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访谈·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陈存根教授访谈录

导语：２０２１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 “十四五”时期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等新目标、新任务，强调 “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

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就相关问题对原中

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存根教授进行了专访。

陈存根：（１９５２－），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
席。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和促进会特邀咨询专家。主要从事城市植

物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森林培育学的教学科研，并指导中外研究生，曾主持多项国

家、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先后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出版专著 （中、英、德文）５部，
获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

《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陈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城镇

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６０％，在 “十四五”时

期将提高到６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

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

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城市与环境研究》对此十分关注，希望向

您请教几个问题。首先请您谈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陈存根：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７８
年，我国ＧＤＰ仅为３６７８７亿元，其中一产占比高达２７７％，二产占比为４７７％，三产
占比为２４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到２０１９年，我国ＧＤＰ已
达９９１万亿元，其中一产占比下降至７１％，二产占比为３９０％，三产占比则高达
５３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已超过ＧＤＰ的９０％。“十三五”完美收官，圆满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制造大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推进的。改革开放之前，迫于当时的形势，国家提出

“备战、备荒、为人民”，推进 “三线”建设、工业分散布局；控制大城市规模，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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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发展小城镇；开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号召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

吃闲饭”，出现了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大转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迎来了工业化的浪

潮，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的城
镇化启动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的城市改革推进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的全面城镇化阶段，
形成了一批大城市，２０１０年以来更是先后涌现出国际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
心城市和区域城市群。１９７８年，我国城市数量为１９３个，城镇人口为１７亿人，城镇化
率仅１７９％。到２０１９年，我国城市数量已经达到６７２个，其中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
１６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１３０个，而ＧＤＰ超万亿元的城市已达１７个。中国的城镇
常住人口达８５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６０６％，城镇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冷静总结思考。请您谈谈中国城镇化

进程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陈存根：首先是城市建设问题。一是在追求经济总量的驱动下，一些城市把建设

大型城市，甚至特大、超大型城市作为发展目标，“摊大饼式”扩张空间，导致城市

规模和人口数量短时间盲目扩大，往往形成千城一面、缺失历史、缺少文化、缺乏特

色，并引发了不少经济、生态和社会问题。二是一些地方依靠土地财政推进城镇化，

形成房地产一家独大，出现住房困局，造成房价飙升，大量无房者和大量闲置房并

存，经济泡沫化，发展不可持续。三是交通压力。中国１９７８年的机动车保有量仅为
１３５８万辆，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年分别增加到４６４４万辆、１３１９３万
辆、６４６７０万辆、３２２亿辆，２０１９年已达到３４亿辆。机动车保有量不断上升的同时，
城市交通压力也与日俱增，面临公共交通短缺、城市道路拥堵、交通事故频发等问题。

其次是生态环境问题。一是供水压力。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水资源总量约为

２８万亿ｍ３，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是全球１３个人均水资源最贫
乏的国家之一。水体污染和大城市大量用水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供水压力。二是垃圾围

城。２０１４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１７８６０２万吨，到２０１９年达到２４２０６２万吨，
增长幅度达３５５％，造成次生污染，加重财政负担。三是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水
体、空气、土壤、噪声、光污染等方面，使得人居生态环境恶化。四是生物多样性受

损。城市的无序蔓延造成绿地、湿地、森林的减少，影响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再次是城市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市容保洁难度加大，行

政成本上升。最后是民生保障问题。表现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救济等因为人

口在短时间的急速聚集，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短板。这些问题若分散在多个小城镇，

化整为零可能不是问题，但一旦在大城市集中出现，就会成为大问题。

《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

循。请您谈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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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根：急骤加速的城镇化给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国土环境治理保护带来巨大压

力，直接影响自然物质资源环境和人文景观资源环境，特别是盲目追求规模经济效

益，采用以消耗能源、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带来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

资源环境和城市社会问题，所以必须转变传统城市化模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其特征就是城乡统筹一体、产城互动宜居、和谐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强调必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并把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作为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为我们科学开发国土资源，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是人类开发国土

资源形成的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实现城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

一定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各地自然条件优劣不

同，地理特点差异显著，国土资源因地域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先天脆弱性和不可再生

性。城市人口规模庞大，产业活动频繁，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紧张，而我国淡水、耕

地、森林、草地资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进一

步加剧了紧张程度。所以要珍惜自然对人类的恩施，绝不可恣意妄为、肆意攫取，而

要倡导绿色低碳简约的生活方式，保障城镇化与自然的和谐、城镇社会人与人的和谐。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科学开发国土资源，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的就是实现人民对干净饮水、清洁空气、安全食品、

