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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的实践分析及其对重庆的启示
杨 帆

(中共重庆市梁平区委党校 400000)

【摘 要 】“产城融合”有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对城镇化和工业化 

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 此 本 文 梳 理 了 我 国 “产 城 融 合 ”的各地 

实践经验，分析了部分城市在“产城融合”过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以期“产 

城融合”的实践对重庆所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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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以来，“产 城 ”作为一个重要理念被我国学者 

一'直 关注。2014年 3 月， 央、国 院 发 布 《国

家新型城 划（2014 - 2020 )》 使用了 “产城 ”的

(2016年 10月，发改委发布《关 各 展产城 范

建设的 》中，公布了包括重庆黔江、永川在内的58 入

选全国 城 范区，并要求各地在示范区建 发

展目标、控制发强度、创新体制机制、 工作 ，及时总结各 

的好经验好 ，力 形 成  复制的经验，推动范区建

范有序开展。特在党的十九大 也 ，要深入实施

域协调发展 ，并要求推动新型工 、信息化、城 、农

现 发展。“ 城 ”有 进新型城 进程，对城

和工 的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 。因 ，为了适应新时

期城市和 发展的新形势，“ 城融合”相关 有待进一步

深化和创新。

一、我国“产城融合”实践经验解析

目前，我国“产城 ” 总 处 。从现有的

“ 城 ” ，梳理为以下 '（一）新旧城市建设改造型。

种类型通过建设新城打 平城 施和 配套功能，吸

端 进驻，实现“筑巢引凤”。目 ，我国有 城 ；积

建设功能定位为生态宜居、商 商 贸 、创新创业等的新城，以优 

的城市功能 人口集聚， 然 会聚集。大 ‘

的 是“以城带产” ，成为 总部、金 机 构 、

端商务和 服务的聚集区域。（ ）工 园  功能型。

对 种类型， 在着力 升制造、研发等 功能的基础

，也 发生活配套等功能，提 升 身 “档 ”，将城 单一

的制 型成生产生活多元功能的新城区。比 ，苏州工

园区是这一 的典型 。20 9 0年 ，苏州工业园

紧 跨国 度 一机遇，成功打造为承接国

的低成本新兴制造基地。随着跨国 集聚、本土配

成熟和 型升级发展，园逐渐将建设目标从单

一工业园 城一 。除工 ，总 经 济 、金 商 业 、

旅游度假、物 会 展 、 创各大功能要素 完善。（三）中

心城镇“提档升级”型。这种类型是 一定人口和土地资源

的中心城镇，大力提升 功能和城市功能向新型城市发展 ，

进 现“产 城 ”。比 ，成 天 府 新  是 域内各中心

城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 与外来人口形成人 集的基础

， 心城镇逐渐成为天府新区建设的载体，打 现 代 制  为

主、高端服 集、宜居宜业宜商的国 现代新城区。天府新

成35 单元，单元是实现“产城 ”的基本单位。 内

“单元”包括职住平衡、配 完 善 、功能复合、绿 、布 丨

5 大特征。（ ）“ 城 ”一 划建 。 在

新型城 建 划 “产城 ”为目标，进行 功能

和城市功能建设的。比 ，河 新城就是这种

。河 过与华夏幸福基业公 作，以 PPP ; 进

新城建设。建 期就邀请来自9 个国家和 40余位城

、 及空 划 的专家 城 一 建 设 为 方

园区发展 ， 建 航 天  园、 星 航  、

商务、新材料、清 孵化等 园区载体，打造百万人口

等城 功能发展 。

二、 部分城市“产城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产城 ”发展 然明朗，各 也 在 ：实 

。但 城市在“产 城 ”过程 存在 '（一）规划

缺乏严肃性与合理性。 ， 与城市很难形成有机

联系的体系、 与城市功能协调不畅，进影响城市进一步发

展。 ， 期没有合理规划的城市在发展中会呈现无序状态，造

成城 、城市内部布局混乱， 效 ， 堵、环境

污染、 理 等 突出。（ ） 城离现象突出。城

发展离 撑，但现 ， 城 的  、城 功 能 分

离现 突出。一是“有 城*'20 末， 郊 要 成

为新 工业的主 。 过 调工业集聚，忽视了城

建设， 园 物 人，缺乏产城 的社区单元，使园区

撑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减弱。二是“有城 *'一 ,

过政府机构搬 动新区发展，这在一定程度 了

主城区人口，但政府借力房 发带动新区发展的短期经济效

观使得新区因忽视培育 基地和搭建 境 现了

带动乏力、住房空置 现象，进 现“有城 ”的 城

。（三）配 施 难 现城市功能有效集聚。“ ：

城 ”发展需要公共服 施 ，配 施 难 现城

功能的有效集聚。 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 完善，商

服 施匮乏，住宿和餐饮 发达， 发展挤占城市公

施空 ， 生活性服 心建 ， 难 动城 资源

享与城市经济发展。（ ）新老城区功能难以互补和 。我

国城市发展过程中， 资源配置 理，新老城区功能间存在着

诸多难以互补和 的 。郑州老城区生产服 施经过几十

年建设发展，从布到功能基本比 理和完善(郑州新区的区位

与 现为和主城分离且 相当，对主城资源利用度 有

限，造成新老城区功能难以互补和 ，新城实现繁荣发展和功能

完善 时 。

三、 “ 城融合”实践 庆的启示及建议

“ 城 ”有 进新型城 进程，对城 和工 t
的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 。鉴 “产城 ”中存在的问

