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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宜居城市建设特征的比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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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宜居城市建设处于加速时期，总结中外宜居城市建设特征并进行比较分析以获得有益的启示，能够为

未来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来源。国内外宜居城市建设在理念、规划、执行力及系统性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宜居城市内涵的理解，有助于把握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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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将“宜居城市”作为建设目标，

提出了相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对策，但是宜居城市的建设

效果尚未显现，2012 年瑞士公布的宜居城市排名中，全球

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是新加坡、悉尼、阿德莱德，亚洲排

名前十的城市中日本占三席 ( 神户 ( 排名第 2) ，东京 ( 排

名第 4) ，横滨 ( 排名第 5) ，而我国没有城市入选，一定程

度上显示出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滞后，也体现出日本在宜

居城市建设方面的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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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镇化建设、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宜居城市建设也将成

为主导城市化的主要方向。

一、国外宜居城市建设主要特征

( 一) 通以重大专项规划保护自然环境不被破坏和持

续改善

国外宜居城市非常重视规划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的重要

作用，几乎都通过设立专项保护规划确保城市生态的完整

和永续。这些规划共同的特点在于，既考虑到自然环境保

护的当代性，又考虑对未来和后代的影响，因此具有较强

的延续性和功能性，使得保障自然环境保护的方式和措施

具有制度化效力，一旦确定不可更改。
( 二) 十分注重人居环境的系统改善

国外宜居城市特别注重人居环境的系统改善，体现出

宜居城市应该是以人为本、关注人发展需要的本质，而关

注“人的需要”是宜居城市真正宜居的关键环节，因此

以、自然环境宜人、经济环境繁荣、交通网络高效、公共

设施网络完善的城市，能够为居民提供多样性的生活选择、
尽可能多的机会以及最大的交通便利，可以就近工作并享

受高品质的生活与娱乐。
( 三) 社区建设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环节

社区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单元，国外

宜居城市的经验也表明，真正的宜居城市应当是在社区层

面上实现宜居的全覆盖，因此国外宜居城市大多将社区设

施的不断完善与“精明增长”作为重塑城市宜居竞争力的

基础环节，并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各种资源参与到宜居城市

建设中。
( 四) 文化多元、开放包容是宜居城市人文环境建设

的重要内容

国外宜居城市基本上都具有较为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

围，这种兼容并蓄的发展方略不为城市文化提供了蓄养的

基础，也为现代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学习和吸收的

途径，文化的多元性不仅有力推动了宜居城市建设的精神

层面目标实现，而且开放包容所体现的城市胸怀也是宜居

城市应有的气质之一。
( 五) 制度 建 设 与 严 格 管 理 是 宜 居 城 市 建 设 的 重 要

保障

严格立法、严格执法和科学规划是贯穿于国外宜居城市

管理始终的重要经验，如温哥华为了推进保护绿色地带等宜

居城市的天然基础目标实现，专门制定了“宜居区域战略计

划” ( LＲSP) ，特别设立了绿色地带保护专项计划，用以保

护大温哥华地区原有城市公园、天然公园、水源地、自然保

护区、农业特色景观风貌区的生态特色，为城市扩张范围和

人口增长速度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依据。［1］

二、国内宜居城市建设主要特征

( 一) 具有良好的自然居住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

作为城市宜居的基本条件，目前国内宜居城市普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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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满足了公众对宜居的基本要求，即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便

利的公共基础设施 ( 包括城市公共设施、交通、住房、安

全、就业、就医及社会福利等) 。虽然与国外宜居城市相

比，国内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

但也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力图创造出宜人的生活

空间，如生态化社区、绿色社区、智能建筑等。
( 二) 宜居城市打造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和特色化特征

