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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本《计划任务书》由项目负责单位或部门填报，一式三份

报送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并用 E-mail将Word格式电

子版文件同时发出。

二、填报单位或部门应按本《计划任务书》中各栏目要求如实

填写，要求内容简洁。

三、本《计划任务书》经正式审定后，即作为签订合同。

四、本《计划任务书》采用 A4 规格页面，左侧装订。

五、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通讯地址：

地址：上海市浦东世博村路 300 号 7 号楼 2009 室

邮编：200125

电话：23115471，23115473

传真：63557376

E-mail：px_hong@126.com

六、本《计划任务书》的第一至第八项由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填

写，第九项由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及负责单位填写。第十

项由项目组织单位负责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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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及联系人

负责人

姓名
吴志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08.01

工作

单位
同济大学

专业

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同济大学副校

长
研究专长 城市规划

通讯

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文远楼

203
邮政编码 200092

联系

电话
办公 65980048 移动 13501681111 传真

021-65980

547

E-mail wus@tongji.edu.cn

联系人 张亚雷 E-mail Zhangyalei2003@163.com

联系

电话
办公 65980048 移动 13916108699 传真

开户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

五角场支行营业部
账号 033267-08017004675

二、立项依据



4

包括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首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是否顺利关系到中国国家竞争力成败。长江三角

洲地区(为了便于统计，仅统计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数据，下同) 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13%和人口的 11.7%（2012 年），但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89 亿元，占国家生产总值的比

例达 20.99%。人均GDP达 6.9 万元，超过同期全国人均GDP3.8 万元 79%。研究长江三

角洲地区，将研究中国 1/5 经济总量的城镇化情况。该地区城市群具有潜力成为全球城市

地区（Global City Region），是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支撑地区，研究未来长三角城镇

化的提升道路，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

2012 年，上海市城镇化率为 89.18%，浙江省城镇化率为 62.9%，江苏省城镇化率为

61.9%，远远高于中国平均城镇化率 52.57%。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处在城市化进

程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依然面临着能源资源环境制约、人口半城镇化、产业升级缺乏动

力、城市智能管理不足、城镇化制度保障缺失的主要难题。长三角地区城镇化下一轮发展

的核心，首先需要平衡和克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其次需要找出一条新型

城镇化的道路，促进整体区域的提升，推动长三角区域走向健康的稳定城镇化阶段。

2013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在

2014 年两会上，也再一次提出对于长三角区域的发展目标即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纵观世界

城市群发展的趋势，区域间城镇与城镇的关系，是从开始点状的封闭式发展，逐渐走向网

状的多元开放式发展，从竞争关系走向竞合关系。到城市群发展后期，区域合作创新重塑

着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在探讨产业的合作、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共享、

综合交通设施的协同等，但是没达到城镇化发展的人、财、物、信息等要素在区域空间内

的自由流动，城镇化发展的区域网络合作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

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契机、世界范围内智能城市建设、信息管理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等智能技术的提升，针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之间的关键问题，实现解决区域

城镇化与信息化之间在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贯彻十八大区域治理，实现自下而上的自组

织城镇化集成治理。重点在区域城镇化发展突破“信息孤岛”上下功夫，挖掘和处理长三

角城市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协调区域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

产业布局、合理环境整治和实现城镇化善治有机统筹建设，以此提升长三角区域城镇化的

建设，改善区域环境品质，促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5

三、本专业委员会三年的总体目标、任务

包括三年推进的主要工作思路、达到的目标及方法等
根据三年工作设想，2014 年侧重于以联合攻关项目推动长三角城镇化建设，具体内

容包括：

1）机构设置：“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实行联合主任负责制，设主任 2名，秘

书长 2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专委会由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姚新，同济大学

副校长兼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吴志强担任联合主任，上海市合作交流

办公室区域合作处处长程建新担任秘书长，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高密

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张亚雷担任执行秘书长。由江苏、浙江、安徽住房

与城乡建设厅领导及协同城市副局级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协同城市处级领导和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科研院所专家担任委员。

2）依托已建立的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联络机制，明确新型城镇化专业委员会成

员城市单位，吸收有关协同单位参与。

3）初步形成新型城镇化专业委员会工作机制，并制订相应工作章程。

4）进一步开展长三角智能城镇化建设调研，完善《长三角智能城镇化建设合作框架

研究》，形成正式的《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智能城镇化研究报告》，提供给长三角城市经济协

调会各成员城市，及其相关国家委办局，为它们推进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咨询。

5）联合长三角地区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组织等，初步成立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

服务联盟。

6）充实长三角城镇化专家队伍，并形成工作办法，为城市智能城镇化建设提供专业

咨询。

7）成立长三角干部培训班，与同济大学“住建部干部培训班”联合举办，并和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开展合作。培训对象为市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包括“城镇化专

