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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而居留于城市。
”宜居城市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05年）》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之一。
这一提法对改变中国城市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示范性。
在联合国人居中心编著的《城市化的世界》中指出：“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真正地处
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的凶兆。
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又是《城市化的世界》中最关注的问题。
21世纪是城市世纪，21世纪的全球城市化不仅依然是加速度推进，而且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展开。
人类聚居学的奠基人道萨迪亚斯在50多年前就提出，人类聚居学作为一门致力于行动的科学，要特别
强调把未来发展作为研究的重心。
实践证明，20世纪发达国家城市化所表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规律，并不能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完全的
应验，中国的城市化推进，更具有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各种复杂、交织的动因。
因此，对于中国人居环境建设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2004年岁末北京市提出“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是对中国城市化本质认识的理性回归，是“以人为
本”观念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科学体现。
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的时期。
建设宜居城市将成为主导城市化的总纲，同时，中央也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利器。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勘）。
　《决定》指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
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
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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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共分九章，具体内容包括“宜居”：城市发展的目标，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宜居城市与社会文
明，宜居城市与经济富裕，宜居城市与环境优美，宜居城市与资源承载，宜居城市与生活便宜，宜居
城市与公共安全以及宜居城市规划与建设。
本书内容新颖，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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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城市宜居性评价研究进展（一）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宣布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新使命：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第一次突出地把“宜居”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放到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目标中。
若能真正实现个人空间、社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和谐发展，广大普通市民无疑将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国内关于居住环境评价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主要是关注人居环境的评价和分析。
其中，吴良铺（1990）在国内是最早进行人居环境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学者，但他仍然认为：“人居环
境评价标准的建立，目前仍是一项艰巨工作，需漫长过程”，由此可见，居住环境研究的艰巨性和必
要性。
之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如宁越敏等（1999）对人居环境的内涵、评价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建立了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
系，并以上海市为例，探讨了人居环境的变化机制等。
李王鸣（1999）、陈浮（2000）、刘旺和张文忠（2004）、王茂军（2002）等也分别对人居环境评价的
理论、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分别以杭州、南京和北京市为例做了实证分析工作。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如张文忠等（2005）对居住空间区位优势和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进行了分析
。
专业机构零点集团与《商务周刊》（2005、2006、2007）联合调查中国宜居城市排行。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关于城市居住环境评价的理论仍不成熟，评价方法体系仍未系统建立。
“宜居城市”的评价受到评价者或评价人群的背景、目标和评价重点等的影响，也会与评价的空间层
次有关，既是评价城市之间的宜居水平，也是评价城市自身或者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宜居水平。
对宜居城市的评价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空间层面进行评价：（1）评价和比较城市之间的宜居水平，
如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城市之间的宜居水平的高低；（2）评价和研究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域
的宜居水平，如北京不同城区之间或不同街道的宜居水平的差异；（3）评价和研究一个城市内不同
居住区的宜居水平。
不论哪个层次的评价和研究，都应该突出“人”的主导作用。
正如吴良铺院士所提倡的：“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需要为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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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说有一个当代人共同最向往的“明日的城市”，则非“宜居城市”莫属。
它是一种社会尺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最大限度减少因人们的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平
等之程度的社会尺度。
城市是人民的，它应该充分表达平民性、共享性的理念，而不应强化等级、特权和社会分层。
因此它也是一种正义尺度，因为环境之为公共品，乃是由纳税人的公币支持的公共福利，理应服务于
全体市民而非城市的一小部分人群。
追求奢华、措置铺张绝非时下人们最乐于标榜的“以人为本”。
它是一种功能尺度，它必须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为大众的需要着想，具备满足基本需求的
良好功能。
它首要的不是一种景观，而是一种服务，而且符合“安全、适合与便利”的宗旨。
市容的美观只有在方便人们的生活的尺度内才是可取的，牺牲功能性的市容美是矫情的，是华而不实
的政绩工程，是城市平民消受不起的奢侈品。
它是一种象征尺度。
城市不仅是人们组织其生活的空间，而且还是富有意义的感性环境。
人们将某种意义和特定情感联系到各种场所。
“家”这一词的意义不只限于你住的公寓或别墅，它也指示着你住的街区，你的邻里，或你特定的居
住空间所坐落的都市的一个地段。
与你的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舒适、安全和熟悉的感觉，也会附着在你家周围的环境上，如果它也是安全
、清洁和悦目的话。
它是一种合意的空间尺度。
超过人的生理和心理容量限度的建成环境会让人感到疏离、压抑和紧张。
人文尺度的空间是视力可及的、举手可触的、投足可至的令人感到“亲切的”空间，如从社区的任何
一处步行不足五分钟便可抵达的公园是有人文性的空间，因为它容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
它无疑也是一种生态尺度。
清洁河流，清新空气，绿化环境，当然是生态尺度；但市区的河流是不是成为一条条水泥峡谷？
公众的自然是不是被劫持为私家风景？
你有多少机会熟悉你社区的邻居？
你会不会老是独自打保龄球？
只有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连成一气的城市是人真正所欲的，才是今日的都市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的“明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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