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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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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基本完成城镇化，我们还需

要更长的时间，但指导思想不会变。探索和展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中长期发展过程，其内涵

应当体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多元推动、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全面协调、低碳生态、上下互

动等基本特征。 
  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既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也显现出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为此，需要科

学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类的生产生活选择了城市和乡村两种聚落。城市是人类

文明的代表，是现代文明的创造地、体现地和传承地。城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人口向城市地域的

集聚，让更多的人能够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不仅是居

住地的转换和就业方式的转换，更应是生活方式的转换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新型城镇化是集约高效的城镇化。城市的基本特征是高集聚，高集聚带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

应，从而大幅度提升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城市是一个具有聚合异质性人口的容器，

异质性人口的融合产生聚合作用，不断地形成人类的创造力，并将其持久传承。新型城镇化就是

要推动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要

素，全面提升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率。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由外延式城镇

化向内涵式城镇化转型，由传统数量增长型城镇向质量提高型城镇转型。 
  新型城镇化是多元推动的城镇化。农业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机器大工业对欧美城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工业仍然是城镇化最为重要的推动

力。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必然要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高消耗、高

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为城镇化提供初始动

力，而且其推动力贯穿于城镇化的全过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由单一推动向多元

推动转型，这就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相互协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形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结合的多元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城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二

者具有融合共生的关系。现代工业经济属于城市经济，只有城市地域才具备支撑现代工业发展所

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才能够形成高效率的社会分工体系。

服务业具有比工业更强的城市地域指向性，大规模、高水平、高效率的服务业只可能集中在城市

地域、尤其是大中城市地域。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以城市作为承载现代产业的主体

空间，以产业发展推动城市人口集聚，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融为一体，协调和处理好与城市的

空间关系，产城一体、有机融合。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的城镇化。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经济联系。城市为乡村提供

先进的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以及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乡村为城市提供工业原料、劳动力和广

阔消费市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核心

不仅在于让城市居民享受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同时也需要推动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乡

村延伸。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就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做到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以



 

第 2 页 共 2 页 

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方面的协调共生。 
  新型城镇化是低碳生态的城镇化。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域。人口向城市地

域的高度集中，必然增加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制约着城

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应对全球能源消费的严峻态势与低碳排放的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

进程中必须摒弃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路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在促进

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向城市地域集中的同时，实现由高能耗的城镇化向低能耗的城镇化转型。 
  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协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乡村人口居住地的转

换、就业方式的转换和生活方式的转换，需要资源与要素、产业与产业结构、制度与政策、生态

与环境、社会与管理、区域与空间等多方面与之相协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城镇

化的推进要与资源承载能力、要素空间配置、产业发展与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制度变革与政策

设计、社会关系与社会管理以及区域空间相协调。 
  新型城镇化是上下互动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推进有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

导两种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中国城镇化的基础和市场化进程，

我国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对城镇建设、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城乡人口流动和迁移等进行引导和调

控，城镇化持续推进的机制单一、动力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在城镇

化推进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日趋成熟。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城镇

化的推进机制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结合转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