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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 

记者 谢佳君 刘晋川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更在十七大报告

中3次出现。昨日，主体功能区规划设计的参与人，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副司长田锦尘在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的分论坛中表示，成渝试验区是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域，这一定位对促进试验区各项建设，带动

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让进城农民分享城市公共服务  
 

  提到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统筹的关系，田锦尘说：“城乡统筹是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内在要求，而主体功能区规划则是城乡统筹的重要手

段，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二者的共同目标。”他分析，农业目前产

生的GDP为GDP总量的15%，而全国却有50%的人口是农民，好比不大的蛋

糕被大量的人口分摊，他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照此发展，只会造

成城乡差距的扩大。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促进人口向适合发展的地区

转移，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减少切蛋糕的人数。”  

  在田锦尘看来，成都作为重点开发区域，必将承接优先开发区域的

产业转移，提供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促进人口转移。他说：

“通过转移，让进入城市的人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并在减少了农村

人口，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创造条件。”田锦尘认为，为城乡提

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是主体功能区规划与

城乡统筹的共同目标。田锦尘透露，如果按照目前制定的发展方向前

进，预计中国能在2020年达到55%的城市化率，使城乡群众享受同等水

平的公共服务。此外，田锦尘还建议，成都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应

提高城市容积率，倡导节约土地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探索建立耕地流转奖励机制  
 

  在提到成都的城乡统筹时，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平表示，国家在几

年前对“三农”问题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目前看

来，对农民、农村的“多予”是做到了，但“少取”和“放活”上还需

加强。“放活”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促进土地流

转，是成都在这方面的探索之一。  

  孙平透露，成都今年约有170万亩土地实现了流转，并将继续鼓励



 

这种趋势。他说：“我们正在探索一种鼓励耕地流转的机制，对连续3

年进行耕地流转的农户给予奖励。”孙平分析，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

因之一，是农村各种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土地正是这些生产要素中最为

重要的一种。成都正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产要素市场，激活农村的各种

生产要素，让其资本化。激活农村的生产要素，还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主

体——企业在农村施展拳脚，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为了推行市场化改革，成都也在探索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体制。据

孙平介绍，成都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福利制度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尝试。下一步，成都还将探索在城乡社保制度和医疗

卫生制度方面建立联系。  

  背景知识  

 

  什么是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

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以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管理。对不同的

主体功能区，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

题。  

 

  优化开发区域：  

 

  指对开发密度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的区域，采取提高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提升参与全球分工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从而继续成为带动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  

 

  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充

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

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

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从而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

的重要载体。  

 

  限制开发区域：  

 

  是指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不适宜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并关系到全

国或较大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面临的任务是保护环境、适度开发、点

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

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从而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

要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  

 

 



  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主要任务是依据法律法规规定

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

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从而逐步成为保障全国生态平衡、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生态功能核心区。  

 

   投资环境论坛·声音  

 

  政府应做市场做不了的事  

 

  张春霖(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就是改善政府职能。那么现在的投资环境，一

些不理想的地方，仔细分析起来，在多数情况之下，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方面的缺陷，或者该做的事情政府没有做，或者政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

事情，或者政府做了很多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做好。  

  政府应该做几件事情：做老百姓和市场机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他

们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事是老百姓和市场做不了的

事？第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面临三个方面

的任务，第一，政府要消除绝对贫困；第二，要保障机会的均等，保障

过程的公平；第三就是收入再分配。  

  促进社会稳定也是投资环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公平

的实现程度，决定你这个国家和地区能不能提供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

劳动力队伍。成都的劳动力队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都促进公平

方面做得怎么样。  

  那么和市场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提供和

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物品，比如法制。实际上这是非常基本产权的保

护，产权的保护是整个市场经济能够运营的基础。如果你的是我的，我

的也是你的，这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市场经济的。  

 

  环境质量和社会和谐也是竞争力  

 

  樊启淼(世界银行学院金融与民营部首席经济学家)：  

 

  传统的竞争力只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生产率，一个是就业率。我

现在再给加上了另外两个：一个是环境的质量。还有一个，在国外的经

济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社会整合力，实际上用我们中国的话说，是一

个社会和谐的问题。  

  对中国内陆的中西部地区来说，今后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

制造业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是否能抓住这个机遇，在很大

层面上取决于一个地方政府能否尽快改善它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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