宜居环境的迫切需求。“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所以城镇

化要统筹考虑气候变化、水资源供给、对水气土的影响、能源矿产资源压力，以及森

林、草地、湿地等生态资源问题，着力解决城市雾霾频发、热岛效应严重、水污染、

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重金属污染，以及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等环境问题。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保护绿水青山，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成就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

青山代表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效益，金山银山代表社会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既要发展经济产业，更要保护国土资源环境，还要注重

社会效益，保护人文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产业经济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进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从而实现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治理。国土资源是由山

水林田湖草组成的，是一个有机的大自然生态系统。城镇化必然会对这个大系统产生

重大影响。比如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引起地形变化、气候变化、水文变化、生态

环境变化，频繁的工商业活动、紧张的城市生活、拥堵的道路交通等因素，使城市成为

脆弱的生态系统。再如对人文景观环境的影响：农村变成了城市，农业用地变成了建设

用地，田园风光变成了高楼大厦；就业方式由一产变成了二、三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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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化生活需求等因素的变化，以及社会民生保障、社会安全治理以及老龄化等诸多

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并重塑人文景观环境。所以要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安排土

地利用和建设活动，要改变 “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从追求规模扩张向集约开发、

追求质量转变，要对开发建设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业态创新发展、项目落地实施进行

充分、科学、严格的评估论证，不仅要评估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评估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要计算生态环境成本和人文景观成本。一定要通过科学经营山水林田湖草这个有

机的生命共同体，实现国土资源开发高效率、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高质量、可持续。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强化红线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长期以来有些

地方为加快发展经济，一味追求 ＧＤＰ，很少考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的
影响，盲目扩张城镇规模，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甚至不治理的现象，导致经济社会发

展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认真

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城镇产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切实把城

市发展强度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坚决遏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扩张

性无序发展，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约束开发

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健全产权清晰、多

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有机完整的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制度体系，为确保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发展县域经济”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请您谈谈发展县域经济对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及其着力点。

陈存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优化国土资源开发，着力发展县域经

济，不断完善和增强县域城市功能，彻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工业化带动了经济大发展，经济大发展催生并加速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又大大繁

荣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也造成了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

距，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出现，对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人才、产业的虹吸作

用，使得欠发达地区发展更加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十三五”以来党中央实施

了脱贫攻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但要彻底解决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最终还有赖于

区域协调发展。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所在的地域范围毕竟只占我国广袤国土的

很小部分，我国目前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约为８５亿人，有城市户口的仅５８亿人左
右，很难想象我们把腹地农村应城市化的人口都转移到城市群所在的核心地区，因为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还会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众多根本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４０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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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核心是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的不协调、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不

协调、不平衡。现在，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解决这个问题，逐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让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

路，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应当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要始终坚持和全面加强党对新型城镇化的领导。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是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战略、方式重大转变的过程，有大量难题需要破解。在这个历

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指南针、主心骨、压舱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国家层面要制定整体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配套，

改革体制机制，分步实施推进。

要坚持创新驱动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实行城乡统筹发

展，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县域的自然生态和

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优势，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现代新型经济和文旅经济。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优势，鼓励引导大城市、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区域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人才、技术、产业、信息等向县域

城镇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先转移，以产业分布的均衡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均

衡。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引导金融业向实避

虚，防止各种产业泡沫。要有成本意识，认真评估产业项目对自然资源环境和人文景观

环境的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生态改善、社会文明。要注意形成产业链条，注重产品互

补，发展特色产业，增强差异性，防止同质化。以产业发展带动县域城镇化，以产业需

求而不是土地换户口，有序转移农民进城务工，并给予进城务工农民完全城市身份，享

受市民全部待遇，从而使其在城里安居乐业。在城市建设中，更加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环

境和人文景观环境，处理好引进现代先进理念、注入时代元素、应用新型材料技术和保护

历史风貌、自然景观、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关系，保护好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和地

域特色。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城农民的土地有序流转给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复垦

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农业生产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加强技能培训，建

设从业稳定的职业农民队伍，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做大、做

强、做优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要坚持科学规划、科学论证、科学实施。按照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实行城

乡融合统筹发展，科学做好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切实解决好城镇建设千年基业和领导班子

有限任期的关系，执行统一规划和局部调整的关系，新官履职和处理旧账的关系，保证土

地开发经济效益和扩大绿色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一届接

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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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