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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在当代中国是一个使用频率
很高的名词。那么，小城镇是什么概
念？小城镇建设包含哪些内容？小城镇
开发、创建、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
实现空间环境生态的优化？日前，记者
就此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生活环境综合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交通大学“九
五”重点教材 《空间环境生态学概论》
作者、空间环境生态学奠基人刘杰。以
下是访谈辑要。

记者：何谓小城镇？
刘杰：小城镇在我国是一个使用频

率较高的通用名词。但我国对小城镇概
念的运用不很规范，对于小城镇概念的
覆盖范围，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
存在不同的看法。概念主要有以下四种
观点：（1） 小城镇=小城市+建制镇+集
镇。显然，这一小城镇概念分属城与乡
两个范畴，从发展的观点看，集镇只宜
称为“未建制镇”。（2） 小城镇=小城
市+建制镇。这一小城镇概念指城镇范畴
中规模较小、人口少于 20 万的小城市
（县级市） 和建制镇。（3） 小城镇=建制
镇。这一小城镇概念属于城镇范畴，是
建制镇 （包括县城镇） 在城镇体系中的
同义词。（4）小城镇=建制镇+集镇。这
一小城镇概念属城与乡两个范畴，包括
小于城市，从属于县的县城镇、县城以
外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制但相对发达
的农村集镇。

我的观点是：小城镇，即较小的城
镇。小城镇，它介于城乡之间，地位特
殊。归纳起来，不同的学科对小城镇概
念的理解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我国
狭义上的小城镇是指除设市以外的建制
镇，包括县城。这一概念，较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的法定含
义。建制镇是农村一定区域内政治、经
济、文化和生活服务的中心。1984年国
务院转批的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
准的报告》 中关于设镇的规定调整如
下：（1） 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
均应设置镇的建制。（2） 总人口在 2 万
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0%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以上的
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
10%以上的亦可建镇。（3） 少数民族地
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
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
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 20%，如确有
必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我国广义上
的小城镇，除了狭义概念中所指的县城
和建制镇外，还包括了集镇的概念。这
一观点强调了小城镇发展的动态性和乡
村性，是我国小城镇研究领域更为普遍
的观点。根据1993年发布的《村庄和集
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对集镇提出的明
确界定：集镇是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
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
展而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

和生活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因而集镇
是农村中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的社会和生产活动中心，
是今后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重点。

记者：请介绍一下我国目前小城镇
概况。

刘杰：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
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全 国 普 查 登 记 人 口 共 141178 万 人
（14.1178 亿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 31
个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的 人 口 共
1411778724人）

全国人口总人口为 1443497378 人。
含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 7474200 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83218人，台湾
地区人口为23561236人。

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城
镇常住人口 9.2 亿，乡村常住人口 4.9
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2%，而我们
的户籍人口城镇率要远远低于实际人口
城镇化率，有 2 亿多人虽已到城市生
活，但户口依然在农村，他们的背后是
大量空置的农村宅基地。

截至2022年4月，中国有293个地级
市；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2846 个，包括
965 个市辖区、387 个县级市、1323 个
县、117 个自治县、49 个旗、3 个自治
旗、1 个特区、1 个林区；乡镇级合计
41636个。

截至2021年查询，全国共有691510
个行政村，261.7万个自然村。自然村的
规模大小悬殊，最大的村在河南省兰考
县，有 2720 户，12337 人，而湖北省江
陵县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8户，33人。

这就是我国目前小城镇建设的概
貌，是我国城乡常住人口的家底。

记者：小城镇建设包含哪些内容？
刘杰：小城镇建设，是指小城镇开

发、创建、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主要包
括经济建设、市 （镇） 政建设、生态环
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制
度建设以及小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等。其基本原则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出发，充分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
综合效益，科学合理地制定总体发展建
设规划。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对
于避免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
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工
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
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而言，在发展模
式、城乡差距、收入水平的悬殊、形成
城乡分离、“城乡二元化”结构。加之城
乡发展在完成产业结构转变时，却未完
成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和生存方式的转
变。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得到
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小

