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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国的城市人口比重

首次达到52.6%,第一次超过农村人

口比重，这意味着我国已成为城市

主导型国家。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在城市发展层面上，“控制特大城

市规模”“适度放宽大城市发展条

件”“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这预示

着中小城市将迎来爆发性的扩张，城

市病问题也将不断凸显。如何建设生

态压力小、城市交通通畅、环境友好

的绿色城市，将是当前我国中小城市

发展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世界范

围内，巴西的库里蒂巴、哥伦比亚的

波哥大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有益经验

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国外经济欠发达城市的绿色城市建

设奇迹
世界范围内，经济欠发达但城市

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以拉丁美洲最

为典型。拉美地区的经济在20世纪50

年代左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城

市化水平也快速提升，但因为发展模

式没有及时调整，拉美模式成为“中

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尽管拉美的

城市化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拉美地区

的库里蒂巴和波哥大采用了适宜的城

市发展战略，最终成功转型成为世界

著名的绿色城市。

库里蒂巴，位于发展中国家巴西

的西南部，在20世纪40年代，其人口

仅为15万左右，20世纪80年代人口达

到100万左右，此时城市开始面临人

口迅速增长、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严

重等一系列城市病，但经过10年的发

展，库里蒂巴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快

速公交系统，整个巴士公交系统每天

200万人次的运能几乎相当于半个纽

约地铁。此外，该市拥有200多个公

园，是全世界绿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之

一，而且通过实施垃圾购买项目，实

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20

世纪90年代被联合国列为第一批“最

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是唯一一座

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是世界

上绿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2001年

又被联合国评为“巴西生活水平指数

最高的城市”，目前，库里蒂巴已成

为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业在巴西发展的

首选地。

发展中国家哥伦比亚首都波哥

大，在20世纪80年代还一直被贫民

窟、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

困扰，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

通过一系列措施令城市病得到有效控

制，城市面貌得到迅速改善，现在已

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成为拉美地

区城市化过程中绿色城市建设的成功

典范。

国外经济欠发达城市的绿色城市建

设经验
库里蒂巴和波哥大等经济欠发

达城市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示范意义

的绿色城市，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改善公共交通、增加绿色空间和

管理城市生活垃圾。

■文/邓智团

摘 要 巴西的库里蒂巴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是两座经济欠发达的城市，但它们均较为成功地克服了由城市规模扩张而导
致的城市病，被联合国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成为经济欠发达城市建设绿色城市的典范。本文对库里蒂巴和波
哥大绿色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快速公交系统计划、绿色空间计划和垃圾处理计划是推动绿色城市建
设的关键举措，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大量中小城市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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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快速公交系统计划，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

