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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宜居性与安全性是当前国际国内城市居民和政府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该领域方

向研究进展，探讨宜居城市的理论系统构建，具有重要价值。从三方面开展研究。首先，分析了国

际城市宜居研究进展，主要综述了西方宜居城市研究和联合国人居环境署的工作方向；其次，重点

分析我国城市宜居性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我国参与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申报和我国人居环境奖评定

促进了我国宜居城市建设探索，另一方面人居环境科学的兴起为宜居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

分析我国城市宜居性的挑战与理论建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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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宜居性是城市居民最为关心的主题，也是

城市规划学科较长时期以来高度重视的学术问题。

1　国际城市宜居研究进展

1.1　宜居城市研究进展可分为 3 个阶段

我们研究发现：宜居思想渊源久远。在我国，宜

居思想源于周代（公元前 1046 —221 年期间，与我国

园林、城市规划、道家思想、风水观的起源密切相

关）；在国外，宜居城市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公元前 800 —146 年），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有

不少表述，而亚里士多德“建设城市的最终目的在

于使居民们在其中幸福地生活”的思想为经典。而

现代宜居城市探索从 19 世纪末开始，经历萌芽期、

雏形期，进入形成期发展的新阶段。

萌芽期始于 19 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加

速，城市矛盾与问题加剧，呼吁和探索人居环境改

善。1898 年，霍华德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

革的和平道路》（ Tom  orrow ：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 ），正式吹响了改善城市质量、关注城市生活

的号角。此书再版时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

（ Garden   Cities  of   Tom  orrow ），是宜居城市萌芽期的

标志，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系列思想的诞生。

二战后，宜居城市概念正式提出，标志着宜居城

市探索进入雏形期。此时，面对资源环境的严峻挑

战、发展极限思维的困惑和城市重建的要求，针对问

题，探索求解，提出了宜居观点，尝试实践。1954 年

希腊学者道萨迪斯（ Doxiadis ）提出了人类聚居学的

概念，强调对人类居住环境的综合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论著中，对城市的宜居性提出质疑，呼吁创建更适宜

人类居住的城市。1963 年，全球成立了世界人居环

境学会（ W orld   Society  of   Ekistics ）；1976 年，联合国

在温哥华召开首次人类住区大会（ Habitat ），在内罗

毕成立了“联合国人居中心”（ UNCHS ），开始了广泛

的关于人居环境的建设与研究的工作。
20 世纪 80 年后期，宜居研究进入形成期。这

个时期，生态环境共建意识的提升，全球政治经济格

局的演进，可持续发展共识的形成，城市安全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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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显，使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城市宜居性成

为关注的焦点。也促进联合国人居环境事业的发

展，尤其是 1996 年 6 月 13  ～14 日第二届联合国人

居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被称为全球城市峰会，对
1990 年代一系列联合国大会进行了总结，形成《人

居议程》，将人类栖息地改善当作联合国新时期的

关键使命而达成一系列共同原则与目标，建立了各

国政策的国际标准和方针，设立了一种政府承诺并

向联合国进行常规汇报的动态机制，建设宜居城市、

宜人住区成为全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促进人类共同

发展的理想与纽带。

在理论上，20 世纪中期以来，聚落地理学、城市

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环境规划等相关学

科快速的发展，城市区域规划、景观设计、环境规划、

社区研究等方向的蓬勃发展，在方法论上，突出了参

与式规划设计、参与式评估。近年来关于宜居城市

建设与规划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如生态城市、文化

城市、新都市主义、新田园城市（ Garden   Cities  in   21 

 Century ）等规划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推进了宜居

城市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1993 年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一起根

据国际国内的理论与实践的要求，提出“人居环境

科学”，其后迅速发展，为我国和世界人居环境科

学，特别是宜居城市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2　新世纪城市宜居性得到高度重视

在国际城市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城市安全与

宜居性再次面临挑战，特别是“9.11 ”事件、伦敦爆

炸案、“非典”的爆发、印度洋海啸对东南亚沿海城

市的袭击、巴黎骚乱、卡特里娜飓风对新奥尔良市毁

灭性打击等城市安全事件的频繁出现，让我们更加

重视城市和谐发展之路，安全、健康、繁荣、和谐成为

宜居城市的首要条件。

新世纪伊始，宜居行动的国际地位显著升格。
2001 年，联合国在人居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人居环

