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
部分地区已超过 $"#，但近 %"年来，城
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能耗就
增加 &'#，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呈明显
加剧趋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
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
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
建设新格局。

美丽中国，少不了宜居城镇，如何
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生态保护，让发展
速度和质量成正比，实现生态不失衡发
展有质量？今天上午，("&$年在沪全国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报告“我国城镇化进
程中生态保护和建设”发布。

人口资源环境
城镇规划要有!硬约束"

如果我国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达到一定限值! 城镇生活

环境变差! 很可能反过来抑制城镇化

进程"

近年来，伴随城镇人口增长和消费
升级，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而城镇
环境承载力有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相对不足，由此带来了水、大气、噪
声、固废、土壤污染、光污染等诸多负面
环境效应。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城郊结
合部人居环境脏乱差。脏乱差的本质，
恰恰在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失衡。
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一般会出

现农业生产人口下降、二三产业人口比
例上升的现象。受到教育程度和技能水
平影响，不少新增城镇人口从事的行业
相对低端、环境隐患较大；同时，围绕这
部分新增人口的社会服务业往往集中
在社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郊结合部，这
些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区域人口密度膨
胀，环境管理能力则相对薄弱，又常常
地处行政交界三不管地带，环境脏乱差
现象由此极易发生。
这样的脏乱差如何改变？("&!年，

上海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部分
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重点区域“五违”问题。通过整
合资源、联惩联治、连片整治、整体转型，
三年滚动推进 &!" 平方公里重点区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域生态环境面貌
发生根本性改善，同时快速释放出大量
土地资源。上海将“拆违”与“建绿”相结
合，腾出的部分土地建成绿地公园，部
分土地用于农林修复，宜农则农，宜林
则林，既防止了“五违”反弹，又增加了

生态空间，改善了城郊环境。
上海的环境综合整治，就是对人

口环境资源失衡状态的一种有效修
复。而要避免失衡，更关键的，在于坚
守城镇化进程中的“环评规划”。
调研报告认为，如果我国城镇化造

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达到一定限
值，城镇生活环境变差，很可能反过来
抑制城镇化进程；因此，加强人口环境
资源在城镇规划中的“约束作用”，绝非
可有可无。

那么，这样的“约束作用”，如何
加强？
首当其冲，要在区域和城镇规划层

面明确规划环评“先行先导”。这就意味
着，在这个评估体系里，人口、资源、环
境，都是控制指标或红线，对区域规划
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同时，开展国土资
源综合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
依据评价结果开展规划和建设。需要强
调的是，在规划环评过程中，社会参与，
必不可少；社会参与，将有效提升规划
环评的合理性，以及对规划的实际约束
力和修正力。

绿色生态空间
因地制宜建!海绵城市"

不妨借鉴武汉楔形绿带和 #上海

!"#"$总体规划!建设 $%&"分钟步行可

达的绿地系统!以及#点线面$相结合的

绿色生态空间%

在城镇化进程中，水乡要有水，山
城要有山。城镇化，如何不只让“乡土”
的绿色生态空间原汁原味，而且还要提
升打造出更具环保能量的“海绵城市”？
调研报告提出，不妨借鉴武汉楔形

绿带和“上海 (")"”总体规划，建设 !*

&"分钟步行可达的绿地系统，以及“点
线面”相结合的绿色生态空间，打造完
整、连通的绿带、绿廊，形成完整的生态
系统、动物活动廊道、自然通风廊道，并
对不同功能模块进行分隔。

在这个绿色生态空间里，建设由
国家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地区
公园、社区公园组成的城乡公园体系，
合理设置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目标，保
持只增不减，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推进
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同时，尊重当地地形地貌，依据《新

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依托河流、湖
泊、山峦等自然地理格局建设区域生态
网络”，维护水系结构的有机性、连通性
和完整性，减少土地开发利用和工程建
设对水系的破坏和阻隔；提升骨干河网
的景观亲水、水体净化、防洪排涝功能，
扩展滨水地区公共活动空间。
在这个绿色生态空间里，最弹眼落

