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 中
国进入城市时代。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
势， 是城市健康稳步发展的压舱石， 也直接影响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步伐 。 2019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提出 “人民
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 深
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性， 深刻
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 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怎样建设城市的
重大命题， 为新时代人民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引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彭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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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坚持城市发展的
社会主义方向

城市工作艰巨繁重， 各种矛盾交织， 环
境十分复杂。 城市治理沿着 “人民城市” 的
正确道路前进， 需要遵循 “人民城市” 的建
设规律。 “社会主义” 是人民城市的根本属
性， “人本价值” 是人民城市发展的核心取
向， 也是检验城市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 最大效能的标准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最大比例原则中体现 “人民性”。 “人
民” 既是活生生千姿百态的个人， 又是无数
个人所组成的集合与整体， 而所有的城市政
策都会影响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和群体。 要
解决个体与集体、 多数与少数、 局部与整体
之间的矛盾， 应当遵循最大比例原则。 城市
公共产品应当服务于最大比例的群众。 在最
广覆盖面原则中体现 “人民性”。 城市包罗万
象 ，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各式各样 。

为体现城市 “人民性” 的本质特征， 可遵循
最广覆盖面的原则 。 城市中的 “国计民生 ”

大事、 城市公共安全、 城市生态等领域的公
共政策 ， 具有广覆盖的特征 。 应当将更多 、

更优资源投放到那些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服务
群众的领域和项目之中。

在最大公约数原则中体现 “人民性 ” 。

在差异化的服务需求之间， 城市公共政策应
当求同存异， 以最大公约数的原则， 在具有
普遍共性问题上寻找政策着力点。 在大众化
和个性化之间， 在基础性和进阶性之间， 在
长期性和暂时性之间， 在战略性和战术性之
间， 应当向前者倾斜， 以保证城市治理始终
聚焦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最共性问题、 最基本
诉求和最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归根结底是人
民的城市、 老百姓的幸福乐园。 说到底就是
要求我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
市工作始终， 让城市发展处处围绕人、 时时
为了人。 以最大效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创造
美好生活 ， “最大比例 ” “最广覆盖面 ”

“最大公约数 ” 体现的是人民城市的价值目
标，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现代城市治理
中的具体表现。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城
市发展竞争优势

人民城市建设直面城市治理难题， 要把
坚持人民至上、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一张蓝
图绘到底” 等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竞
争优势。

坚守城市安全底线。 安全是人民城市的基
础， 是一切治理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 上海始
终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守牢安全底线，

首先要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常怀忧患之
心， 警钟长鸣， 增强为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和紧迫感。 既要重视传统安全， 确保城市运行
顺畅， 更要重视人民生命安全， 以人的生命健
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 要运用现

代高科技， 赋能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提升城市
安全治理的预警研判、 防范控制、 实战处置等
水平。 最后， 城市安全是人人有责， 人人共担
的共同治理体系。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建设人民城市 ， 应
当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红利， 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上 “一个
都不掉队”。 随着城市经济实力和城市生活水
平的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和力度也水涨船高，

这符合人民城市发展的大方向。 同时， 将资
源向最低标准倾斜， 通过优先抬高社会救济
的底部， 确保最困难、 最需要、 最紧迫的社
会福利需求得到保障， 则更能够体现人民城
市的特性。 上海聚焦群众最期盼、 最迫切解
决的 “老 、 小 、 旧 、 远 ” 等突出民生难题 ，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
全感。 当然， 城市的温度、 生活的美好， 体
现在方方面面， 既要夯实底线民生、 保障基
本民生， 也要努力打造品质民生。

推动城市更新升级。 城市的部分区域陷
入相对老化， 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问题。

由于历史欠账和社会变迁， 我国城市也存在
类似问题 。 推进旧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 ，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 城市有机更
新 、 美丽家园工程 、 小区一体化综合改造 、

老公房加装电梯和 “一平方米卫生间” 工程
等， 彰显了中国城市的人民性， 表现出鲜明
的社会主义特征。

人民至上， 党和政府以负责兜底的责任
感和担当， 表现出积极有为的鲜明治理风格，

发挥了 “中国之治” 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

演绎出城市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特性。

构建敏捷高效的整体
型治理体系

城市是生命体、 有机体。 因此要把握城
市的生命体征， 以全周期管理提升能力水平。

建设 “人民城市”， 上海充分运用智慧化的技
术手段， 增强城市治理的回应性和管理与服
务能力， 以 “两张网” 建设牵引和推动城市
治理现代化。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和城市
运行 “一网统管”， 抓住了技术治理的 “牛鼻
子”， 打造无缝隙、 整体型城市治理体系。

