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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状、特征和趋势，贵州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走单一的“农民进城”路径，要走有序

转移和就地就近相结合的新路径。”在 201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上，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总规划师王春就贵州如何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如是建议。 

201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对话城镇化——国家战略下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9 月 20 日，201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对话城镇化——国家战略下的城镇化空间

格局”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管理者和规划工作者围绕“新时期城镇发

展方式转型方向和重点”、“国家战略下城镇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共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发展提供建设性思路。 

专题会议上，王春提出要运用辩证思维统筹谋划贵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发展，

并从速度与质量、发展与生态、城镇与乡村、产业与城镇、传承与创新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坚持以人为本，辩证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速度与质量是两大要素。”王春认为，全国城

镇化已经进入质量与速度并重的发展时期，贵州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与全国平均水平

差距仍然较大，既要赶，又要转。“赶就是要加速度，转就是要有质量。” 

2010 年贵州省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 33.81%，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3 年为 37.83%，这三

年平均增长 1.34 个百分点。2014 年为 40.01%，因为增量加大、存量释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预计到 2017 年达 43%，中间四年将平均增长 2.04 个百分点。 

“十二五”以来，贵州省道路、电力、电信、燃气、综合防灾等综合能力显著提高，文化

、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棚户区、城中村、公共空间等城镇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加快速度要以质量为目标，提升质量要以速度为基础。”在王春看来，贵州要实现城镇

化的加速发展，首先必须要辩证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守住两条底线，辩证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 

“贵州贫穷落后的表象在农村，根子在城市，根本出路在城镇化。”王春说，只有实现了

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的不断壮大，才能增加就业就会，帮助老百姓提高收入。与此同时，只

有拒绝污染，发展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型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是发展第一要务，保护生态是基本遵循。离开生态谈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发展谈生

态是缘木求鱼。因此，王春建言，贵州在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统筹城乡一体，辩证处理城镇与乡村的关系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破解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在王春

看来，城镇与乡村本就是紧密相连的。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镇和乡村、市民和

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

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要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

化、产业发展融合化。 

基于现状、特征和趋势，王春提出，贵州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走单一的“农民进城”路径，

要走有序转移和就地就近相结合的新路径。其中，有序转移就是要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着

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有序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就地就近就是要以县

城和小城镇为节点，联动周边村庄发展，促进政策和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 

 

围绕产城融合，辩证处理产业与城镇的关系 

王春还提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辩证处理产业与城镇的关系，发展理念上要产城

互动、产城融合、产城一体。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城镇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根本途径在‘五化

同步’(工业化、绿色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其中，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动

力、绿色化是发展方向、农业现代化是根本支撑、信息化是融合器、城镇化是大平台。”因此

，王春认为，产业与城镇密不可分。 

 

展现多彩贵州，辩证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王春认为，没有传承，历史就会割裂；没有创新

，就会失去活力。 



“贵州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目前，共有 4 个世界遗产地，2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3 个国

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426 个中国传统村落，71 处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王春建言贵州，

在旧城改造中，要保护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风貌；在新区建设中，要延续历史文化脉络，体现

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 

与此同时，要加大文化设施和景观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终实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