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13

北京市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 常 住 人 口 要 控 制 在 2300 万 人 以

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北京

市的人口就已达到 2170 万人，北京能实现

目标吗？此前北京多次试图控制人口，但

效果并不理想。2004 年，《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

规划控制在 1800 万人左右。然而，到 2009

年底北京人口规模已达 1860万人。

如果还是沿袭旧的思路，就北京说北

京，过去三条严控措施，现在变成五条，甚

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怕是难以实现规

划人口目标，而且这样做也违背北京国际

化大都市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京津冀协同

发展为人口疏解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这

就是要在京津冀的大框架下，发展周边城

区、城市、小城镇，增强它们的吸引力，这样

才能“截住”要进京的、吸引想出京的，缓解

北京人口增长压力，有助于实现北京人口

的规划目标。

要提升周边城镇吸引力，“先手棋”应

是改善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市，以及周边中

小城市之间的交通条件。不过，短期来看，

北京、天津的总部经济效应显著，公共服务

水平、产业发展的环境仍然优于周边，所以

“虹吸效应”仍然存在。这个阶段，河北的

城镇、园区的吸引力还没能充分发挥出

来。所以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必要条件，并

不是充分条件，指望几条路一通就让周边

城市把中心城区的人口吸引而走，这不

现实。

通过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

置的改善，改进周边城市的教育、医疗条件，

能够较好地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河北的一

些城市或小城镇，与北京一河之隔，一山之

隔，但户籍不同，高考政策、社会保障、医疗条

件差距都非常大。要想增强北京周边这些城

镇的吸引力，就必须进行公共服务一体化规

划，进行政策统筹衔接，在教育、医疗、文化等

方面开展改革试点，逐步缩小京津区域范围

内基本公共服务的落差。在周边城市布局一

些高端的教育、医疗机构，也能满足部分人口

需要，减少北京的人口压力。

增强产业吸引力，进而吸引就业人口

去集中、集聚，这是核心的内容。2015 年

我去过河北不少城市，看到各地出现了一

些产业集群亮点，例如廊坊市的商贸、金融

数 据 服 务 产 业 悄 然 兴 起 ；张 家 口 有“ 冬

奥+”的概念，运动休闲产业正在迅速实现

生产力；秦皇岛市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得益

于中关村的支持，已经显露雏形。这些地

方通过规划等，促进生产要素数量、水平的

增长，降低成本，已经比较好地吸引北京的

企业进驻，进而为北京的人口减量作出了

贡献。对于搬迁企业来说，要帮助他们解

决融资、人员安置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比

如可以考虑设立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基

金，要对企业的疏解搬迁制定奖励办法，对

人员安置等要有支持性政策等等。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解决北京人

口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途径。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政策重点，应是放眼外围有

条件的各类中小城市、小城镇，要从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等方面增强这些中

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凝聚力。国内外

的经验都表明，城市中心的人可以被外围

的中小城市吸引走，但不能被政府部门硬

性“搬走”，更不能被粗暴“赶走”。

盘点各地两会上热议的话题，治理城
市病首当其冲。热度最高的当属交通拥堵
和停车难。

如今，道路交通拥堵不仅是大城市的
痛点，也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其拥堵程
度直追一线大城市。

“一个城市的面积大小和道路资源是
有限的，用有限的道路资源去承载无限量
的汽车增长，最终的结果就是道路拥堵难
行。”在陕西两会上，陕西省政协委员祁志
峰建议，相关部门应对机动车保有量测算
合理上限，实行总量控制。很多委员也建
议通过控制机动车总量、限行、发展新能源
汽车等方式，解决机动车激增带来的诸多
难题。

停车难也是很多城市面临的城市管理
顽疾。

“私家车的迅猛增加导致城区停车难
问题日益突出。”在湖南两会上，政协委员
李素娥说。李素娥带来了一份通过整合社
会资源缓解私家车停车难的提案，建议对
空置、闲散两年以上的尚未开发建设的土
地，由政府投资建设成临时停车场并安排
专人管理。

由于建设、运营停车场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在新疆两会上，民盟乌鲁木齐市委
的团体提案中建议，为促进停车业的发展
建设，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专
项建设基金，由地方财政划拨专项资金，
用于停车场的建设和运营。新疆政府工作
报告还明确提出，将改建户外生态停车场
3 个，新增停车泊位 200 个，有效缓解停
车难。

北京对停车难的感受更为深切。在 1
月 27 日举行的“缓解交通拥堵”的新闻发
布会上，北京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容军表示，
将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道路的性
质，因地制宜地采取交通优化调整措施，着
力缓解停车难。同时，北京正研究“互联
网+停车”技术，通过让全市空车位形成网
上数据库，对其进行动态管理，让车主可以
在网上看到哪里还有空车位，从而缓解北
京的停车难。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 杨开新

美术编辑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截至目前，已有30个省区市召开地方两会，城市发展的相关话题成为热点——

把脉城市病 筑建和谐家

寒潮，带来不一样的城市

城市中流动摊贩占
道经营既污染环境，又
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
出现强买强卖、偷漏税
费、以次充好等诸多社

会问题，既令政府管理部门头疼，也让老百姓反感。
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管理和服务齐出手。

管理人员提升执行力。重拳出击无证占道经营
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处理结果通过张贴公告、
媒体传播等方式公布于众，提高警示力，加强摊贩守
法经营管理力度。

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构，杜绝部门执法
推诿扯皮现象和行政不作为现象的发生。建立信息
互通工作制度和群众信息员工作制度，准确掌握信
息提高查处占道经营行为的工作质量。

