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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区域专题合作项目立项申请表

专题名称：长三角城镇化提升路径及智能支持研究

申请金额：50万

专题申请单位：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同济大学

专题负责人：张亚雷 倪蓉

联系电话：021-65980048

2014 年 6 月 26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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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 本计划任务书的第 1页至第 6页，以及第 7页的项目成果由项

目牵头单位填写。

二、 填写内容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和关键。

三、 封面上的编号不填写。

四、 本计划任务书内容经批准后请遵照执行。

五、 请用小四号宋体填写本表格，填写中如栏目篇幅不够，可另加

页。

六、 表格可从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网站下载，使用 A4纸双面

打印，申报时需报送市合作交流办书面材料一式三份和电子文

本一份。电子文本通过 E-Mail 或盘片报送。书面表格与电子文

本内容必须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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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 长三角城镇化提升路径及智能支持研究

申报单位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单位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100 号 邮编 200003

专题负责人 倪蓉 电话 021-23111111 手机

专题联系人 张亚雷 电话 021-65980048 手机 13916108699

立项理由

（目的、意

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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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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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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目标

任务内容

目标：长三角区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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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协同提升研究。调研长三角区域

内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趋势，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

特征，研究长三角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定位及提升路

径，并提出相关协同政策建议。

（2）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针对长三角

地区快速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

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

（3）长三角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智能协同研究。基于人口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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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人口特点、土地、产业、能效、政府投资等方面以及区域的

企业网络等方面的数据，建立长三角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系统，

及时对区域城镇化建设进行监测、诊断、反馈，为城乡规划建设

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4）建立长三角城市地方领袖培训机制。研究长效的地方城市

领袖培训协同机制，制定城镇化领域高端培训的教材体系、案例

体系、师资队伍等培训体系，围绕产业提升、环境整治和城市建

设治理三个主题，依托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培

训平台。组织 1次长三角城市地方领袖培训班，为期一个星期。

制定城镇化发展的培训课程，以杨浦区、浦东新区、崇明县、太

仓市、义乌市、嘉兴市为实践示范，进行城镇化先进理论培训及

领先建设经验的学习。

（5）创建首届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依托高密度区

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中欧城镇化论坛，汇聚国内外重要

城镇化专家和长三角地方城市建设管理者，就长三角城镇化发展

的关键问题进行研讨。

分阶段进度

计划

2014 年 3 月-8 月：调研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分类重

点为经济、环境、交通与物流、城乡建设等方面，完成（1）—

（3）的基础调研报告。

2014 年 5 -12 月：完成“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协同提升研

究”和“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区域环境治理合作研究”

2014 年 6 月-2015 年 2 月：完成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城乡规划建设

与管理的智能协同建设。

2014 年 5 -9 月：完成 1-2 长三角城市地方领袖培训班开班培训；

2014 年 7-11 月：举办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论坛。

主要参与

单位人员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 吴志强 男 副校长

上海市城乡建设

和管理委员会

倪蓉 女 副主任

江苏省住建厅 周岚 女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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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住建厅 张晓红 女 主任

上海市城乡建设

和管理委员会
王青 女 处长

同济大学 张亚雷 男 院长

同济大学 李振宇 男 院长

同济大学 彭震伟 男 院党委书记

复旦大学 戴星翼 男 教授

复旦大学 陈诗一 男 院长

浙江大学 卜佳俊 男 教授

南京大学 甄峰 男 教授

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员会 朱俊 男 副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林艺 女 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庄培 男 副处长

浦东新区经济信

息和信息化委员

会

傅红岩 男 副主任

上海市环保局 王强 男 副处长

上海市规划国土

资源管理局 范宇 男 副处长

上海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浦东

院

沈国毅 男 院长

上海市城乡建设

和交通发展研究

院

汪枫 男 副院长

上海市政规划设

计研究院 杨志方
男

院长

崇明县政策研究

室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

陆裕民

男 主任

嘉兴市经信委 卓卫明 男 主任

同济大学 郝凤霞 女 副教授



7

同济大学 黄叶青 女 助理研究员

经费安排

计划

开支项目 金 额

（元）

经费列支计划

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协同提升

研究
8万 2014 年 5 月-12 月

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区域环境治理

合作研究
8万 2014 年 5 月-12 月

长三角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智能

协同研究
8万

2014 年 6 月-2015

年 2 月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论坛
10 万

2014 年 5 月-2015

年 2 月

1 次长三角城市地方领袖培训班 16 万 2014 年 5 月-9 月

申请资助

金额

50 万元

补充说明：本项目咨询资金由市交流合作办直接划拨至项目承担

单位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并由该单位

承担审计责任。该单位的用款请求需以书面形式提出，经商上海

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同意。

账号信息： 033267-0801700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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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申请长三角城镇化发展及建设管理合作研究项目立项

专题负责人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成员单位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人民

政府合作交

流办公室审

核意见

审核负责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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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用于申请长三角城镇化发展及建设管理合作研究项目立项

项目签收

项目成果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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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