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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构建面向未来的空间结构
焦永利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成都的综合实力和城市能级持续提升，迅速跻身全国前

沿城市行列，也成为全球投资者、新闻媒体以及学术界共

同关注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核心原因是，成都始终融入

和践行国家战略，勇于承担国家使命，遵循发展规律，踏

准时代脉搏，构建引导城乡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战

略和系统性政策措施。

从中心带动的圈层式空间战略，到避免传统城镇化

路径教训、搭建全域覆盖规划管理体系、系统推进统筹城

乡发展，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实施“东

进”战略，其背后是城市空间战略的区域视野拓展与国家

使命提升，是伴随发展能级提升而动态拓展的格局。例

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成都东进、重庆西扩”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

川省政府批复设立了成都东部新区，这一战略不仅推动

成都从“两山夹一城”变为“一山连两翼”的城市格局千年

之变，更是实现成渝相向发展国家部署的空间表达。近

年来，我国“头部”区域空间变革已经进入功能疏解与再

集聚并行的空间重构期，以及面向未来探索新发展路径

的迭代进化期，成都东部新区也将与雄安新区、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承担相似的战略使命，成为重塑区

域经济地理与推动城市进化的战略空间，这将有利于提

高双城经济圈的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展望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

格局、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等重大部署为成都提供了

新的历史机遇。从国内大循环视角看，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已经成为“菱形”国土经济地理空间的重要一极，集

聚和辐射能力需继续提升，从国际国内双循环来看，成都

处于向西向南开放前沿，这就要求成都进一步将自身放

到世界城市体系和国家战略全局中进行观照，加快拓展

国内循环的战略腹地，加快建设国际循环的门户枢纽，构

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参与国际高水平竞争的空间体

系与功能组合。

践行国家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地理重塑
成都始终融入和践行国家战略，勇于承担国家使命，遵循发展规律，踏准时代脉搏，构建引导城乡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战略和系统性

政策措施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要实现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提出编制“十四五”规划的“五个坚持”基本原则，“坚

持系统观念”位列其中。因此，城市空间战略绝不能就空间

而论空间，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统筹多维度、多层次因素，

系统分析，综合布局。近年来，成都坚持系统思维，谋划全

域空间结构优化，做出了多方面创新探索，正在引导形成适

应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格局和丰富场景。

这些创新举措包括：

一是坚持以人为核心，将“让生活更美好”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实现营城思路从传统的“产、人、城”模式到“人、

城、产”理念的深刻变迁。综合考虑人的多维度多层次属性

需求，全方位服务人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

属性并在空间规划战略中加以体现。服务人的自然属性，

建设生态宜居公园城市。服务人的经济属性，建设产城融

合的产业功能区和产业生态圈。服务人的社会属性，加大

高质量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力度，增强社区空间品质提升和

治理优化。服务人的文化属性，积极开展场景营造。

二是以新一轮规划修编为契机，提出重塑城市空间结

构和经济地理的战略取向，在四川省内发挥带动全省的“主

干”作用，推动五大经济区合作发展，在市域层面，通过“三

降两提升”，进一步疏解城市核心区非核心功能，带动全域

城乡均衡协同发展。明确“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

十字方针，系统重构全市的空间布局、产业体系、功能体系、

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按照“以水定人、以地定城、以能定

业、以气定形”的思路优化城市空间格局。

三是摒弃“摊大饼”模式，推动构建“双核联动、多中

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促进空间结构与人口规模、城市

规模、产业发展和生态容量相适应，推动形成“青山绿道蓝

网”相呼应的城市形态。

四是重构发展动力传导的空间组织体系。为形成和

强化源头创新、原始创新在城市发展动力格局中的核心地

位，成都明确了“一核四区”的科学城总体规划布局，带动

全市形成“核心驱动、协同承载、全域联动”的发展格局。

进而推动“一核四区”通过数字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与全市

14个产业生态圈、66个产业功能区相嫁接。“1、4、14、66”这

样一组数字就构成了成都未来发展动力格局的空间“密

码”以及发展动能的“金字塔体系”，涵盖了从源头创新到

二次创新、再到产业生态圈的发展壮大、再到产业功能区

的规模化落地的完整链条，形成从科学新发现到新经济发

育、新技术场景应用的完整图景，更好适应城市进化的整

体趋势。

展望未来，成都需继续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更加

注重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安

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进一步将安全的

命题体现到城市空间战略与政策的全流程、各领域，加快

建设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更好应对巨量人口、高密度要素

流动所带来的高风险。同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

新发展使得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解构、重组，其空

间映射的新趋势、新规律也值得积极研究、认真应对，进一

步下好空间动力体系重组的先手棋。

坚持系统思维 谋划全域空间格局优化
近年来，成都坚持系统思维，谋划全域空间结构优化，做出了多方面创新探索，正在引导形成适应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格局

和丰富场景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晓看红湿

处，花重锦官城”“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这些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的诗句，体现了成都这座美丽

宜居城市的历史文脉。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

都考察时提出“突出公园城市特点”的城市建设新理

念，这正是古今中外美好人居理想的现代表述与城市

升华。

承续文脉，开启新篇。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的方

向上起步迅速，部署系统，创新举措不断涌现。2018年

7月，成都市委出台《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决

定》，对公园城市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此后，在全国

率先成立公园城市研究院，开展了高水平系列课题研

究，在全市新一轮规划建设中积极落实，划定两山（龙

门山和龙泉山）、两网（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和六片生

态隔离区等重要生态空间，限定和稳固城市格局，依托

生态空间建设一系列的城市郊野公园。结合山川水

系、通风廊道和重要节点视线廊道建设各类城市公园，

并与外围生态空间相互连通，形成“城在绿中、园在城

中、城绿相融”的城市公园体系。结合城乡交通和水系

脉络，构筑以“一轴两山三环七带”为主体骨架的天府

绿道系统，串联城乡空间，融合城乡功能，加快塑造“推

窗见田、开门见绿”的城市特质。同时，深度融合未来

的生活场景、消费场景、创新场景推动公园、绿道的“场

景革命”，为生态、生活、创新的互动聚变提供新型载

体，推动美学体验和文化深度融入市民生活。当前，成

都正在积极实现上述愿景，全力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加快打造承载美好生活的未来之城。

展望未来，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起点上，中国城市发展也将迈入新阶段，成都

等前沿城市需要以推动城市进化、追求人类城市文明

新境界的视野和胸怀，坚持世界眼光，承继历史文脉，

积极探索追寻“理想城市”的新路径。

（原载于《成都日报》2020年12月2日07版）

承续历史文脉 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提出“突出公园城市特点”的城市建设新理念，这正是古今中外美好人居理想的现代表述与城市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