睛的成果，就是“海绵城市”。建造“海绵
城市”，要保护、修复“绿*水*田*林*湿”
等天然“海绵”；主城区、新城地区增加可

渗透地面。不过，对地下水位过高，可能
不适合开展大规模“海绵城市”建设与改
造的地区，则应科学评估、慎重推进。

绿色交通
试点探索征收!拥堵费"

一种思路是!按实际进入某些特定

区域或道路&&&中心城区' 特定拥堵区

域'市区高架道路的时段和时间长度!结

合车辆类型进行收费"

拥堵，几乎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
结果。在拥堵之外，交通量增大带来的
空气和噪声污染问题，似乎也是城镇化
免不了的副产品。
毕竟，城镇化对城市交通体系的压

力明显加大，居民出行需求增加，产业发
展带来运输活动频繁，以及交通疏导能
力不足，都造成流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的增加。特别是随着城市“摊大饼”和
“职住分离”的现状加剧，居民出行距离
长、绿色交通友好性差，对小汽车依赖
性增强，拥堵随之加重，导致机动车尾
气和噪声已成为许多城市空气和噪声
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城区高架
道路和轨道交通，尤其是地面轻轨成为
周边居民投诉强烈的噪声和振动污染
源，而此类大型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就很
难调整，虽然噪声屏能起到一定作用，但
仍有一些居民受到影响，实在难以宜居。
这种状况如何改变，让绿色交通为

宜居城镇加分？一种解决方案是，大力
发展绿色交通，同时不妨试点探索拥堵
费政策。调研报告说，为缓解交通拥堵
带来的能源消耗、空气噪声污染，建议
借鉴英国伦敦等地的拥堵费政策，在我
国部分城市试点实施。如何试点，拥堵
费怎么收取？一种思路是，按实际进入
某些特定区域或道路———中心城区、特
定拥堵区域、市区高架道路的时段和时
间长度，结合车辆类型进行收费。
报告认为，这一收费模式比车牌摇

号或拍卖更有利于鼓励少开车或少进
拥堵区。同时，较之按区域、车牌或日期
强制限行，这样的收费也更加合理、便
民。而收取拥堵费的可行性则在于，近
年来，我国 +,-不停车收费、自动拍照
识别技术飞速发展，日趋成熟，已不存
在收费繁琐等问题。因此，试点实施的
条件已基本具备，可探索制定收费方
案，通过试点进行完善，并逐步替代现
有的牌照控制和限行政策。较之拥堵
费，更重要的，是鼓励绿色出行。城镇化
建设或改造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公共
交通及换乘设施，加强无缝衔接，提升
换乘体验。城市道路规划则应适宜慢行
交通，包括步行、非机动车、轮滑、滑板等
等，街道应便于行人穿越，慢行交通路线
应尽量连通和便捷；交通管理设计则应
提升和保障慢行交通的优先权。总之，
在宜居城镇，绿色交通，要成出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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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调研宜居城镇生态不失衡的!药方"###

打造连通式绿廊探索拥堵区收费

! ! ! !冬天快来了!要采暖%

前两年!冬季采暖问题!吵得沸沸扬扬%

一种意见说!南方冬天冷得很!为啥不能像北方那样集

中供暖%一种回应说!这想法真落伍!当初北方集中供暖!是因

为以空调为代表的#电采暖$不像如今这么发达+何况!集中供

暖加剧的冬季雾霾!还等着解决呢%

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加快推动采暖#煤改电$!探索

将电力定价权下放到省!也是在沪全国人大代表调研报告

关注的一个问题%

北方集中供暖!用的是煤!不是电!为啥,

以哈尔滨采暖季为例! 燃煤对 '(!)$的贡献率高达

#"*+,% 可黑龙江电能过剩!电价却居高不下%为何,原来!现

行电价政策是---国家为各省制定平均电价和省内电价交叉

补贴政策!工业补贴农业+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工业较少!论电

价!却要工业补贴农业!农业低电价不能涨!工业电价偏高

影响到采暖.煤改电$%

那么!国家可否加快电价改革!探索将电力定价权下放

到省!缓解北方地区冬季采暖的空气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集约高

效和绿色智能%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0!"&#!!"!"年12提

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

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采暖.煤改电$!也正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姚丽萍

采暖!煤改电"#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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