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社会功能趋
于完善，对周围社区的辐射力、吸引力
和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宏观布局方
面有的地区形成比较合理的小城镇体
系，为小城镇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
道路。但是，中国现有的小城镇绝大多
数都是历史上自发形成的，虽有某种自
然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和不平衡性。小城镇的建设又缺乏科学
规划和管理产生一系列问题，诸如，小
城镇的数量较多，规模较小，多数小城
镇发展水平较低，功能不够完善，许多
地区小城镇的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等等。此外，资金不足，人才奇缺，土
地浪费，环境污染，体制不合理，管理
不完善等等，都严重地阻碍着小城镇的
健康发展。在这个发展状况下，我们有
必要、有责任重新思考、认识“小城镇
建设”理论和实践。

记者：小城镇规划应注意哪些方面？
刘杰：小城镇规划，应着重注意以

下六个方面：一，要做好环境调查，提
出小城镇总体规划纲要；二，要深入细
致地对小城镇进行全面考察和调研；
三，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小城镇的行政规
划体系和规模；四，提出小城镇的城市
化诸项目标；五，提出小城镇镇域范围
内的布局；六，提出小城镇集镇范围内
的布局。

在人口比较集中、从农方式分散的
地区，小城镇行政规划体系一般分为：
1. 行政村下的基层村，也称“村庄”

“村民小组”。2.行政村下的中心村。一
个行政村的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称为

“中心村”。行政村的人口规模在 1000
户以内为宜。按适当的环境容量，确定
占地范围。3.非建制镇 （集镇） 中的一
般镇。一般镇“是指要有定期的集市贸
易并由集市发展而成的有一定的设施规

模和比较集中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一
定区域内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
的非建制镇”。4. 建制镇、非建制镇
（集镇） 中的中心镇。中心镇，“是指
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人民
政府确认由并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
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服务中心的非
建制镇”。集镇的人口规模在15000人以
上为宜。按适当的环境容量，确定占地
范围。

记者：小城镇开发、创建、改造和
发展的过程中怎样实现空间环境生态的
优化？

刘杰：小城镇建设的空间环境优
化，是通过小城镇建设的目标体现的。
在小城镇建设的规划中制定和落实，在
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逐步付诸实现。这
是一个长期的、通过现代科学、遵循科
学规律才能得以实现的课题。

目前乡镇级合计 41636 个，分布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 56 个
民族的居民。乡镇之间的地理、气候、
环境、文化、基础条件等迥然不同。因
此，探讨小城镇建设的空间环境优化是
件非常复杂的事。

我认为有五个重点。
其一，节约建设用地。中国现有耕

地面积15亿亩，人均不到一亩。在南方
人口密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不到 0.5
亩，在目前农业生产现状条件下，人地
矛盾特别突出。小城镇建设法规明确，
小城镇规划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合理用
地，节约用地，各项建设应当相对集
中，充分利用原有建设用地，新建、扩
建工程及住宅应当尽量不占用耕地和林
地。”

节约用地，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
一。土地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人类栖
身必不可缺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的

环境资源。这是人们熟知的道理。但
是，人们在限制小城镇规划用地面积规
模、确定建筑布局形式和选定居住建筑
类型的时候，就会遇到一种怪异的现
象：背道而驰。一些人，在小城镇建设
中，千方百计地扩大小城镇建设的用地
规模，以各种借口，规划为松散的分区
布局，执意使用独立式、别墅式的底层
住房，他们喊得最响的口号是：“让人们
的生活环境，建设得更好些。”对这种情
况，我们要告诉这些人：占地多，家庭
独居，低层房屋并不等于“好环境”，没
有空间环境科学的全面认识，解决好空
间环境各方面的问题，是建设不出“好
环境”的，相反，还会给这些人带来另
外方面的不良后果。再反过来说，用地
面积节约，布局形式规划得紧凑些选用
多层、低层相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居住
建筑，也不见得就建设不出“好环境”
来。因此，这里主要是解决思想观念问
题。

其二，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
每个小城镇的建立、存在和发展，都有
它的依据，它的氛围和它的条件。在它
们的环境资源方面，也有它们的特点，
有它们各自的特长。这是一“宝”，要充
分挖掘优越的、具有自己特长的环境资
源。比如：在自然气候方面，若四季宜
人，利于绿化种植，四时有景，利于生
活居住、发展生产和旅游业；即使严寒
地区，可有冰雪景色可观，酷暑地区，
则有热带景色可赏，都有自己的风光和
发展旅游资源。

