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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在第四届公园城市论
坛上，《中国公园城市指数2023》正式
发布。

公园城市指数包含了五大领域，
分别为和谐共生、品质生活、绿色发
展、文化传扬、现代治理。根据“1个总
目标、5大领域、15个方向、45个指标”
的综合评估体系，对全国337个地级
以上行政区进行测算，包含创新驱动
能力、人口综合吸引力、绿色出行水
平、街道绿意感知度等指标，各层级指
标经等权重赋权后向上逐级合成，得
到最终的城市总体评分。其中，成都
的总体评分排名位列西南地区第一、
超大城市第五。

“公园城市指数系统总结了成都市
和天府新区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既
能明确价值导向、又能量化评估综合成
效的学术成果与技术工具。”在开幕大
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原总经济师杨保军介绍，为确保学术先
进性和技术实用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邀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两院”院士吴良镛领衔的院士专家担
任项目顾问，由中国科学院段进院士担
任首席专家，集结了一大批全国顶尖团
队，共建了公园城市指数研究中心，是
一项基于成都、面向全国、链接国际的
关键科技成果。

杨保军说，5年前，在第二届公园城
市论坛上，首次发布了《公园城市指数
（框架体系）》；现在，在指数诞生的原
点，在第四届公园城市论坛上发布公园
城市指数全国评估结果。

杨保军透露，《中国公园城市指数
2023》实现了全国337个地级以上行政
区评估结果满覆盖，可为各城市间开放
互鉴提供支撑，引导其塑造特色优势、
弥补薄弱环节，服务城市转型发展。

“从总体评估结果来看，全国形成
了以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区域发展的新

型城镇化格局。”杨保军介绍，从领域评
估结果来看，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
市（地区、自治州、盟）各有所长：西南地
区在和谐共生领域整体表现较好，省会
城市在品质生活领域优势明显，全国城
市在绿色发展领域表现较为均衡，历史
文化名城在文化传扬领域具备先发优
势，沿海地区在现代治理领域整体表现
优异。

从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表现优良
的既有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又有珠
海、嘉兴、黄山为代表的大中小城市，
还有阿坝州这样人口不足百万的自治
州，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
气象。

未来，公园城市指数将面向全国、
链接国际打造推动城市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的科学诊断工具。为推进全国城
市群协调发展提供系统分析，为全球城
市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秦怡
摄影报道）8月26日，以“公园城市——
推动‘一带一路’城市现代化创新实践”
为主题的第四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作
为2024年度国际性会议纳入了《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边
合作成果文件清单》，由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四川省政府指导，成都市
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

开幕大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副理事长段进发布了《2023中国公园
城市指数》，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发布了
《2023中国城乡改革发展前沿报告》，
成都市和四川天府新区分别发布了
《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技术标准体系》《天府新区

公园城市规划管理创新实践》。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德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雷宪章、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分别围绕

“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和成都实践”“加

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公园城市建设”
“科技赋能，促进公园城市的建设”“新
时期智慧城市与智慧治理发展新趋
势”作主旨演讲。

当天下午还举办了“面向未来的空
间规划和城市治理”“数字经济与数字
治理”“城市发展机遇和绿色金融合作”

“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儿童友好与公园城市”“可持续发展创
新示范的城市新区建设”“人文经济与
公园城市”“‘一带一路’城市媒体协作
论坛”8场主题分论坛，发布了《公园城
市发展报告（2023）》《公园城市乡村表
达——成都城乡融合发展片区规划探
索和实践》《成都市儿童友好城市空间
建设导则（试行）》等多项成果，宣布成
立公园城市规划研究联盟、公园城市理
论研究联盟，配套开展“公园城市·幸福
成都”市民互动摄影展等活动，着力展
示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图景。

在8月26日举行的第四届公园城
市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发布了
《2023中国城乡改革发展前沿报告》。

该报告共收录60篇研究报告，分
为7个板块，涵盖了区域协调发展、新
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现代
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城市交通
发展、新型城市建设等领域。

这是一部学理研究与实证分析相
融合的专业化成果集萃。2023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开展了50余项重大课题研究和大
量实地调研，并坚持学理性、专业性与
实操性相融合，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城市
全域数字化转型，适老型城市规划建设
等方面，提出了一批原创性、代表性、针

对性观点。
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

提出着力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再
强调落户问题；释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潜力要“抓两头”；分类施策满足不同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需求；统筹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村改革和
市民化工作联动；建立健全适应新发展
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服务管理制度体
系等思路建议和对策举措。

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
从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四个角
度界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
概念内涵，并提出把握时空演变趋势，
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三大布局；聚焦供
需动态平衡，优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五大
结构；突出创新升级，提升现代化基础
设施五大功能；面向协同融合，加强现

代化基础设施系统集成等四方面战略
重点建议。

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方面，提出
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
深度融合，谋划整体性转变策略；构筑
数据新要素体系、数字新技术体系和城
市数字新底座，全方位赋能城市迭代进
化、加速创新；建立适数化的城市管理
流程机制，重塑数字时代的城市运行生
态，营造开放、协同、共享的发展格局。

在适老型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提出
创新适老城市规划理念，科学建设适老
型空间；全方位拓展城市适老功能，优
化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适老设施共
建共享，补齐适老服务设施短板；大力
发展城市银发经济，实现适老城市效益
最大化等四方面策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为公园城市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成都发布公园城市示范区技
术标准体系研究成果

城市的万千美好，孕育于自然天成，
也离不开规则秩序。6年来，成都积极探
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和超大特
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并将公园城市
理论与实践探索凝聚为技术标准体系。

在8月26日举行的第四届公园城市
论坛上，《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技术标准体系》阶段
性研究成果发布。

该成果以推进成都市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目标，瞄准未
来趋势、发展所需、人民所盼，全面覆盖城
市工作“全生命周期管理”，突出理念先
进性、实践应用性、可复制推广性，遴选出
第一批技术标准清单，涵盖四大方面。

聚焦“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
园城市优美形态”，提炼了《成都市公园
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成都市天
府绿道建设导则》《天府蓝网建设管控
导则》等多项技术标准，为构建城市与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供指导。

聚焦“创造宜居美好生活，增进公
园城市民生福祉”，提炼了《成都市儿童
友好空间建设导则》《成都市地铁地面
附属设施场景一体化设计导则》《成都
市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等多项技术
标准，助力为人民群众打造更为便捷、
更有品质、更加幸福的生活家园。

聚焦“营造宜业优良环境，激发公
园城市经济活力”，提炼了《成都市高品
质科创空间规划设计导则》《公园城市
场景营造和业态融合指南》《成都市企
业公共信用等级划分》等多项技术标
准，为增强城市内生增长动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提供支撑。

聚焦“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公
园城市治理效能”，提炼了《成都市美丽
街区智慧应用场景建设指南》《成都市
社会视频感知源接入技术规范（试行）》
《公共数据开放服务规范》等多项技术
标准，推动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8月26日，第四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举行。

第四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举行
共话共谋“一带一路”城市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中国公园城市指数2023》出炉

成都总体评分位列西南地区第一

《2023中国城乡改革发展前沿报告》发布

7大板块聚焦新型城镇化等领域
一份
报告

一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