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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市更新中的伙伴合作机制

口 董 奇

[摘要]伙伴合作将区级政府、社区代表和志

愿者纳入理事会，同时吸收商业机构和小业主

代表，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目前已成

为推动英国伦敦城市更新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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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城市更新

项目大都是通过政府引导将各种资金投入到

城市的更新建设中，这改善了破败的城市环

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然

而，在经改造变得繁华的旧城区后面也存在

不少的社会问题。决策者和规划师应重新审

视以前从西方学来的那些仅仅通过鼓励私人

和其它资金改造老城区而没有建立包括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城市复兴经验。在发达国

家，城市更新的机制是随着具体的社会经济

情况的变化而不停地调整的。因而，在借鉴

国外经验时，规划工作者只有关注政策演进

的内在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伦敦在战后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

但开放的学术批评、讨论促使社会各界努力

寻找对策提升伦敦的竞争力以应对国际化竞

争的挑战。从早期撒切尔时代专注于引进私

人资本、减少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干预，到后

来逐渐引进区级政府、社区代表和志愿者，伙

伴合作的理念发展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形

成了英国城市更新的完整机制。本文通过对

英国伦敦城市更新中的伙伴合作机制的演进

过程进行研究性介绍，试图找到机制存在的

内在原因和推动其逐步演进的各种因素，为

中国的城市更新方式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一

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战后，战争对城市的摧毁、英属殖民

地的纷纷独立、大量的海外移民涌入伦敦，导

致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城市环境恶化和社

会两级分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何应对战

后这些严峻的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

题，政府的城市政策和规划起着主导作

用。早在1944年，阿贝科比(Abercrombl e)

的“大伦敦规划”确定设立“城市绿带”限

制城市无序蔓延，在伦敦周边地区建设了32

个工作和居住功能相协调的新城，将伦敦城

市中心的人口和工厂疏散到绿带以外的新

城镇。随后的《新城法》(New Town Act，

1946)和其它相关法案从国家政策上明确了

这个发展思路，一直到1968年，“大伦敦发

展规翅J”(Greater LOndOn DevelODment

plan)还基本顺应这种发展理念[1『。

虽然基于疏解城市功能的城市政策解决

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但是由于就业

岗位随工厂被移到郊区并带走了大量的中产

阶级，留在中心城区的其它传统产业(如港

口及相关产业等)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逐

渐衰退。诸多因素导致在战后轰轰烈烈建设

新城的同时，内城城市问题逐渐恶化，如城

市经济衰退、城市环境破败、严重的社会两

极分化、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贫困人口比

例激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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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的不满、市民的骚乱使得决策者慢

慢地将眼光转移到内城。从20世纪60年代

开始，政府开始实施一些专门针对内城问题

的政策，其目的是想改善社会福利和环境卫

生状况，如针对贫困移民的“综合教育”

(C0mDrehensl ve Educatl on)禾口“城市项

目”(Urban Progro『『lme)，修缮破旧的社区

住宅的“综合改善地区”(Gener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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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vement Area)和“住宅行动地区”

(HOusl ng Actl on Area)[2|。政府是城市

更新行动的主导者，决定着援助项目的具体

对象、方式和规模。但总的来说，受当时“福

利政府”(Welfdre State)观念的影响，这些

政策尽管也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城市问题，但

由于缺乏私人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

范围和规模不大，实施的成效和影响也有限。

随后的政府研究发现，中心城区衰退的

严重后果却没能通过这种小范围的更新项目

而得到改善，城市经济反而快速萧条，环境

也更加衰败[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7年

工党政府在“为了内城的政策”(Po]1cy for

I nner C{ty)白皮书中指出：为了应对城市

经济竞争力和人口劳动力的下降，以及伴随

着的城市环境衰败和其它社会不利条件，城

市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改善内城地区的社会经

济面貌。白皮书要求从机制上建立中央和地

方特殊的“伙伴合作”模式，通过这个联合

的机制，去分析研究内城存在的问题及设立

旧城改造项目并对之进行管理。1978年的

《内城地区法案》(Inner Urban Area Act)