在自然地理方面，有各自的地形、
地貌和地被。所谓的“行胜”“风貌”

“自然景点”，都会引人入胜。多水，有
“水域”“水景”“水乡”“水城”；多山，
有“山峰”“山沟”“山林”“山庄”；靠
海有海景，内陆有大草原，就是大沙
漠，也有“围着火炉吃西瓜”的风趣。
在自然地质方面，还造就有多种多样的
地下景观。

在自然资源方面，地下宝藏里，不
仅有矿产资源，还有地下水资源，地下
气资源，地下热资源等；地面上，有水
资源，山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天
空中，有风资源，雨水资源，日光资源
……可以以各种方式、各种不同的角
度，去开发、利用它们。

在天时地利方面，可以是政通人
和，也可以是经济机遇，甚至是地理位
置和路途交通之便，都会变成一项社会
共享的环境资源。

在人文资源方面，每个地方都会有
历史的，有文化的，有事件的，有文物
的，有人杰的，有民族的……可以纪
念、怀恋、渲染和教育。

所以，在小城镇建设的规划阶段，
对上述的环境资源，主要是空间环境资
源的发掘、认识和利用，因地制宜，各
具特色，综合开发，非常重要。

其三，确立以人为本的环境规划思
想。“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成为各种
规划、设计工作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小城镇建设来说，规划、设计中
的环境问题，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
原则？

7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仅这一点，
足以让规划、设计人员给予重视，付出
精力，精心规划，精心设计，为乡亲们
创造一个真正的好环境。

环境，空间环境，在小城镇建设中
的切入点，是“村镇空间环境的界定”
所列出的方方面面。其中，特别要强调
的是正确地运用空间环境科学的原理及
其规划、设计的应用技术、技巧和方法。

其四，完善小城镇规划中有关环境
的技术规定。

在国家发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 之前，全国已累计编制了
35000 多个集镇和 27 万多个村庄的建设
规划（1991年底的统计数）。在国家发布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之后，
各地又开始用新的规定，修订小城镇建
设规划。这一项工作，尽管工作量极
大，但实属必要，而且更应该实事求是
地、因地制宜地、符合发展方向的进行
修订。当务之急，是需要有一个小城镇
规划的技术规定，具体的指导小城镇建
设规划的制订工作。

目前，国家尚无统一的小城镇规划
技术规定。有些地方提出了一些小城镇
规划技术规定的试用稿。应该把空间环
境科学的技术应用列入其中，完善小城
镇规划的技术规定，在小城镇建设规划
的制订工作中，有章可循，从而，提高
小城镇规划中有关环境质量方面的评价
和品位，给乡亲们描绘、创造出一个

“优化”的环境。
其五，加快城市化水平的速度。
世界各国在1980年已达到城市化水

平的，美国83%，英国88%，法国80%，
西德84%，荷兰88%，苏联63%，南斯拉
夫 47% ， 韩 国 59% …… 世 界 平 均 为
41.2%。而中国，当时为 14%，到 1993
年，提高为 26%。目前乡村城市化的进
程，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从理论上说
已达 65.22%，实际上是 50%左右。我国
的乡村城市化的目标，正同国际上的英
格尔斯国际标准体系相参照，进一步明
确并将制订在各地的小城镇规划里，成
为中国的农村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
标志。

发展是硬道理。以发展生产力为动
力，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只有人
们致富、提高素质后的增加投入，才能
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改善各项基
础设施，争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生态效益的统一。小城镇环境质量的
优化，加快了城市化水平的速度，而加
快城市化水平的速度，正是小城镇环境
质量优化的最好途径。

小城镇建设应更加重视优化空间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生活环境综合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杰访谈

□本报记者 张玉明

2022年对于所有建筑施工企业来说
注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最近几年
行业动荡最大的一年。整个行业面临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持续显现、国际环境动荡不安、新冠疫
情反复延宕等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殊

为不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1-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住宅
新开工面积 8.8135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39.8%，住宅竣工面积 6.2539 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14.3%。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建
筑市场大幅度萎缩、龙头房地产企业纷

