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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在重庆市委党校召开

蒋英州

2013-06-26 14:49:00   来源：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网 

   

  6月20日，由重庆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重庆行政·公共人物》杂志社协办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庆育、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康明、副校长唐

青阳、巡视员田建渝、市社科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孟东方以及市人大、市城乡建委、市民政局、区县政府、市社科联、乡镇的部分

领导，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市委党校、区县党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论坛。论坛开

幕式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巡视员、重庆市科社学会顾问田建渝主持，论坛进入大会发言阶段由重庆市科社学会会长谭

国太教授主持并作点评。 

  在论坛开幕式上，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吴康明首先致辞，指出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新型城镇化发展

要求与重庆市委提出的“一统三化两转变”要求的背景下，重庆市科社学会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与探讨，对进一步探索与推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对市委党校进一步探索教学科研咨政三位一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市社科联副主席毛洪勋在讲话中指出，市科社学会召开的此次论坛，是重庆市第三届学会学术年会启动以来的一次重要活

动，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理论界与实践界研讨我国如何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不仅对丰

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重庆市的科学发展亦有贡献。 

  市城乡建委主任助理张其悦在讲话中对我国的城镇化作了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对重庆市的城镇化发展现状作了较为详细的

介绍，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要求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历史建筑风貌与民族地域特色，保护生态环境，从

户籍财政等制度上下功夫，做到城乡发展的可持续。 

  市人大副主任杨庆育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从工业化的角度简要回顾了中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了五种难以为

继的城镇化模式，指出城镇化要关注人的问题，重视解决人口与资源的分布与协调问题。指出重庆市目前城镇化中存在的突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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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二是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三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四是人口的空间分布与资源分布

的不匹配，并因此城镇化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以改革来实现，必须坚持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会发言中，原重庆邮电大学党委书记徐仲伟教授围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追求论述了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价值追求。 

  市人大城环委副主任刘本荣就在区县领导城镇化工作的经验、体会与教训作了深入交流，指出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民的

城镇化，提出了农民希望的城镇化是什么样的城镇化、千城一面千街一面的病根在哪里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希望我们注意城镇化

中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行为文化与社区文化等问题，要研究城镇化中的文化理论，在实践中要抓好文化建设，注重生态化、

人文化、功能化、集约化、信息化的融合，要反对一味的西化，既要借鉴西方的建筑风格，更好保留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的优秀

风格，只有经典的才是永恒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庆行教授从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的角度指出了我国存在政治型城镇化向经济型城镇化、经济型

城镇化向文化型城镇化的节点转换，分析了每次转换面临的原因，提出了目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的十大风险：城市病风险、权力与

资本融合风险、基础设施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利益冲突风险、能源风险、环境污染风险、价值观冲突风险、城

乡分化风险等。观点新颖独到。 

  西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跃教授对三峡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黔江区委党校副校长白明亮对低碳生态的黔江

城镇化发展探索分别了发言。 

  黔江区副区长姚登惠、大足区副区长苏一元、武隆县副县长李泞玉分别从实践的角度对所在区县的新型城镇化经验与教训作

了概括与思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次论坛作为重庆市第三届学会年会的重要学术研讨会，既有市人大领导人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深

入思考，市区县两级城乡建委领导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规划建议，区县政府领导人对具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总结与反思，也

有专家学者对新型城镇化中的问题与对策的精彩观点，对我市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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