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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城市规划、

建设、治理水平”。这是对未来我国城市发展提出的重大要求。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21 年

末已经达到 64.7%，比 2012年末提高 11.6个百分点。目前，我

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 9 亿人，城区人口 10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

有 7座，500 万—1000 万的特大城市有 14 座，形成了全球最大

的城市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重硬件轻软件、

重建设轻管理、重表面轻内涵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城市建设不

顾客观条件，好大喜功、贪大求洋，过度占用土地和水资源，破

坏传统城乡风貌。有的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职住严重分离，造

成巨大的通勤成本。有的城市缺少必要的排水、防洪、抗震、应

急等设施，在自然灾害面前极为脆弱。有的城市管理粗放，基层

治理能力薄弱，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时措手不及、手段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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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

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我国城镇化进程还在继续推进，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预计还将有 2亿左右人口进入城市生活。要完

善城市化战略，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切实提高城

市发展质量，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

标，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的空间。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

态需要、安全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促进社

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

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

统和安全系统。

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人口密

度不能无限提高。2021 年末，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仅 6.24万平

方公里，即全国 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 1/160的国土面积上，城

市平均人口密度达 1.5万人/平方公里，明显超过 1万人/平方公里

的适宜水平，总体较为拥挤，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密

度明显偏高，北京、上海主城区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 2万人以上，

长期看需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

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

化发展，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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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

多元化。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

理控制大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

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城市之间既要加强互联互通，也要

有必要的生态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

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我国有 1800多个县市，

农民到县城买房、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

的县城重点发展，使之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要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推进城市旧城和老旧小区改造，加强防洪排涝、抗震

应急、公共卫生、地下管网、停车场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大

力提升托幼、养老、家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有序推

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要大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积极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基层下沉，加快建设现

代城市社区，精准高效满足群众需求。

（文/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

2024年 2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