境署，标志着全球人居环境和宜居城市建设进入了

新阶段。而联合国人居环境署发布的第一份全球住

区报告———《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全球人类住区

报告 2001 》以城市宜居性为主题，其结语总结强调

宜居性城市就是居民能够找到工资足以维持生活的

地方；为它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包括安全用

水、适当的卫生设施和交通工具；其居民可以获得受

教育的机会并可享用医疗保健设施，可负担得起住

房有保障的租地使用权；他们居住在安全的环境洁

净的社区中；宜居性城市远离歧视，并通过包容性民

主实践进行管理。

关于“宜居”，在国家、地区、城市与民众的社会

参与与响应上进入新境界。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

“地球村”融合发展的新世纪，“联合国人居环境奖”

和“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在国际上不断提升；英国《经济学家》咨询集团智库

信息部（ Econom  ist   Intelligence   Unit ， EIU ）做的关于

世界宜居城市调查评估备受关注；在跨国、跨区域人

口大流动的新时代，“宜居性”成为全球各地城乡居

民的一个共同视点。

而全球在宜居评判标尺上存在争议。自然环境

多样化，文化多元，理想有别，正如幸福指数一样，宜

居性具有共性和个性的双层要求。目前全球宜居城

市评价影响最大机构———英国  EIU 关于世界宜居

城市评估的方法与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我

国进入其全球前 100 名宜居城市的数量很少且排名

靠后的现象与实际不符。全球城市发展条件与水平

不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结合实际探索宜居城市发展

是基本目标和特殊要求，探索科学的宜居城市评判

标准和具有区域特色的宜居城市理论，是当前宜居

城市研究的重点，呼吁建立先进的宜居城市研究的

方法和方法论。

2　我国城市宜居性研究的兴起

2.1　1990 年代我国开始重视人居环境发展

在我国，199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成就，是宜

居的要求升起的社会经济大背景和前提。

而为加强同国际组织在人民生活环境建设的合

作，1991 年 6 月 8 日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北京信息

办公室成立，国内部分城市参加了联合国人居环境

最佳范例评比并获奖；2001 年我国建设部又设立了

自己的宜居奖项———“中国人居环境奖”和“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使我国城市发展与国际接轨，珠

海、大连、中山、厦门、青岛、威海等获奖城市成为中

国城市的明星和典范，被公众称为最适宜居住的城

市，激起了我国城市和居民对宜居的思考和追求。

在宜居城市理论上，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等学

者于 1993 年 8 月正式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
2001 年 10 月出版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系统地介

绍了人居环境科学兴起、发展与主要理论方法，标志

着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方法体系正在形成。人居环

境科学（ Sciences  of   Settlem  ent ）是以人类聚居（包括

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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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先后资助了几次关于人居环境的学术会议，规划与

建筑学、地理科学、生态学等领域从事人居环境研究

的组织与活动逐步增多，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得到

了重视。

人居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总结国际城市规划

设计的经验并汲取其教训，促进了传统城市规划设

计系统的改善，以建设“宜人的住区”为核心，为我

国宜居城市研究和实践推进打下了科学基础。
2.2　全面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成为我国新时期城

市发展的中心任务

在我国，新闻媒体与市民对宜居城市的评价分

析的关注已经超过了政府机构与专业科研设计机

构，亟待加强系统、深入的研究，建立更科学的评价

方法系统，才有利于这一信息渠道的良好发展，起到

客观反映市民的意愿和实现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

目的。

作为宜居城市研究的科学———人居环境科学体

系正在探索建立过程中，我们在近 5 年的追踪研究

中发现：其科学体系出发点很高，对传统城市规划设

计理念有很大的突破，然而建立起其系统还需更深

入的探索。其倡导者吴良镛院士一再呼吁“人居环

境评价方法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宜居城

市的理论方法探索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文忠研究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宜居城市研