智能 、 精准 、 便捷的管理和政务服务 ，

提升个人与企业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过 “一网通办” 和 “一网统管” 的智能化
体系建设， 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个性化、 精细
化、 便利型和推送式的政务服务， 提升企业
开办和运行的获得感。 围绕企业开办、 资质、

食品、 药品、 投资建设等领域， 建立了 204

个企业主题式服务。 统一的电子证照库与不
同部门和地区的政务服务事项对接应用， 企
业和个人办事实现 “证照免交” “一证通办”

和 “在线开具证明”。

精简优化政府业务流程， 切实方便市民、

为企业减负。 在 “一网通办” 和 “一网统管”

的技术支撑下， 政府流程再造获得新动能和新
手段。 第一， 围绕 “高效办成一件事” “高效
处置一件事”， 对业务流程进行革命性改造， 使
城市治理各方面紧密协同。 第二， 探索 “综合窗
口” 工作机制。 打造政务服务的 “综合窗口”，

实现 “一窗受理、 分类审批、 一口发证”。 第
三， 针对个人和企业办事共同的难点、 堵点， 运
用数字化力量进行专项改造。

发挥智能技术的天然优势 ， 营造透明 、

公平、 高效的政务服务。 第一， 运用智能技
术逐步剔除人为干扰因素。 第二， 智能技术
使审批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第三， 智能技术
提升绩效考核的标准化程度。 第四， 智能化
的清单式技术提高政务服务评估的可持续性。

第五， 智能手段强化政务服务评价的多元参
与机制。

上海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的 “两张
网” 建设， 不是智能技术的简单运用， 也不是局
部性和碎片化的改变， 是一场运用技术手段，

刀刃向内， 倒逼政府流程改革的系统性、 革命
性创新， 推动建设友好、 敏捷、 高效、 无缝隙
的整体型治理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民城市的 “人民性”， 要求最大程度地满
足群众的利益需求。 人民城市的美好生活和人民
的幸福感， 最终源泉是人的全面发展。 城市健康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 需要建立起相互支撑
的有机联系， 这是建设 “人民城市” 和构建城市
家园的关键所在。 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 “人与
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要把握人
民城市的主体力量，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

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主人翁。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取决于每个人的心理体
验 。 “幸福都是干出来的 ”， 从心理学上来
讲， 确保幸福感需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实践
行动， 在实践奋斗中最能获得满足感和幸福
感。 政府不仅要提供优质服务， 还需积极引
导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城市建设， 成为人
民城市的主人翁。 为了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城市不只是单方面提供服务， 而应当采
取积极倡导和培育积极的行动者和城市的主
人翁，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 积极性
和首创性。 成为人民城市的建设者和主人翁，

是美好幸福生活的源泉， 也是人走向全面发
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认为 ， 在理想社会的联合体中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民城市成就人民群众自我实现的梦想。 人
民城市的建设， 应当考虑到人的多方面、 多
维度需求。 人民城市不仅要有摩天大楼， 要
有丰厚的人均 GDP， 还要承载所有人的梦想。

因此， 城市治理既要搞好具体的管理和服务，

又要维护好城市公平正义的治理环境， 使得
人人都有向上的通道， 都有人生不断进步和
出彩的机会； 既要担负起领导和运行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又要创新机制， 确保多
元协作的治理机制， 确保人人都能有序参与
城市治理； 既要关注城市发展的物质和外在
的维度， 又要考虑内在、 人文的维度， 使得
城市富足平安， 又品质高雅时尚； 保障重点
人群和阶层的服务， 既能够实现公共管理的
公正和公共服务的公平， 又能够在具体的管
理流程中， 更多人性化设计， 让人人都能够
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和温情； 既做好公共服务，

又要积极营造共同体意识， 让更多人切实拥
有归属认同感。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
重要理念，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一系
列重要论述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 它根植于
党的历史观和实践观， 充分体现了 “人民是历
史创造者”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充
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
至上的政治立场， 充分表明了走中国特色城市
发展道路的坚定追求。 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标
示着新的城市发展方向、 新的城市理论和新
的城市政策内涵。 把上海建成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要对坚定走中国
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充满自信， 以不一般的精神、

不一般的品格， 展现不一般的担当、 实现不一
般的作为，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上海展现更
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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