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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6_E7_BA_AA_E6_c61_394713.htm 我国的城市正在随着

中国的经济腾飞而发展，无论是首都、首府大都市，还是中

小城市、小城镇，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建设成

为一个重大课题。用新的城市理念来指导城市建设就尤为重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建设的理念也在变化。特色性、

宜居性、文化性、多中心、生态性、和谐性应当成为新世纪

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特色性 城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的，现代城市应当是现代化的产物和标志，但城市建设不能

盲目追求现代性而忽视特色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越

来越多，城市之间也越来越趋同，丧失了各自的特色，这是

城市发展的悲哀。从本质上来看，特色性与现代性并不矛盾

，特色性应当成为新世纪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城市的特色包

括传统特色、地域特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环境特色、

建筑特色等。不同的特色可以形成多姿多彩的城市类型和风

格。特色性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新理念，特色性就是城市的

生命之所在，强调个性就应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则。

在城市建设中特别要突出地域和文化特色，这是我国城市原

创性的动力和体现。城市建设应当根据自己的地域和文化特

点进行设计和规划。如草原型城市、海洋型城市、平原型城

市、山城等，它们在城市所依托的自然基础、文化特色、建

筑风格上都是不同的。把城市建设与地域特色和文化等特色

融为一体，就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了。 现代化与特色性

是统一的。越是走向城市的现代化，就越要强调城市的特色



性。现代化是有特色的现代化，也不存在脱离特定时代的特

色性。城市的特色性、个性丰富了现代性城市的内容。脱离

了特色性的城市建设，只能会使城市失去生命。脱离特色性

而盲目追求城市的现代性，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弊端

，需要克服。 宜居性 从历史来看，城市的形成是与产业和人

口联系在一起的，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形成了城市。过去比较

重视发展城市的产业性，而城市的宜居性问题并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的生存、工作

和生活及其人与环境等问题就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随着交通的发展使城市的产业区与生活区的分离成

为可能，城市的产业功能和生活居住功能正在分化，人们可

以在某个产业区工作，但在另外的生活区居住。另一方面，

从整体上看城市日益呈现出产业、人口、社会、生活、娱乐

和休闲的一体化。城市不仅是产业的中心，更是生活、消费

、休闲的中心，宜居性就成为城市建设中需要考虑的突出问

题，宜居性也应当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理念。 宜居性体现

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思想。宜居性并不是简单指环境因素

，空气质量等，应当包括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

社会、经济和人文生态环境条件，如城市的交通、文化、教

育、就业等各种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因素。城市的存在

是为了人，城市的发展也是为了人。现代城市发展的目标应

当以宜居性为中心，宜居性应当成为城市的本质特征。把城

市仅仅看成是产业和人口的集中地，而忽略了宜居性，就偏

离了现代城市的本质。 文化性 现代城市是物质和文化的统一

体。我们不仅要重视城市物质层面的建设，如医疗卫生设施

、交通设施、高楼大厦等，这些城市硬件的建设是重要的，



但软件的建设即文化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和核心。城市的文化包括城市的理念、价值观、符号、

特色、人文生态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城市建设和发展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城市和文化是不可分的。可以说城市

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和存在形式。透过一个城市可以看到一种

文化。城市的文化传统与城市也密切相关。这些年来，城市

物质方面的建设很快，但城市文化的培育、形成就需要一个

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城市文化传统的保存是我国城市建设中

的重要问题。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应当成为评价

这个城市的重要标尺。 多中心与功能互补 现代城市的建设应

当是多中心的。传统的城市是以聚合为主的。这种城市模式

是以产业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这种城市观认为城市的主要特

点就是集中。城市需要有一定范围、规模和程度的集中，但

也并不仅仅是集中。随着城市越来越大，城市的过分集中就

暴露出它的弊端，交通、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建设需

要把聚合和分解结合起来，分解城市过分集中的功能就成为

解决现代城市病的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城市就从单中心到

多中心、副中心、亚中心转变。一个城市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而是多个中心，有主要中心，还有副中心和亚中心，城市

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也是可变的。 与此相联系，多功能

及其功能的互补性应当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新理念。过去城

市的区域较少，功能比较单一，城区之间功能的互补性问题

并没有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

区域越来越多，城市也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区，如商业区、工

业区、文化区等，或者也可以划分为核心区、边缘区、生态

区等。这样城市建设在扩展新城区的基础上，要注意不同区



域的功能互补性，整合城市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化城市区域

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的整体功能。 生态性 建设生态型

城市是现代城市追求的目标之一，生态城市是现代城市的重

要理念。过去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没有重视

城市生态涵养区的建设，使城市成为“孤岛”。二是城市内

部缺乏合理的循环，导致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生态型

城市就要从两方面来入手：一是以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

征为基础，作为城市的自然生态涵养区，形成天然的城市生

态屏障。二是在城市内部应当有科学的城市设施，对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等，保持城市内部的合理循环。生态型城市是

一种绿色的城市形态，是环境优美的城市，而不是一种环境

污染的城市，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性城市是一

个复杂的体系，涉及到许多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

复杂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谐与不和谐就成为制约城市发展

的又一重要问题。因此，追求城市的和谐性就成为现代城市

发展的又一目标。和谐性也就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理念。

过去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比较重视某一方面、某一要素的

建设，对城市建设的整体的和谐问题考虑较少。城市建设中

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如城市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不够

配套，城市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失衡，产业生态与人文生态的

失衡等问题。和谐性包括城市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人

口、环境等要素的和谐，城市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和谐，

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和谐，城市本身与环境保护的和谐，

产业建设与宜居性建设的和谐，不同城区之间的和谐。 城市

生态群的和谐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城市

的发展，我国出现了新的城市群落，城市生态群的和谐就成



为重要的问题。城市生态群包括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

之间的和谐；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和谐。城市的发展不是

孤立的，它们之间需要和谐的发展。和谐性还包括大城市转

型与农村城市化之间的和谐协调。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应当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发展，如巨型城市的转型

，城市群落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包括农村走向城市化，这两

个方面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 一方面大城市的发展在向周边

地区辐射，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有的农村由于产业

的发展，也具有了一定的城市规模，形成了新型城市的雏形

，成为我国新型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应

当是和谐发展的。和谐性也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城

乡之间的和谐协调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新型城市化的

道路就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道路。和谐性也包括城市化

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和谐协调。城市化与新农村的建设之间

是统一的。既要重视城市化的建设，也要重视新农村的建设

；不要把它们之间对立起来。它们之间也是和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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