宜居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前往居住，其魅力之一就是该

城市与众不同，因此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城

市特色建设，例如，上海在海派文化上下足了功夫，杭州

大打“建设新天堂”的品牌，青岛的 “红瓦、绿树、碧

海、青山、黄墙”的城市色彩是国内仅有的，大连“不求

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经营策略，成都营造闲适的文化

氛围，珠海“海上云天，天下珠海”的建设特色，都是城

市宜居性的重要体现。
( 三) 具有亲和力的人文氛围和人性空间尺度

这主要包括社会秩序、道德风尚、教育程度、文化底

蕴和娱乐功能等，是宜居城市的精神体现［2］。近年来，国

内宜居城市实践逐渐表明，城市需要更重视对宜居内涵的

建设，即强调城市的人文环境和居住区的文化氛围。如，

杭州在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营造亲切宜

人的城市氛围，并通过具体的手段竭力为公众创造出一种

崭新的生活方式; 上海更加重视城市宜居性建设中 “人”
的因素，通过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以及社区教育不断提高

市民自身素质，这些都说明宜居城市不仅需要良好的 “硬

环境”，更需要提供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软环境”［3］。

三、国内外宜居城市建设比较

通过上述特征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宜居城市建设在

理念、规划、执行力及系统性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从而

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国外宜居城市建设是在

城市发展出现瓶颈时“应势而生”的，其比较注重先期规

划和后期发展的可持续性，重视城市景观及风貌的完整性、
人文文化的传承性和制度保障的连续性，宜居城市建设关

注人与自然、生态及社会的和谐统一。国内宜居城市建设

一方面源于国际宜居城市建设的热潮，在城市化的推动下

“应时而生”的，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必要

手段，因此在已有国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对于宜居城市

建设概念较为清晰，但是由于城市发展理念、城市规划、
城市文化，甚至城市风貌与国外宜居城市存在差异，在把

握未来宜居城市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如何结合自身城市发

展特征进行宜居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认为，对宜居城市的认识需建立

在以下两个理解之上: 首先，通过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对

比，可以发现，由于目前实践中宜居城市的表现形式不同，

对宜居城市的感受也存在差别，因此使得理论上对宜居城

市内涵的解释存在差异，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
其次，宜居城市没有统一的主观概括，更多的是人们主观

精神的满足，可以通过客观指标来体现，但是一定意义上

这种客观的限制指标不能全部体现宜居的实质。实际上，

宜居城市是一个随实践和人类文明进步而变化的理想城市

发展状态。

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比较发现，理解宜居城市的内涵涉

及几个方面: 首先，宜居城市建设是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

物，“宜居”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达到

一定的阶段才能具备宜居的需求及供给，其是物质欲望和

精神欲望追求的结合; 其次，不同增长阶段对宜居的定义

和需求不同，因此宜居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体制不

同、发展道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对宜居城市的要

求和目标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显示出宜居城市建设不具

备单纯的普适性法则，而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一

种高级进化状态。

四、主要启示

1． 建设宜居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建设发展的普遍趋

势，是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类需求变化规律

在城市建设发展上相互融合的集中体现，已经超越了国别

地域的界限和社会制度的不同。
2． 多维度把握宜居城市的丰富内涵，区别对待生态城

市和宜居城市。可以说生态和宜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生态是状态，宜居是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宜

居城市这一概念，源于生态城市，又高于生态城市，追求

的是更高层面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

社会的和谐，包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

生态、城市生态、自然生态等多维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
3． 谨慎处理宜居城市建设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把握

遵循其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和共同性基本要求的同时，根据

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经济基础、传统文化和

人口特征的不同，培育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个性。
4． 宜居城市建设需着重关注几个节点: 合理确定中心

城市的人口数量、着力提高人口质量、合理改善人口结构

是建设宜居城市基础; “居者有其屋”是宜居城市的基本

条件; 公交优先是城市宜居的重要体现; “水”和 “绿”
是城市宜居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 一流的公共服务是一流

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高度融

合是宜居城市的灵魂; 创新是建设宜居城市的动力和活力。
5． 宜居城市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即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长，其阶段性的具体目标

和要求也会不断提升。
6． 政府在宜居城市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规划

引导、政策引领、体制创新、工作创新，鼓励和推动各方

力量参与宜居城市建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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