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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全

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必

须把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有机体来看待，处理好人与城市的关系，而前瞻把握好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规

律和路径，尤其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需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人口政策、

人才吸引机制，让城市始终充满创新活力与勃勃生机，对于谋划“十四五”及更长一个阶段的城市发展战

略与定位，当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特大城市，近年通过推进“创

新名城”建设，引人留人、招才引才的政策持续优化，在稳步引人集才的同时，整个区域内空间的人口分

布也逐渐趋于合理，人口结构持续优化，人口质量显著提高。南京将进一步彰显城市发展的综合优势，更

好促进人口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互为支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省会城市的综合功能和辐

射带动力，在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上当好示范。

夯实人口与城市现代化互为支撑的根基

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根本动力。南京作为特大城市，服务业占比超过60%，

未来的经济结构将更多以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为主，对人口的集聚要求更高。现代服务业以信息、知识和技

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可以吸引更多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集聚。同时，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使得生产率会不

断提高，分工不断细化，进而会产生对多种劳动力的新需求，由此使得大城市空间的劳动力形成很好的互

补，形成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独特优势。南京当前已经形成了多个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从河西新城、江

北新区到紫东地区、溧水等，创新空间、产业载体、人口聚集等，都代表了未来的潜力和趋势。因此，深

化“创新名城”建设，不论是从提高各类劳动力的配置效率，还是从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的角度，都应

坚定不移地持续提高人口集聚能力，通过有吸引力的落户、就业引导、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政策包”，不

断促进全域人口与产业在新的集聚中趋向更高质量的平衡，夯实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以产业高平台集聚学历型人才。从根本上看，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只有多层次提供事

业发展平台，特别是新一代互联网产业和数字信息产业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才能加强对学历型人才的吸

引。要通过创新名城建设，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更大力度引入和培育对高学历型年青人才吸引度高的互联

网产业和数字信息产业领军企业，特别要抓住新基建项目布局的重大机遇，以 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技术的创新发展，加快建立起新的高端产业链与产业集群。要进一步释放国家级江北新区、自贸试验片区

的政策叠加优势，集聚知名新经济领军企业。充分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的政策，全面降负激发小微企业发展

活力。着力培育一批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小微企业，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形成支撑新就业群体的庞

大人才需求合力。与此同步，不断优化调整人才政策，形成南京招才聚才的特色定位和优势策略。更加精

准出台针对驻宁高校人才落地、本土人才培养选用等方面的方案，着力留住在宁高校毕业生，以“高需求、

好岗位、高薪酬”的就业空间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的新工科人才留在南京发展。

建立人口与城市经济协同增长新机制。建立人口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规划协同做、产品服务与人口消

费统筹谋、产业布局与人才战略协同定、引人留人与项目投资协同推的体制机制，以预见性的人口规划和

科学的人口结构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人才集聚催生支柱性产业。变“产业居前、人才居后”的传统

路径为“人才集聚、催生产业”，厘清现有产业、资源底数，对未来产业发展、市场前景科学预测，大力



引导相关领域人才集聚，以培育、催生类似华为、阿里这样大规模集聚现代技术人才的领军型企业，作为

未来城市、都市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心支柱。在促进消费经济增长方面，可以探索建立绿色消费券发放

的长效制度体系，按照个人缴纳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每月发放绿色消费券，动态调整绿色消费目录，既有利

于引人留人，也有助于激发绿色消费新热情、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生活消费高质量与经济发展高质量

的双向互动。

以现代都市的新生活样态吸引年轻人。加大城市自身在线上新型消费、线下文化旅游产品的推进方式

和创新力度。在夜间消费方面，要加快培育展现文化古都特色的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所和产品，把繁荣

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与满足年青市民的多种文化需求的制度化供给设计结合起来。更加侧重创造与引

导精神生产与消费需求，着力放大世界“文学之都”特色效应。加快探索公共文化资源的高效运作，构建

契合青年人需求的文化产业、文化生活方式与消费体系，满足青年人丰富多样化的高质量文化生活需求。

完善对新形态工作的鼓励政策与措施，针对年青人灵活就业的特点，以财税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弹

性、远程工作等灵活用工形式，降低城市通勤等承载压力，在更大地域范围吸引年轻人才前来就业创业。

以高质量的人口集聚提升城市综合功能

应对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抢人”“抢才”，南京深化推进创新名城战略，强化城市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高质量的人口聚集，在壮大人口基数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人才总量、优化人口结构，

不断提升城市的综合功能与整体发展优势。

把持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作为重要抓手。人才发展选址、城市人口规模与生活舒适度、交通等基础设

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南京作为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国家生态市，通过持续聚力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

增强对高层次产业人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并提升外来人口在宁定居、落户的意愿，激励他们深度扎根

融入南京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深化城市绿色生活方式，建立市民绿色消费的产品目录、行为指南，探索

绿色产品消费侧的补贴激励措施。从产业、产品、服务及观念全方位发力，支持形成绿色生活生产方式。

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大学前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的高水平供给力度。更加注

重科学构建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以精细化治理探索降低“职住分离半径”。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城市“职住效率”、缓解通勤压力，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同时，推进闲置科研办

公、商用房的功能转化的实施办法。依据互联网对人与城市的关系的影响，要把智慧城市、数字化基础设

施的建设提档升级，为市民的学习、工作、消费娱乐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技术支持和数字福利待遇。

及时完善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体系。在市域统筹市民化待遇方面，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对特大城市，特别是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落户新导

向，着力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尝试探索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人地钱挂钩”、“人岗编挂钩”

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新机制，降低落户城市的综合成本。大力优化完善促进人口增长相关配套政策，在生

育支持方面，积极探索对生育两个孩子的父母提供公租房优先、购房补贴、降低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下

调等住房保障措施。在规划上按城市常住人口配置公共资源，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福利。探索把人类发展指

数作为高质量综合考核的重要指标，加大市民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健康卫生有效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