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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從世界各角落湧進
城市，去體驗較高的生
活水準、並成家立業，
而形成了稱為城市化的而形成了稱為城市化的
遷移趨勢。



將城市轉型為智慧、文化與金融中心。城市，
也帶來了擁堵、污染和公共安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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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7年中國35個主要城市GDP占全國總產值的41%。 2020年
前, 這一GDP比例將提高到60%。城市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
要趨勢。

o 英國、法國、韓國等最大城市（大部分為首都）的GDP佔全國
GDP的份額也達20％～ 30％；台北的GDP占到全台灣GDP的31GDP的份額也達2  0％～ 30％；台北的GDP占到全台灣GDP的31
％。

o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 中國已有302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城市, 而
同年, 歐洲有35個, 美國只有9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城市。



o 2012年11月3日發佈的《2012中國社會藍皮書》,中國城鎮化人
口已經超過50%,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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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土地城鎮化速度明顯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若
以戶籍人口計算，人口城鎮化的速度還要更低。

o 不惜犧牲農村、農民利益發展城市，導致發達
的城市與凋敝的鄉村并存，城鄉差距日益明顯，城鄉間產業

犧牲農村、農民利益發展城市
的城市與凋敝的鄉村并存，城鄉差距日益明顯，城鄉間產業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失衡。

o 采取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但從30余年的發
展結果來看，由沿海地區發展來帶動中西部地區梯次發展的
所謂“雁行發展模式”或“梯度發展模式”未能如愿出現，

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異日益拉大。



� 75%—80%：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超75%

� 35%~36% ：中国真实城镇化率

� 20%� 20%：农民工参保率不足五分之一

� 0.7%：农民工城镇住房拥有率仅为0.7%



十六大 2003年 • 逐步提高城鎮化水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
調發展，

• 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
規畫，合理布局，同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服務
業結合。業結合。

十七大 2007年 •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新
情勢新任務

• 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
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協調發展。

十八大 2012年 • 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
步發展

• 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
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



根據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

• 明確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統籌相
關領域制度和政策創新，

• 指導全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宏觀性、戰略性、基礎性規劃。









1. 以人為核心 - 以人為本，公平共用。以人的城鎮化
為核心，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2. 1億人進城 -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
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

3. 積分落戶 -逐步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3. 積分落戶 -逐步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
不僅要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也要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

4. 農民工參政 -完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參與機制

5. 主攻中小城市 -把加快發展中小城市作為優化城
鎮規模結構的主攻方向。



6.住房資訊聯網-建立以土地為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
記制度，實現全國住房資訊聯網，推進部門資訊共享。

7.擴大社保覆蓋面 – 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
老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8.培育中西部城市群 -推動國土空間均衡開發、引8.培育中西部城市群 -推動國土空間均衡開發、引
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9.完善交通 -到2020年，普通鐵路網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
快速鐵路網基本覆蓋50萬以上人口城市；普通國道基本覆蓋縣城，
國家高速公路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民用航空網路不斷擴展，
航空服務覆蓋全國90%左右的人口。

10.生態文明 -穩步推進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
基本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常住人口，
消費環境更加便利，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空氣品質逐步好轉，飲用
水安全得到保障。



� 城鎮化不是去鄉村化
� 城鄉一體化別搞成一樣化
� 城鎮不能蓋成水泥森林
� 嚴禁搞運動式大干快上� 嚴禁搞運動式大干快上
� 不以人為本當叫停
� 睡城鬼城彎路不能走





2013中国鬼城盘点 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



2013中国鬼城盘点 内蒙古巴彦淖尔



2013中国鬼城盘点遼寧營口











大就是美
複雜就是先進
城市化就是現代化
不斷購買昂貴設備,缺乏

39

不斷購買昂貴設備,缺乏
系統整合、資源共用與
資訊共用
積極解決車的問題,忽略
人的需求



新產業 - 戰略新興產業（包括資訊產業）、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
現代農業、海洋產業等，是城市集約化、高效化核心競爭力的體現。

新環境 - 應對中國各城市普遍存在的水資源和土壤污染、霧霾天氣、旱
澇和地質災害等環境問題，利用現代化資訊技術和環保手段，提供環境治理和
預防措施，是城市綠色生態文明的體現。

新模式 - 創新型建設模式改變了以往粗放式建設模式，資金來源多樣化，新模式 - 創新型建設模式改變了以往粗放式建設模式，資金來源多樣化，
模式多元化，各行業民間資本廣泛參與，規範透明，共建共贏，是城市生命力
的體現。

新生活 - 政府以及市場主體（如私立醫療機構、保險公司等）提供的惠
民、便民類社會服務，市民可以隨時隨地享受雲端服務，是城市人文的體現。

新服務 - 服務型政府為城鄉居民、企業提供生活和生產的便利服務；以
及通過開放、共用政府資料等手段，實現政府部門內部之間的資料和資訊的互
聯互通，是城市智慧的體現

IBM, IDC , 《引领更具竞争力的智慧城市3.0时代》白皮书, March 26, 2014



舊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
追求數量增長，忽視質量提
高，資源利用效率低，社會
嚴重不平等，環境汙染突出。