和我国其他 对“产 城 ”的 ，重庆在推动产城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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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要重视以下 '（一&因制宜选择产城 发展 。

在推进“产城 ”建 ，重庆 域的 基础、城

基础及地理区位 等合理选择发展 。如近郊特 业

园 采用工业园 功能型发展 ，做大 特 的

时， 动城市核心区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延伸到园区。产业

基础 、人集聚度高的 “新旧城市建设改 ”

或“中心城 档 升 级 ”，通过标准建 升城市功能 . 

商引资能力，促进 发展壮大。（ &重视规划完善和

接。重庆在推进城 建设和 发展规划时要将“产城

”作为主导理念， 进土地、 、城 、生 等  接，

发挥建设、 、 划、公 服 务 等  在规划编制中的联动

作用，将 人 、设施、 、服等资源统筹 。同时要引入“弹

性规划”理 ，在新城和园 发建 结 来城市发展的趋

势和要求， 空作为完善城市功能的 域。（三&构

建现 系 “有城 ”。重庆建设新型城 要紧紧

围绕“产 城 ”理 ， 发挥自身 势，构建与城镇功能

定位和发展层次相匹配的现 发展体系。要 进 结

构向现 型升级，拓展配套特 ，大力发展

绿 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 主

要依靠劳动者素 、科技进步及创新 ，推动 城，以

城促产。（ & 园城市功能建 “有 城”。国

内外“产 城 ”的成功经 '成 的  园区一定会是一

(上接第23页）

国的政府管理体系存在着 领 系。 领

央和 ，也包括了国企和 单位等 。 领 系

的存在有其历 源，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二者 能够相互的

和制约，有利 政府体系的高效的运作。但是独立的运

作必然会带来二者 的信息独立，信息的独立必然带来管理效

的下降，不利 者 是互补。 政系统的构建应当

的技术 进行把关， 党政二者 的关联性入手，

者 的信息的互通，通过党政互联， 和 央  的互

，使 的政府的管理体系能够形成完整的管理和控制网络，

形成 下， 各 的网络体系。

# 政发展路径的政策建

(一） 加大对 政务关键技术的投入。纵观 国政府

机构的 政务的技术水平， 在技术开发和系统构

建 存在着很多的 。 的基础设施投入 ，相关的硬

的更新和 速度不够。目 对  政 用较为

的 是 机构，金机构和海关等 ， 主要是

相对来 为 且 ， 政系统的引入很好的

解决了 的 ，然 的其他的 的 化

比率依然不是很高。在 政务系统的 过程 样也需要政

府 人员的 习和培训，学习 的低下也是相关的新

型技术难 到 利用的关键。

(二) 构建起与政府结构相适应的 政务系统。我 国 处  

改革的关键期，这种改革不仅是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而 且 包

括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政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创新

者是相辅相成的。一 政务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能够大幅

性十 独具特色的城镇社区。因此，重庆建设打造园区时

要逐 居 离状 进，加 园区和城市功能

的 度，注重园区的功能性，协调好居住设施、 施及配套

服 施等在园区及周边范围的布局，注重与临近区域设施资源

建共享，着重从单一生产型区域向生产、消费、休闲一体的多功 

能、多 元 的  功能 型。（五& 进制机制创新。推 

进“产 城 ”发展，改革创新是 动力。一 ，要 调 好 市

与政府 的关系，发挥好 机制作用，促进人才、资 、信息

等创新资源集聚和 动；同时要发挥好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

和 境 的 作用。另一 ，着力深化改革，研究

和推进适 城 发展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财制度改革、投

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工作，注重各项改革的衔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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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政治 的处理的效率，但其发展也可能会 政治体

制中的种种原因阻碍了 政务的发展，此时便需要政治体制的

创新， 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同时对 政务的发展政府

有一种 的 度， 能 过 ， 效 来 信 

息技术的 的 。在相关的 系完善的基础上为电

政 一种 的发展氛围。另一 政务的发展需要

适应政府机构体制。 经 到 过  国的 政务系统存

在着 的亟待完善的 ，在 政务系统创新的过程 要

的跟随者政治体制的创新。通 过 央 与  ， 和

及党政 领 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政治体系，建 起

适合政治体制的 政务系统。 政作为一种政府服 系

的一种新兴的 ，采取 度的同时 发挥 政

的巨大的优势。政府本身就是为公众服务的， 政 的 发

展 好 一目的， 到 国 政 系统 的 成

， 过 的技术的创新和 ， 发挥 政务服 众的

肯旨，加大对于相关基础 的投入，加快相关人员的培养构建起

有我国特色的 政务服 系，促进 政务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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