通常而言，城市快速交通系统

主要有两种：地铁和快速公交系统。

地铁的建筑成本是快速交通系统的

10～20倍，快速交通系统的运营成本

仅为地铁的1/500。因此，在发展中国

家经济欠发达城市的交通拥挤解决方

案中，快速公交系统得到的认可最为

广泛，库里蒂巴有世界上最早的快速

公交系统，波哥大有世界上最为有效

的快速公交系统——“千禧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的设计。设立中央

公交专用双向车道，两边用隔离栏与

普通车道区隔开来，禁止普通社会车

辆进入，对违规者的惩罚措施十分严

厉，将直接吊销驾驶执照，并有高昂

的罚款。库里蒂巴快速公交体包括7

类不同的子系统；波哥大的快速公交

系统则由主干线线路车辆和支线线路

车辆组成，主干线线路的车辆在中央

公交专用车道上行驶，支线线路与主

干线之间相互连接，支线线路车辆与

普通车辆在普通道路上行驶。

快速公交系统的运营。为了提

高快速公交系统的运行效率，库里蒂

巴和波哥大的快速公交系统都采取主

干线封闭运行的模式，平均每站之

间距离500米左右，站台长度在40至

180米，可以同时停靠1～3辆快速公

交车，站台带有闸机系统，乘客需先

买票后进站。为了提高运营能力，库

里蒂巴的快速公交系统配有特殊车辆

（2～3辆串联车厢），运能达到270

名。波哥大的快速公交系统大都为两

联体的大巴车，上下班高峰时班次较

多，其他时段则班次减少。

快速公交系统的票价。库里蒂巴

的公交票价被誉为“社会票价”：采

取一票到底的单一票价，换乘免费，

使低收入者的交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低于10%。波哥大快速公交系统的

运营和售票等都由私人公司承包，政

府负责监管和行业管理，波哥大快速

公交系统同样采取了单一票价（约36

美分）制度，这项收费已经足以保证

收回投资、线路（干线、支线）的运

营维护等一系列费用。

推进绿地空间发展计划，为城市

营造绿色公共空间

绿色城市建设需要绿色空间作

为支撑。库里蒂巴有35个公园，超过

1000块保护地，如树林、园林和微型

公园等，公园用地面积占城市用地

的比例超过20%，远高于美国城市的

8.1%，城市绿地面积从人均不足1米2

提高到当前的64米2。波哥大在推进绿

色空间计划过程中，仅在1998—2000

年的3年时间里，恢复了占城市绿地

面积一半的公园，共计约1200座，

还规划建设了120千米的步行空间系

统，包括小型广场、人行道系统、步

行道路、建筑与道路间的带状绿地、

散步道、公园路等，还附属建设了路

灯、绿化和雕塑城市小品等，极大地

丰富了城市的步行空间。

推进实施绿色交换计划，实现环

境和社会效益共赢

随着人口的集聚和城市规模的

不断扩大，城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处

理难度也急剧增加。库里蒂巴在推动

垃圾处理和资源回收再利用方面走在

了世界前列，包括垃圾收费处理、垃

圾分类处理和垃圾回收等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在库里蒂巴，垃圾处

理收费是基本原则，但政府同时也推

出了一系列福利措施保证居民垃圾处

置：家庭垃圾通过分类，政府将提供

垃圾回收的免费服务，每周1～3次到

小区免费将垃圾运走。而且，为了改

善城市贫民区的垃圾回收处理状况，

库里蒂巴实施生态市民计划，市民可

以通过收集的垃圾换取兑换券、食物

或其他用品，在解决废弃物回收处理

问题的同时，也提高了低收入居民的

生活质量。

当前我国城市快速扩大过程中的城

市病问题
城市的核心本质是要素集聚。虽

然当前学术界对城市病还没有形成统

一定义，但城市病的实质内涵已较为

明确，它是指在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

中，因城市治理的理念和手段滞后产

生的，与人流和物流等要素的过度集

聚直接相关的共性问题。这一概念形

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大量

中小城市迅速集聚农村人口，城市规

模膨胀，出现环境破坏、犯罪率增长

等城市问题。我国从改革开放后，工

业化快速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

市以及从内地向沿海迁移，据《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数

据显示，1978—2013年，我城镇常住

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不包

括建制镇的建制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

658个。随着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

迅速增长，城市病问题也迅速出现。

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低

交通拥堵是城市病最直观的反

映和典型问题。据《中国汽车社会发

展报告2012—2013年》数据，过去的

10余年时间里，我国的汽车保有量从

2000年的1600万辆飙升为2013年的1

亿多辆，而且私家车占比高达70%以

上，机动车辆和交通需求大幅增加，

城市道路负荷严重超标。据统计数

据,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80%路段

和90%以上路口的通行能力超负荷运

行。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新型城市化

报告2012》数据，我国大多数中心城

市公交出行比例不到30%，中小城市

平均仅为1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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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交出行比例平均在60%以上，更

是远低于库里蒂巴的水平,虽然库里

蒂巴私家车拥有水平为每2～3人拥有

1辆，但工作日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

为75%（非工作日为47%）。

生态破坏，绿色空间占比不高

由于我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

GDP成为政府考核指挥棒，经济发展

成为首要追求目标。在城市空间建设

上，不直接产生经济效应的公园等绿

色空间，在建设用地安排时得不到重

视，据《2012年城市、县城和村镇

建设统计年报（分省数据）》数据，

2012年我国城市公园数量共计11604

个，公园总面积仅306245公顷；另

外，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

《2014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数

据，2014年我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仅为12.64米2,而我国城市人均园林

达标值仅为大于11米2，可以说我国的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发达国家水

平差距悬殊。与以绿色城市著称、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64米2且公园绿地面

积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高达20%的库

里蒂巴相比，差距更大。

环境污染，生活垃圾处理形势仍

然严峻

我国的环境污染除了工业排放、

建筑粉尘等污染源之外，因当前我国

城市汽车的平均速度不断下降，汽车

尾气污染更是日益严重。据研究，当

汽车时速从40千米/时降到10千米/时

时，燃料消耗会加倍，环境负荷会增

加3倍左右。除此之外，城市生活垃

圾的处理方法也是当前我国中小城市

面临的关键问题，据郑晨等的研究,

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率仅有

58.2%，无害化处理水平更低，仅为

35.7%。而且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虽

然部分城市提倡垃圾分类处理和干湿

分离的手段，但总体而言，我国生活

垃圾的回收利用水平和处理都要远低

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生

活垃圾污染仍然严峻。

对我国中小城市推进绿色城市建设

的启示
库里蒂巴和波哥大这两座经济

欠发达城市的发展经历与当前我国大

量的中小城市的发展背景非常类似：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人口规模迅速

扩张。其推进绿色城市建设的成功经

验，对将“全面放开”的我国中小城

市建设而言，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快速交通，提高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

从当前我国的特殊国情来看，

地铁建设仍然主要以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为主，而对于200万人口以下的大

量中小城市而言，由于财力的限制和

审批的难度，以及地铁较高的建设和

运营成本，以快速公交系统来缓解交

通拥堵，是一种运行效率较高的交通

解决方案。同时要改变公共交通以往

出行不方便、不快捷、不舒适等普遍

问题，可提高公交交通站点的覆盖水

平，基本实现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

盖，逐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的便捷程

度，同时改变公交车准点率不高、等

车时间长等问题，提高公共交通的运

行速度和乘车环境，努力将公共交通

的出行比例提升到60%以上。 

强力推行绿色空间提升计划，提

高城市公共绿地水平

城市绿色空间，是城市居民日常

生活的重要空间，也是体现城市以人

为本发展理念的重要公共服务设施。

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绿色空间占比不

高，特别是公园比例偏低等问题，应

尝试推行绿色空间提升计划，提高城

市公共绿地水平。在城市规划制定过

程中，提高绿色空间的占比，解决绿

色空间建设的政策障碍。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建设不同的绿色空间系统，

包括公园道路系统，如中央公园、街

心公园、绿色街道、慢行系统（自行

车道、慢行步道）等，同时通过与步

行系统和休闲生活空间的结合，在滨

水区域形成综合性的绿色开放空间，

完善城市的绿色空间体系，提升城市

的生态环境水平。

加快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和能力，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从国外经验来看，生活垃圾处

理已成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改善

城市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推进生

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实现资源化利用

是总的趋势。虽然我国已颁布《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等垃圾处理相关的政策指南，并已取

得明显进步，但与库里蒂巴等绿色城

市相比，差距还比较显著。在宏观层

面，应尽快推出垃圾处理处置产业化

政策，引导垃圾处理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在微观层面，应强力推行垃圾分

类处理，实现“放错地方资源”的回

收利用，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能

力，改变“垃圾包围城市”的局面，

全面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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