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一份城镇化建设情况专项调
研报告中提出，围绕人的城镇化，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平
等社会福利待遇，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同
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归农民
所有。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
理、多元化的城镇化成本分担机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
方、政府与企业和个人分担比例和方式，理顺劳动力输
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关系。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着力加强制度顶层
设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 26 日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
说，推进城镇化要统筹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
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机制
改革。我国城镇化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2012年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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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6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
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
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
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
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
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
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3年250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报告提出，各地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
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人力
资源和社保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18 个省

(区、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
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
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2012 年，全国
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
835万人。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未来城镇化如何发展？徐绍史介绍，很重要的一
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因地制
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
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
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
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

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同时，努力
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
盖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合理住房需求

徐绍史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
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
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
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
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
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我国明确各类城市城镇化路径
小城市将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
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
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
展潜力在城镇化。

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
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
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李克强说，城镇化是现代
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
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
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
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现
在中国城镇化的大门给农民打
开了，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三

产业，而留在农村的，通过适度
规模经营，都可以增收致富。
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
到城镇，这是必然的趋势。我
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
2.6 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
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
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
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
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
区因地制宜地推进。尤为重要
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
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
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
利益。

李克强：
中国未来最大

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特大城市可在远郊先改户籍

对很多特大、大中城市而
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到底难
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接受采访时
表示，在特大城市，当地农业人口转向
非农业人口兴趣已经不十分强烈。

李铁称，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体制
改革，首先可以考虑针对已在大城市
长期定居、稳定就业、举家迁徙的外
来人口。他们总量中占比并不高，解
决他们的落户不会带来太多财政上
的负担。在操作环节上，一些特
大城市可以在周边的建制镇和远
郊区县，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比如可以考虑把在主城区
的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
落户到远郊区县和小城镇。

■ 解读

农民工市民化存两大问题

对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城镇化
的步伐必然走得较慢。陈耀表示，农
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市民化的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市
民化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涉及社会保
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地
方政府测算总的成本。而此前有学者表示，一
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陈耀说，地区
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科学
的数字。

其二，要考虑城市管理能否跟上，大城市市民化放开
后，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北京、上海等地一旦

放开户籍，大量人员的涌入会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
的冲击。因此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适应。当前很多城市已经
根据已有的供给能力，在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但希
望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把户籍放开，时间还很漫长。

陈耀称，城镇化要分步骤来。现在大家片面地
追求速度而不考虑质量，是不合适的。当前现有的

城镇化中，17%是属于伪城镇化，城镇化率存在
虚高。因此，现有的问题是如何让这部分
人真正转为市民，且存在很大的难度。

农业人口实际
落户量或超2500万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
陈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
率提高34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年提高一
个百分点。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
快，一些县、地级市等农村转城镇户口
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基本
可实现。

因此，实际的农业人口落户
城镇的数量，有可能比

2500万还多。首次明确提出城镇化路径

报告提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
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
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
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陈耀表示，近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按照此
路径进行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

现在我国城市化率跟国际比还较低，初
步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到 2030 年大约有 70%的人住在城里。目

前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据新京报27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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