究课题组、零点公司宜居城市调查组及部分城市开

展了宜居城市评价探索。

仇保兴以《舒适与繁荣》为代表的系列论著、俞

孔坚关于景观设计的系列专著为宜居城市的探讨做

出了贡献。

在实践上，深圳市、广州市在 1990 年代中期的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设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

住的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北

京市城市总规划（2004 —2020 ）中将“国家首都、国

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定位，

这是国内首次明确提出将“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

展定位。

当前，我国宜居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入

了新阶段，引起了市民普遍关注，正促进其理论在探

索中形成发展。

3　城市宜居性引导新世纪城市发展新

方向

从全球来看，城市宜居性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

不要忘记“城市不宜居挑战”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

死》一书中强调提出，为了有更好的宜居生活条件

才有了“新城”的兴起，发展结果就是都市圈，而在

欧美、日韩、欠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发展模式截然不

同，整体宜居性差异较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更是不

同宜居质量空间的组合。那么大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是不宜居吗？ 城市福利型乡村最宜居吗？ 资源性与

工业城市注定不宜居吗？ 也不完全是，宜居性与经

济繁荣、就业又密不可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

人把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发展机遇作为宜居的首要条

件。追求“繁荣”需要发挥城市聚集效应，追求“舒

适”需要城市分散，为了城市有效经营必须遵守城

市经济学原理———分散与聚集适宜，国外都市发展

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保证繁荣与舒适双层目标的

最佳城市化模式必然是恰当规模城市组群有机组合

的都市圈，还要突出区域环境管治，保护好自然与文

化遗产空间。

在我国，城市宜居性发展与区域城市整体发展

分不开，最早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是

中山市和珠海市，故讲 1990 年代宜居城市看珠三角

地区大都市圈，但其文化问题和城市秩序至今是软

肋。而世纪之交，环渤海地区城市的宜居性，让人刮

目相看，大连、威海、青岛、烟台倍受青睐，乃经济快

速发展、自然条件好、环境建设力度大的结果。中原

地区的优越性使它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地，西部大

开发则极大促进了西部城市宜居性质量的提高。然

城市宜居性持续发展者当属长三角大都市圈地区，

苏杭美名已久，上海市秩序管理较好，无不体现其悠

久的文化渊源、优越的环境条件和较高的规划管理

水平的综合。

然而，当前我国城市宜居性建设存在不少挑战，

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方面不少城市房价高、交通不便

捷、就医难、存在安全隐患、缺乏特色、管理混乱、不

合理设计等，有许多关系市民生活的问题得不到很

好解决，整体宜居性差；而另一方面不少城市大搞不

切实际的工程，资源浪费严重，照搬他国异地的建筑

风格，不少规划设计崇洋媚外，缺乏基本文化和创新

思想等。探索于国于民、于今、于明均适宜的城市建

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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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dvancem  ent of  Constructio n  and   Research  on   Liv able   City  in   Chin a 

 DONG  Xia ofe ng 1，2， YANG  Bao ju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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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ning ， Lanzhou   University ， Lanzhou 　730000 ，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hinese  Academ  y of  Science ， Bei jing 　100101 ，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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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Nowadays ， oversea  and  dom  estic citizens and  governm ent  s focus on  the  livability and  security in cit-
 y.  It is worthwhil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adv  ancem  enton  this field  and  to discuss  the  const  ruction  of livable city ＇ s 
 theory system  .  This article has  three  parts to  discuss  this issue.  The  first part analyzes  th  e research  advancem  entof 
 international livable city ， m ainly sum m ing  up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W e  stern livable city and   UNEP ＇ s work.  The 
 second  part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ri  gin  of the  livable city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declaration  and  assess-
 m ent on  the   Best  Practice  and   Local Leadership  Program ， the  practice  of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m ak  es  progresses.
 On the  other  hand ，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  ent of  hum an  habitat  theory.  Thirdly ，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of liv  a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Key  w ords ： Livable city ； Theory ； Advanc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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