另外，在城市建设中树立整体思维，规划建设农
贸市场和沿街店铺。使经营者入场进店经营有去
处，针对社会特殊群体可以采取政府出资购买经营
场所免费供给特殊群体使用，以此解决就业难题，从
根源上解决这部分人占道经营引发的诸多问题，消
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加强对群众消费行为的引导服务也很重要，引
导群众进店入场购物，从改变消费者消费行为上减
少消费群体，使占道经营无消费市场，以此方式推进
规范经营行为。

（新疆 顾文革）

整体规划管理 根治占道经营

讲 好 北 京 的 “ 人 口 故 事 ”
国家发改委城市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 奎

在京津冀的大框架下，发展周边城区、城市、小城镇，增强它们的吸

引力，这样才能“截住”要进京的、吸引想出京的，缓解北京人口增长压

力，有助于实现北京人口的规划目标

城市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如何实
现居者有其屋是城市管理者必须回答好
的一道命题。加快保障房建设是今年各
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同重点着墨的部分。

在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看
到，今年大连将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实施棚户区改造 8100 套，新增公租房
租赁补贴 5000 户，完成“暖房子”工程
300万平方米。

西 湖 区 是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的 中 心 城
区。江西省人大代表、南昌市西湖区区长
梅茂发表示，今年西湖区将全面实施旧城
复兴工程，继续举全区之力加快房屋征迁
工作，打造“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井然有
序、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品质城区。

除了保障房建设的加快推进，房地产
去库存也是各地两会热议的话题。甘肃

表示，对接国家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制定
甘肃省实施方案，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
安置率提高到 50%以上，制定落户城市农
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的政策；广
东提出，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
房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
度；青海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
证制度“双落地”，进一步放宽西宁市落户
限制，建立农牧民进城购房和租房财政补
贴政策。

（端 然）

城市群发展，交通一体化是基础。在
京津冀三地的交通网络中，河北是最薄弱
的一环。2015年底，津保铁路开通，让京津
冀城市群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今年，河北
将着力补齐交通短板。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快京沈客专、唐曹铁路、首都地区环线
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京唐、京霸、廊涿城际
和白沟支线，加快推进京衡客专前期工作，

打通扩容一批“断头路”“瓶颈路”，抓好北京
新机场及配套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天津也将加快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
深化港口、机场合作，构建以海空两港为
核心、轨道交通为骨干、多种运输方式有
效衔接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打造京津
冀 1小时通勤圈。

同样，在珠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程度也在提升。广东省两会审议的广东
省“十三五”规划草案显示，未来 5 年，珠
三角将建设城轨的包括东莞惠州、佛山东
莞、广州清远、广州佛山江门珠海等多条
线路。由此，珠三角城市群内将形成“1小

时城轨交通圈”。
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领头羊。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除了北京、天津两个大城
市之外，石家庄也设定了京津冀世界级城
市群“第三极”的目标。对此，河北省也出
台了《关于支持省会建设发展的若干意
见》，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
克志提出，石家庄要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的
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
心、文化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努力打造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第三极”，这将带动
河北省的城镇化建设、拉动冀中南地区的
经济增长。

如今，中国拥有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重庆、天津等特大城市，其中北京和上
海人口矛盾最为突出。庞大的人口对城
市的运行和管理形成了巨大压力。

仔细翻阅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特
大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这些
城市均提出了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
北京提出 2020 年常住人口控制在 2300
万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 2020 年人口不
超过 2500 万人的控制目标，广州也将落
实国家对特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适度控

制人口规模。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

安表示，“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目前的人口
早已超出城市的承载力，设定人口‘天花
板’是迫不得已”。

要疏解人口，治本之策就是疏解产
业，疏解特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重新调
整城市的产业和功能空间布局。

现 在 北 京 不 再 突 出 经 济 中 心 的 定
位。因此，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
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
机构这 4 类非首都功能都亟待疏解。在
北京市人代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说，“2016 年北京争
取再关停污染企业 300 家，提前一年超额

完成关停退出 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
在上海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

示，上海必须做好疏解特大城市非核心功
能这篇大文章，这是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人口控制，
北京、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土地
减量开发、严控用地总量。北京提出，
2020 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2800 平方
公里，上海也提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3185平方公里以内。

专家表示，京沪等城市建设用地总规
模占行政区域总面积比例明显高于不少
国际大都市。建设用地过多影响城市环
境和发展质量，而严控土地开发强度则有
助于倒逼人口调控。

发展城市群

交通一体化快速推进

让居者有其屋

保障房建设加速度

今年，北京将“加快市行

政副中心建设”作为主要任

务；上海提出“坚持城市建设

重心向郊区转移”，河北、福

建等多个省份提出到 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0%左右⋯⋯在今年地方两

会上，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均

就城市建设发展进行了专门

论述，代表委员们也围绕着

破解城市病、特大城市减负、

城市群发展等诸多市民们关

心的话题，纷纷建言献策

特大城市减负

北上广设定人口“天花板”

加快治理城市病

停车难广受关注

长沙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

提 出 ，“ 十 三

五”时期，建设

能量更大、实

力更强、城乡

更美、民生更

爽的长沙。

图为长沙

湘 江 一 桥 。

“ 江 ”（湘 江）

“山”（岳麓山）

如黛，美景如

画！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大雪让武汉披上了银装，人们走出户外享受堆

雪乐趣。 胡伟鸣摄

寒潮让烟台进入“速冻”模式，悬挂的冰凌尽现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 时立国摄

雪后的扬州银装素裹，犹如一幅山水画，别有

韵味。 刘江瑞摄

上周末以来，寒潮席卷大江南北，很多难得一见

的城市景观，被人们用图片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