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

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

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

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机制。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

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完善区域

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

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完

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

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

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0）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

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

良性互动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

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

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

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

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健全城市规划体系，引导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

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

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特

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

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赋予特大

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

管理权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

式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安全韧

性提升行动。

（21）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试点，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完善承包

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

合作经营，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

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健全便捷高

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

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益。

（22）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

投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发展多

层次农业保险。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

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

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

度。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

长效管理机制。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

水平。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

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

实质步伐。统筹推进粮食购销和储备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监管新模式。健

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

（2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完善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各类耕地占用纳入

统一管理，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

确保达到平衡标准。完善高标准农田建

设、验收、管护机制。健全保障耕地用于

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允许农户合

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

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机制。

优化土地管理，健全同宏观政策和

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优

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使

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建立新增城

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

调机制。探索国家集中垦造耕地定向用

于特定项目和地区落实占补平衡机制。

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加快发展建

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

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

用地。开展各类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

理。制定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延期和到期

后续期政策。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

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4）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

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

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

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

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

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

国家单边开放。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

革，实现全链条管理。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

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

开放合作环境。

（25）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贸易

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

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

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

字化、绿色化趋势。推进通关、税务、外

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发展数字贸

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建

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

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

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

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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