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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冬春论坛在京召开

2022年3月1 5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冬春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城市化与人口流失：

挑战与应对”，本次论坛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题研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员，高校和科研院所城市研究领域的知名专

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咨询成果管理gBf-J同志，《中国社会科学》《经

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中国人口科学》《劳动经济研究》《城市与环

境研究》等学术期刊代表以及媒体记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以及城镇人口结构性变化，我国城镇化将由过去的“高速

度”转向“高质量”，同时也面临城市分化加剧、部分地区人口外流等挑战。专家建议，全国统筹建立

城市协调发展体系，依据人口、产业等实际需要，差异化规划城市建设，形成大中小城市融合发展的格

局，高质量推进城镇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进城的动力从提高收入、满足温饱拓展至追求生活品

质。专家预计， “十四五”期间乃至此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将由过去的“高速度”转向“高质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表示，我国城镇化已从粗放式大开发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此背景下，部

分城市需要做“减法”，不能一味贪大求快，应依据当地人口、就业、交通、水利、教育、能源、福利

保障等支撑要素的实际情况，规划城市建设发展，避免形成“空心城”。他进一步表示，一些规划建设

了众多新区、新城、开发区的地区，应按照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等的要

求，进一步调整优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结构。

多位专家认为，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

凯表示，城镇化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需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地区城镇人口加速外流；二是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扩大；三是农村养老保障缺口；四是村庄减少及空心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看来，城市间人口明显分化，部分城市人口收

缩是当前城镇化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但不少中小城市人口出

现明显外流，城市人口收缩成为城镇化的一个新课题。

专家建议，全国统筹构建大中小城市融合发展体系。同时，因城施策，确保城市发展兼顾不同群体

需求及承受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统筹，探索建

立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形成多种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共存的格局，以应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挑战。创新城市协调发展机制，根据人口、产业等变化，科学安排建设用地、碳排放、公共服务设施等

指标，并实现各类指标市场化流转。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看来，应通过提升大城市治理能力、增强县域公共服务能力

来推动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他表示，过去几十年，基建投资多用于城市“外”的机场、铁路、高速

公路等设施，而城市“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则相对滞后。未来应重点补齐大城市公共管理、公共卫

生、交通基础设施、基层医疗网点等短板。同时，’加强县级单元的公共服务配套，统筹县城、中心镇、

中心村的行政服务体系，促进返乡农民安居乐业。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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