纷暴雷，老牌建筑施工企业破产重组等
情况，让所有建筑从业者不得不再次认
真审视国内建筑行业的现状。

可以说，建筑行业已经进入了行业
发展成熟期，市场规模增速进入低速增
长阶段。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企
业掌握了行业大部分的资源项目，各地
重点项目基本上都是国有建筑企业接
手，民营建筑企业只能拿到一些小项
目。加之近十年来人口增长较慢，劳动
力严重不足、劳务成本提高，建筑材料
持续上涨，工程款不到位成常态化等原
因，项目的成本大大增加，建筑企业得
到的利润效益甚微，民营建筑企业可以
说是夹缝中求生存。

身处如此飘摇的行业境况，漯河建
工工程有限公司夹缝中更显发展韧劲。
该公司自成立之初就坚持“标准”管
理，坚持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的

“三化融合”，坚持差异化竞争，走高质
量发展道路。

一、深度推进三化融合，促进内生
力提升

标准化是基础，信息化是手段，精
细化是根本。首先，漯河建工坚持全面
推进标准化工作，杜绝“业务标准不统
一、系统无序建设”事件发生。其次，
以信息化的手段将其公司内部好的做法
好经验进行固化和推广。最后，将包括
商务、财务、资金、人力等平台建设分
解到位，明晰精细化的具体内容，层层
分解目标。通过深度推进标准化、信息
化、精细化三化融合，完善企业内控，
提升效益。漯河建工每年升级《建筑施
工现场标准化管理手册》，使其标准化管
理切实可行，落实到位，让标准化管理
深入各个项目、各个角落。

二、横向拓展品牌广度，积极推动
智慧工地建设

漯河建工积极推动公司各版块、各
项目智慧化、信息化管理，充分运用

“互联网+”手段。通过引入广联达劳务
实名制系统、环境监测互联网+技术、远
程监控互联网+技术、广联达 BIM5D、
筑集采平台、广联达梦龙物资管理系
统、Mindjet 资料管理系统，“七流合
一”，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在建筑行业前
沿，全面落实推动智慧型工地。

三、坚持走差异化竞争路线，“打造
建筑行业奢侈品牌，只服务于要求严格
的客户”

自成立之初，该公司创始人就创造
性提出“打造建筑行业奢侈品牌，只服
务于要求严格的客户”的市场经营理
念，坚持走差异化竞争路线，立志要做
建筑行业的“奔驰”“LV”。

自2014年入驻漯河市场以来，通过
长江国际广场项目的顺利运营，漯河建
工立足于项目“标准化”运营的战略基
本方针，结合标准化、定型化的临建设
施与施工工艺，为漯河建筑市场带来了
不一样的施工现场。

历经多年来的经营与努力，该公司
的品牌形象，在沙澧河畔愈发响亮。正
是因为坚持“打造建筑行业奢侈品牌，
只服务于要求严格的客户”的企业经营
理念，使其得到了一位又一位合作业主
的交口称赞。

同时，漯河建工在延伸公司品牌塑
造的过程中，“坚决不行贿不送礼，是我
们的品牌；不向业主要一分不该要的
钱，是我们的品牌；业主方所有合理的
诉求，我们都积极应许，也是我们的品
牌。”

近年考虑到业主单位资金快速回收
的需求，为配合业主单位资金回笼工
作，漯河建工在拓宽品牌广度，延伸品
牌深度的理念上，针对性制定了“高周
转”的战略方针。确保业主单位缴纳土
地出让金后 6 个月内回收资金。通过可
靠的品牌口碑，过硬的项目质量，为漯
河建工的“奢侈品牌”理念，注入了新

的价值内涵。
暂时的降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地起

飞；一瞬的蛰伏是为了重生后蓬勃的发
展。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企业
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审慎改革，以适应市
场的变化。当前的行业境况和经济环境
已经催生出有利于改革的机遇，时代也
已经在督促着企业要抓紧时间加快改革

的步伐，不断改进和完善政策适应行业
的调整。对于未来，漯河建工也有着清
醒认识与详细规划，该公司计划从转变
企业战略，优化经营成本、改革组织架
构，推动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确保改
革的实效性、可行性，提高行业的竞争
力，使公司更具生命力。

（李咏梅）

不 畏 行 业 寒 冬 ，破 冰 奋 楫 前 行
—— 漯 河 建 工 迈 出 高 质 量 发 展 铿 锵 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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