委会”副主任和委员，使其想法、概念、理论等领域得到提升与创新，进而对每个城市操

作部门的理论知识起到提升作用。

8）组织举办上海市对接长三角智能城镇化建设合作系列活动，包括举办长三角智能

城镇化发展论坛等，颁发“长三角智能城镇化建设合作共建城市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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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年工作计划及分阶段进度指标

包括当年的工作计划及按月划分的工作节点和目标等

根据三年工作设想，2014 年侧重于以联合攻关项目推动长三角城镇化建设，具体内

容包括：

1）一个中心网络建立：2014 年 12 月前完成

长三角新型城镇专业委员会网站建设，加强协同单位交流协作，推广城市建设的成功

经验。网站向社会介绍：最新科研成果，国际协作，会员风采，大数据资源共享与协同，

提 供 一 个 长 三 角 城 市 新 型 城 镇 化 领 域 产 学 研 用 于 一 身 的 交 流 平 台 。

http://sj.meeting163.cn/tongjicsj/index_2.html

2）两类大型活动举办：2015 年底完成

两类大型活动包括论坛和培训。论坛包括：长三角城镇化 2014 论坛及专委会挂牌暨

启动仪式，智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沙龙，智慧城市论坛，中欧城镇化论坛，长三角论坛，

城市规划学刊年会分论坛，同时与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种子基金招标课题开课题推进

会等。

培训活动：集合智库教授，优势资源赴地方一线培训。针对不同城市特征及需求搭配

课程和师资。

3） 三大核心方向探索

通过对智能诊断，智能规划，智能治理三大方向的探索，有针对性的对于长三角 30

个城市城市规划的整体提升提供技术支持和后续支持。

4） 四级生态系统建立/四级成果汇总：

解决地方问题：出成功案例。

科研创新发展：出科研成果

高校产学研基地：出优秀人才

大数据系统生态发展：以数据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

5） 五大联盟建立：

建立专业联盟、高校联盟、市长联盟、企业联盟、国际联盟五大联盟良性发展形成生

态联盟。

http://sj.meeting163.cn/tongjicsj/index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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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本专业委员会现有条件的分析

包括工作基础、研究能力、推进手段、保障机制等
长三角区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旨在研究如何区域合作实现产业协同提升、区域环

境治理，保证长三角区域城镇化发展要素具有良好流动性，实现区域内城乡规划建设与管

理的智能协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依托长三角经济协调委员会、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

化协同创新中心，打造长三角集产学研一体的工作体制，旨在将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

代化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中融合,致力于帮助长三角城市在新型城镇化道路轻车简

行，正确发展。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与复旦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会、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签订了共建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协议，并协同了其他

24个重要的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单位共同建设该中心。以建设中国最大的城镇化大

数据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一套自主研创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智能运营模型，打造地

方、学校和企业的联盟，在长三角城镇群先行示范区进行实践，最终形成国际顶级的城镇

研发群体为发展目标。同时，同济大学具有研究城乡领域问题的综合优势和鲜明特色，所

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位，具有研究信息技术等智能技术影响下的高密度城乡区域空

间，如何走向健康城镇化道路的优势。目前，同济大学已经与复旦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签订了共建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协议，并协同了其他

24个重要的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单位共同建设该中心。本中心的发展目标为：建设

中国最大的城镇化大数据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一套自主研创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智

能运营模型，打造地方、学校和企业的联盟，在长三角城镇群先行示范区进行实践，最终

形成国际顶级的城镇研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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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委员会主要成员

姓 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在本专业委员会

中承担的任务
联系电话

吴志强 男 副校长 同济大学 联合主任
021-659

80048

姚新 男 副主任
长三角经济协

调委员会
联合主任

程建新 男 处长
长三角经济协

调委员会
秘书长

张亚雷 男 副院长 同济大学 执行秘书长
1391610

8699

张尚武 男 副院长 同济大学 委员
1390161

8106

彭震伟 男 书记 同济大学 委员
1390185

9094

洪平喜 男 副处长
长三角经济协

调委员会
委员

1391712

4678

戴星翼 男 教授 复旦大学 委员
1391610

2393

李振宇 男 院长 同济大学 委员
1390178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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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佳俊 男 教授 浙江大学 委员
1395710

5455

七、经费来源

类 别 预算数

经费总预算合计 20 万元

其
中

长三角协调会资助数 20 万元

本单位自筹数 0万元

八、经费支出预算

开 支 科 目 金 额 比 例(%) 备 注

调研差旅费 3W 15%

会 议 费 10W 50%

资 料 费 2W 10%

咨 询 费 5W 25%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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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承诺书

承 诺 书

本《计划任务书》是真实可信的，本单位愿意接受本专业委员会

作为长三角协调会专业委员会签订合同，为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提

供必须的条件和管理，遵守《长三角协调会专业委员会暂行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按本《计划任务书》的要求认真开展工作，取得预期成

果。

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专业委员会负责人所在单位或部门（公章）：

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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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类别 资助经费 万元

项目编号 起止年月

协调会办公室立项意见：

初审人（签章）：

年 月 日

全年工作评定意见：

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协调会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协调会办公室（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