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隔37年 中央部署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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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城市发展“路线图”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韩洁
郁琼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这
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的配套文件，勾画了“十
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
展的“路线图”。

历经37年改革开放，我国城
市发展也进入转折时期。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一些突出问
题亟须治理解决，如城市规划前
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
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
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
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
扩张“摊大饼”；违法建设、大拆
大建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交通
拥堵等“城市病”加重等。

规划、建设、管理是城市发

展的核心环节。《若干意见》约八
千字，由九部分组成，提出了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总体目标：实
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
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
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若干意见》部署了一个个
破 解 城 市 发 展 难 题 的“ 实
招”——

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
一；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
区；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
市道路布局理念；实现中心城区
公交站点500米内全覆盖；打造
方便快捷生活圈、城市公园原则
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等……

《若干意见》还明确了一系
列城市发展的“时间表”——

如用5年左右时间，全面清
查并处理建成区违法建设，完成
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
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等；到 2020
年，基本完成现有的城镇棚户
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力争将
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35％以
上等；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使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达到30％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
高说，《若干意见》是住房城乡建
设部会同29个部门在深入调研
和认真总结经验基础上起草而
成，明确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
标和重点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指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

谁持彩练当空舞，赤橙黄绿
青蓝紫。21日播发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面向2020年，为我们绘就
一幅五彩缤纷未来城市的美丽
画卷。

蓝图有刚性：一张蓝图干到
底

“一任书记一座城，一个区
长一个新区”——有多少城市规
划被“翻烧饼”，规划完成之日便
是落后之时；规划执行难，“纸上
画画，墙上挂挂”……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
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
作用。”针对城市规划存在的问
题，文件明确了城市规划定位，
提出“刚性”要求：

制定规划要依法——城市
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社会
公众参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
议、上级政府审批。

一张蓝图干到底——把以
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
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
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
性和连续性。

“打架”规划要整合——加
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一。
在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城市规划
管理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一。

严格依法执行规划——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
肃追究责任。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
同意，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从制度上防止随意
修改规划等现象。

规划督察全覆盖——全面推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
度。健全国家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实现规划督察全覆
盖。

点评：规划是城市之本，规划一旦出了问题，损失不
可估量。不少城市正在品尝“造城运动”“圈地运动”带来
的死城、鬼城苦果。我国现有法定规划80多种，“一张蓝
图干到底”需要构建“顶层设计”，一茬接一茬干下去，营
造出一座座更有内涵有品质个性的城市。

红色高压线：告别“无边界的城市”
城市“摊大饼”，消耗掉的是耕地，绝大部分是肥沃良

田。坚守耕地和基本农田红线，给城市划定开发边界，是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前提。

文件提出，“加强空间开发管制，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调控城市规模。”“把

保护基本农田放在优先地位，保证生态用地，合理安排建
设用地，推动城市集约发展。”“严控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
区设立，凡不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的，一律按违法处理。”

国土资源、住建、农业等部门已达成共识，从控制发
展规模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周边开始，保证耕地数量，
把耕地质量放在首位，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倒逼”
城市内涵式发展。

点评：城镇周边耕地，大多是世代耕种养护形成的高
产田。这些“宝田”被钢筋水泥一圈一圈吃掉，后果永远
无法弥补。贯彻最严格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终结城市经
济过于依赖高耗能、高耗地发展模式，就要给城市扩张戴
上“紧箍咒”。

绿色生活：让每个城市细胞都渗透绿意
文件提出建筑八字方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在
具备条件的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

更多应用绿色技术。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提高节能
标准，根据不同地区气候特点，应用地源热泵、水源热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发展绿色节能建筑。

路网建设，设定公共交通分担率，鼓励绿色出行，减
少不必要的尾气排放。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让大家可
以看得见绿地，亲近绿地。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和污水大气治理。以中水洁厕
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污水利用率，鼓励按市场化方式经
营中水。

点评：绿色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理念。我们的城市，从
城市到街区，从房前到屋顶都应当是绿色的。绿色理念、
绿色材料、绿色建造、绿色生活方式，将改变提高我们城
市的品格。

黄牌来提醒：保障城市运行在良性轨道上
一座城市的发展，犹如一部大型精密仪器在高速运

转，千头万绪，如果缺少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的纠
错机制，随时提醒城市发展中的冲动、盲目，就很难保障
这座城市走在良性发展轨道上。

城市建设管理，离不开方方
面面的监管。文件提出，加强规
划实施的社会监督，利用卫星遥
感监测等多种手段共同监督规划
实施，加强建筑安全监管，加强城
市安全监管，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文件布下了一张张立体化监
管的网络，对花样百出的违法行
为亮出“黄牌”。

这种“黄牌”警告机制不仅涉
及城市硬件，更涉及城市管理体
制的“软件”。一系列“老大难”问
题已被“点名”：城市建筑贪大、崇
洋、求怪等乱象丛生，违法建设、
大拆大建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交
通拥堵等“城市病”蔓延加重等
等。

点评：城市发展需要裁判员

敢于亮“黄牌”。文件中多处可见督察、监测、预警等字
眼，这是城市管理理念转变的体现，尤其强调对城市管理
者问责——裁判员也必须接受仲裁，乱作为、无所作为都
将被掏牌。

黑名单要管：问责、获罪、入刑、收监
从野蛮施工、拖欠工人工资，到发生质量安全责任事

故，从施工企业到政府部门责任人，都有可能被列入城市
管理问题的“黑名单”，可能面临信用差评及无法参与投
标等严厉惩戒乃至入刑问罪。

比黄牌警告更严厉的“黑名单”，将成为城市治理的
重要工具。

文件提出，“研究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严厉
惩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强化法律责任追究，提高违
法违规成本”“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严厉查处转包和违法
分包等行为，推进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工程全
生命周期风险管理”“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健全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提
高环境监管能力，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

点评：近年来，住建、环保等部门经常发布城市环境
污染等各种“黑名单”。空气最差城市、最堵城市……“黑
名单”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规划法等
行政法与刑法衔接，有望解决官员“为公违法”难以入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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