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4 年 12 月 25 日，重庆市推进新型城镇化新闻发布会在市新闻发布中心

召开。会上，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智奎详细通报了重庆市近年来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相关情况及未来规划。 

重庆是衔接和联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

群的重要纽带，在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重庆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关键，以提

高管理与供给效率为抓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激发城镇发展潜力，走以人

为本、优化布局、城乡互动、产城融合、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并努力实现城镇化水平、质量、效率同步提升；城镇布局、结构、形态更加优化；

城市更趋和谐美丽、宜居宜业三大发展目标。 

根据“一个意见+一个重点规划”，重庆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在坚持以五大功

能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四化”统筹，坚

持全市一盘棋等原则下着力完成四项核心任务。 

一是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一方面推动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

城市发展新区组团式发展，坚持功能定位导向，差异化发展和统筹协调发展相结

合，另一方面以“面上保护、点上开发”推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

态保护发展区城镇特色发展并强化综合交通网络支撑，畅通外向大通道，便捷市

域内部交通，完善枢纽功能，增强交通对城镇化格局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二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发展规划引领作用，突出重庆特色，处理

好五大功能区域、大城市与大农村、江与城、山与城等关系，实现近期与远期、

内部与外部、地上与地下、功能与形态相结合的同时，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包括

建设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强化城市服务与管理功能。 

三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有序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

口进城落户，按照五大功能区域功能定位优化调整进城落户准入条件，引导落户

居民科学分布；又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将其由针对本地户籍人口向



常住人口转变，逐步推进居住证持有人与当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统

筹解决好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 

四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首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须统筹协调城市建

成区规划和非建成区规划，合理安排好城镇建设、产业集聚、乡村聚落、农业发

展、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乡结合部，实现农村空间

与城市空间的自然和谐过渡。其次，要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为广大农业人口平等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新型城镇化成果、实现

城乡有序转移奠定坚实基础。 

明确了目标与任务，在具体落地实施过程中，如何推进新型化城镇进程？未

来，重庆市将以五项改革措施为抓手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工作机制；二是改革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三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四是完善城镇住房制度；五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群是重庆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落实国家重大决策，实现重庆在全国“一盘棋”中科学作为、大

有作为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符合五大功能区域功能定

位的城乡发展格局，更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实现五大功能

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未来，重庆市将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各项工作，为把重

庆建成美丽山水城市、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奋斗目标奠

定坚实基础。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重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走在了

其他城市的前面。早在 2012 年重庆就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重庆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增强内生动力的主要动力。在重庆定位上，重庆主城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要着力强化交通、金融、商贸物流、科技教育文化等枢纽和中心功能，增强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陆地区的集聚辐射能力，发挥在市域城镇集群中的

核心引领功能。 

重庆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一个亮点是把小城镇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

按照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生态良好的原则，集中打造

100 个左右中心镇，示范带动周边小城镇建设。加快道路、给排水、污水处理、

垃圾收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解决以街为市、功能残缺、设施老旧等问题，



提高城镇运行保障能力。大力推进住宅小区化，发展物业管理服务。加快镇级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努力做到品牌连锁超市、农贸市场、文化活动中心、养老

福利机构和汽车客运站配套齐全。积极创建各类国家级名镇。统筹推进镇域乡

村建设，推动农村社区化，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