發展質量為主導，追求高附
加值、高效、包容和可持 續。

以投資和廉價勞動力、土地、 發揮創新、集聚、要素流動、以投資和廉價勞動力、土地、
環境服務為主要驅動力。

發揮創新、集聚、要素流動、
專業化效應，以效率提高為
主要驅動力。

千城一律、同質化發展。 創新型城市建設，完善各具
特色的創新、創意、創業體
系，倡導差別化、個性化發
展。



舊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
過度依賴徵用農村土地和土
地財政，城市低密度外延擴
張，產生空城鬼城。

強調緊湊型城市，鼓勵高密
度、公交優先、混合土地利
用、內涵式發展。

特大城市化和分散的小城市 在中心城市周圍局中小城市，特大城市化和分散的小城市
化及小城鎮化並存。

在中心城市周圍局中小城市，
推進以城市群為主體型態的
城鎮化。

各自為政、相互分割。 強調空間一體化和協同發展，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區域共
同市場與區域治理結構。

地方政府主導。 強調市場主導，人口、土地、
資本的自由流動。



改造升級的挑戰-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型、從高能耗高污染
向低能耗低汙染轉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型等方面的挑戰。

政府轉型的挑戰-在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過程中，面臨著打
破部門壁壘,，資訊共享，以及建設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的挑戰。

惠民利民的挑戰由於民生需求日益多元化，城市管理面臨惠民利民的挑戰由於民生需求日益多元化，城市管理面臨
惠民基礎設施的部署和監管不足、互相管道不順暢、食品溯源需求激增，
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日益擴大的挑戰。

監測治理的挑戰-水資源和土壤污染、霧霾天氣、旱澇和地
質自然災害等環境治理和預防措施等方面的挑戰。

「重模仿、輕創新」-探索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構建

合作共贏的生態系統的挑戰；缺乏相關政策引導和扶持等方面的挑戰。

IBM, IDC , 《引领更具竞争力的智慧城市3.0时代》白皮书, March 26, 2014



•農民土地物權基本形同虛設-
•戶籍制度讓1.6億農民工被城鎮化-戶籍改

革之所以難以推行，就是因為城裡的福利政策太多

•盲目造城運動致城鎮化效率低下- 地方政
府打城鎮化旗號大搞房地產建設府打城鎮化旗號大搞房地產建設

•戶籍換土地過程農民或沒有自主權



1. 加劇資產泡沫風險 -大量資本進入房地產領域容易引起
資產泡沫，泡沫破裂會降低不動產的價值，甚至某個環節資本迴圈中斷，
就會爆發大規模的債務危機。

2.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城鎮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地方
政府公共投資需求將增加5.9個百分點，有多個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達到了
國際警戒線。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償債壓力加大。國際警戒線。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增幅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償債壓力加大。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金融領域核心風險之一。

3. 產業空心化的風險 -當城市化超前于工業化，人為「造
城」，沒有產業的支撐，只能造出「空城」；當城市化滯後于工業化，顯
然會拖累工業的發展，城市病問題也會比較突出。

4. 人口與資源，環境不協調的風險 - 有的
660多個城市中，己有400多個城市供水不足，其中嚴重缺水的城市有108
座。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水資源的短缺更加嚴重。市大氣污染60%-
70%源于機動車尾氣排放。



o 土地改革
o 戶籍改革
o 創新體系改革
o 投融資改革 (地方發債、PPP)

o 城市規劃設計改革 (市場機制、公眾參與)

o 環境管理改革
o 地方治理改革 (探索省以下地方自治)



「城镇化早走到尽头了,不过是为房地产护航吧。」
文匯網友 广东省深圳市 2010-07-30 13:08:00

「……….，什么科学技术，经济发展？都是卖地盖楼，掏空老百姓腰包的经济发展」
文匯網友 新疆乌鲁木齐市 2010-07-30 12:00:45 





持續的全球化和城
市化已經測試了城
市的醫療衛生、
電力、 安全和運
輸基礎設施的極限。輸基礎設施的極限。



o 只有少數有地方特性的城市
在全球城市的競爭當中取得
重要性。城市必須改善當地
的特色以成為全球化的潛在的特色以成為全球化的潛在
競爭者。



o 城市同時面臨著提升競爭力
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o 構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智慧城
市,是中小型城市在全球化競市,是中小型城市在全球化競
爭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
素。





• 一個智慧的城市, 有智慧的公民, 生活在智慧的環境中, 過著
智慧的生活, 利用智慧的交通(資訊通訊), 推動智慧的經濟, 參
與智慧政府的治理。

提高可持續發展提高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競爭力。
Enh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1月29日公佈,包括北京市東
城區、河北省石家莊市、江蘇省無錫市、浙江省溫
州市等90個城市(區、鎮)通過審核,成為首批國家智
慧城市試點。

�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3年8月5日對外公佈�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3年8月5日對外公佈
2013年度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確定103個城市
(區、縣、鎮)為2013年度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共包括
83個市、區;20個縣、鎮以及在2012年首批試點基
礎上擴大範圍的9個



公車 Bus
地鐵 Subway

渡渡 Ferry
快速公車 BRT

計程車 Taxi
地鐵 Subway

快速公車 BRT

停車表 Parking meter 租用自行車 Share Bike



便利店 超市 菜市場便利店

書店速食店、餐廳

超市 菜市場

電影院



SO + LO + MO

Social Network

Location Base Service

社交

分享Location Base Service

Mobility

O2O線上線下聯結活動

On-line To Off-line

分享

便捷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