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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减少，这将对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带来直接影

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导致社会活力下降。因

为财富创造和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不足，资本、技术、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也会随之减弱。二是导致

城市扩张不利。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是相互促进的。城

市化进程的放缓，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倒挂、投资性消费

意愿的下降，本质上就是高质量人口比重下降和消费能

力下降问题。三是导致产业转型趋缓。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离不开高端人才引进。深度老龄化社会决定了适老

化的城乡建设格局，不足以吸引高端人才，尤其是青年

人才留通发展。[1]

（四）数字鸿沟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根 据 相 关 调 查 ， 数 字 鸿 沟 主 要 体 现 在 城 市 居 民 的

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

相对落后。同时，南通各地区农民手机、电脑上网情况

也存在问题。比如，在南通的城市里，儿童在智能手机

和其他电子设备中成长，网络教育、线上娱乐、电子支

付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农村地区，尤其是

边远农村，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实现全覆盖。不仅

如此，数字鸿沟还体现在人们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和应用

上。因为缺乏普及农户的使用场景和相关教育培训，城

乡之间对数字技术使用的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

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制约

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既关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关

乎社会公平和代际公平。

关 于 南 通 城 乡 数 字 鸿 沟 的 产 生 ， 原 因 主 要 有 三 个

方面：一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网络等数字基础

设施和平台建设投入不足。二是城乡教育水平差异，导

致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相对较低。三是信息获取渠道不

畅，农村居民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

南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定

要注重政策的可衔接、可协调和可持续，兼顾彼此的发

展速度和质量，寻求动态平衡，实现一体发展。相关对

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制定和出台

2 0 1 4 年 国 务 院 出 台 《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

（2014-2020），其中专篇内容讲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同年，江苏省制定和出台《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

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基于对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关系的认识，江苏直接把“城乡一

体化”写进了规划名称，可以说很好地理解了中央的意

图。2014年11月28日，无锡制定出台《无锡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6月

10日，苏州制定出台《无锡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

化规划》；2016年9月13日，常州制定出台《常州新型城

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2016-2020年）》。由此可

见，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出台时间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是呈正相关的。

依照这个时间表，南通作为苏中三市的“领头羊”，

“十四五”期间制定出台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势在必行。

2021年11月29日，南通制定出台《南通“十四五”新型城

镇化规划》，尽管规划中提到了“城乡融合”“缩小城乡

发展差距”，但仍以原则和目标的形式出现，缺少更加

具体的推进举措。希望新一轮规划从名称到内容跟省里

和苏南城市已出台的规划一致起来，真正为统筹推进南

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实践指导，同时做好新老

规划之间的衔接，做到多规合一。

（二）同步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行动

文明是城乡的共同文明，当前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

抓手就是要同步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行动。

一是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南通的城市发展已进入城

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过去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

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转变。通过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短板，推动城市结构调整优化，提升城市品质，让人

民群众在城市中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 [2]城市更新不

是简单的旧城改造，而是要站在全新起点上的“有机更

新”，以系统设计方法整合城市各类建筑和构筑物，充

分地让城市空间“再生”，让流动的城市人口成为更新

中被激活的元素，既强调人文融合，又强调健康有序，

实现城市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南通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一方面要健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支持体系，充分发

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对镇村的带动作用，统筹城

乡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要以政府的

转移性支付为主，充分发挥农村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

功能。国家资源自上而下转移至农村，既可以守住农民

生产生活底线，又可以维持农村生产生活秩序。[3]在乡村

建设中，既要见物也要见人，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

神文明，推动县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三）吸引通籍人才和青年人才发展创业

在“一枢纽五城市”这张蓝图的各类构成上，人才

是南通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最关键的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