解决城市化
空间结构分析“分子”的标准化问题。每
年利用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对城市
实际建设区域变化情况持续监测，保持

“一年一更新”。基于2021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数据，全国683个设市城市城区实体
地域范围（实际建设区域）总面积为7 . 80
万平方千米。

划定城市城区有何作用

我国首次形成的全国城市城区范围
确定成果，具有标准性、科学性、权威性和
时代性。

一段时期以来，与城市相关的统计范
围概念较多，如城区、建成区、中心城区、
实体地域等，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中的联
系与区别，逐步减少和统一相关概念，在
此基础上统一相关技术标准。这次全国首
版683个城市城区范围成果矢量数据集，是
全国首次在统一标准控制下，将城区范围
落到了空间位置上。

我国首版全国城市城区范围成果矢
量数据集的形成，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
越，是遥感技术第一次与规划管理结合得
这么紧，第一次将我国683个城市城区范围
落地。

王伟指出，用好现在的成果，进一步
叠加人口、用地、产权、产业等信息，可以
对国家关注和学术界关心的一些命题有
所响应。一是可以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评估的重要底图，应用于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体检评估，科学准确观察城市高
质量发展程度，辅助城市发展战略和国
土空间规划目标、方向、结构、布局的确
定；二是可以支持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
纵向比较和城市间发展水平的横向对
比；三是可以为城乡人口统计提供基底
范围；四是可以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的基础图件，支撑监测评估和检验规
划实施效果。

不过，目前的城区范围确定方法仍
存在改进空间，考虑到与未来城市特点是
否适应等因素，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加以
完善。

综合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

我国首次完成全国683个城市城区范围确定
未来城市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等工作，都将“有图可依”

3月27日，在自然资源部召开的例行发
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二级
巡视员王伟表示，我国首次完成了全国683
个城市城区范围确定，第一次实现了城市
城区范围的空间化、定量化和精准化，这意
味着未来我们城市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
体检评估等等工作，都将“有图可依”。

全国683个设市城市

城区面积有多大？

◎基于第三次国土调查数
据，全国683个设市城市城区范围

（城市化标准统计区）总面积为

11 . 02万平方千米

◎基于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数据，城市城区实体地域范围

（实际建设区域）总面积为7 . 80
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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