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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

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编制，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

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

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第一篇 规划背景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

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

　　第一章 重大意义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

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照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扎实有

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

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当今中国，城镇化与

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

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

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

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

　　——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

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

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

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

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城镇化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服

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46.1%，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

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

就业的最大容纳器。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会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

化，也会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城镇化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有利于

增强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

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

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

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总体上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

发展现代农业腾出宝贵空间。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

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

　　——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

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

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目前东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