更进一步建议：城市“伙伴合作”，除了中央

和地方的合作外，也应包含私人资本和志愿

组织，以鼓励产业和商业的发展[2]。这种通

过鼓励地方政府和私人资金积极参与旧城更

新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但两年后工

党大选的失败使得这项政策的实施成为泡

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产业、跨

国投资、金融管理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进程导致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结构发生转换，

传统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和服务业逐渐

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都必然使政府开始重

新审视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城市建成环境以应

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挑战。

美国城市作了最早的尝试，如波士顿和

巴尔的摩在20世纪70年代的旧城开发中，

通过政府和开发商结成的类似“增长联盟”的

“公私伙伴合作”在城市经济复兴和环境改善

上取得了成功。一方面，这些荒芜的土地大

多位于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对以利益为导

向的投资者来说蕴藏着极大的投资价值。另

一方面，这些地区也是政府为了应对国际竞

争而复兴城市经济环境的首选地区。共同的

目标和利益自然促成了双方的结合。政府为

了吸引投资，逐渐从以前的直接主导城市更

新的角色中脱离出来，通过政府的税收、借

贷及行政力量降低开发商的成本和风险，并

减少其它更新开发的干扰因素，使旧城更新

项目更有利润也更有吸引力。对投资者来说，

这种超大型的城市更新项目，如果得不到政

府的合作和弹性的规划管理，就意味着很难

控制开发周期，从而增加了开发风险。政府

和开发商对各自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进行谈判和交易，通过协议确定各自的权

利和义务，将公共、私人权利纳入同一个机

制——城市开发公司中，建立“公私伙伴合

作”(pub]1 c—prl vate Partnershl p)的城

市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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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时

面临类似城市问题的英国城市更新的榜样。

1979年开始执政的撤切尔政府对城市更新的

政策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抛弃了一直主导英

国战后多年的政府福利政策，除了认同1977

年白皮书中复兴内城经济的目标外，对社会

福利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参与没有兴趣，并认

为地区政府在议会民主的制约下行政效率极

其低下，从根本上拒绝了工党倡议的“中央／

地方伙伴合作”的更新模式。撒切尔政府期

望通过立法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利、鼓励自由

市场和竞争、降低社会福利和政府负担、推

动私有化等，并实行了一系列的自由经济政

策。对于城市更新，与工党政府热衷于建设

新城不同，保守党将旧城的经济环境复兴放

在首要地位，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

目，形成一种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公

私伙伴合作”机制，具体措施有：各种优惠

的开发政策、经济补贴、税收减免、简化规

划审批等；鼓励和吸引私人投资进行衰败荒

废的内城建设，如企业园区(Enterprl se

Zone)、规划简化园区(P1 annl ng S1mp lj—

f1 ed Zone)；荒弃地拨款(Derel 1 ct Land

Grant)、城市拨款(C1 ty Grant)等【4j。

其中，设立城市开发公司(Urban De—

ve]Opment CorDoratl 0n)则是最重要的一

项城市更新政策。1980年的《地方政府、规

划和土地法案》(L0ca]GOvernment，P1 an—

n1 ng and Land Act)在立法上确定了城市

开发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的使用土

地和建筑，鼓励现有的和新的工商业发展，创

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提供住宅和社会设

施以鼓励人们生活、工作在这些地区”[5]。城

市开发公司获得了非常的权利，除了可以强

制征收辖区内所有的土地外，还拥有本来属

于地方政府的规划控制权。这样，原来的规

划审批和公共征询的程序就简化了。具体来

说，城市开发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开发的

前期准备工作，如强制收购(Compu]sory

Purchase)、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等，

将土地出售给合适的开发商。在实质上，私

人公司与城市开发公司就形成了一种“公私

伙伴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双方都达

到自己的目的：政府复兴了荒废破旧的城区，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开发商得以在

城市中心开发昂贵的高级商务楼和高档住

宅，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1981年通过议会立法成立的伦敦港口

区发展公司(LOndon Dockland DeVe]op—

ment CorDor8t1 on)是英国最早设立的也

是最大的城市开发公司，成为东伦敦港口区

21 497 000 m2的规划发展管理机构。其理事

会成员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并通过国务秘书

直接向英国政府负责，使地方政府和社区居

民完全被排除在机制之外。由发展公司组织

起来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在初期的港口区的

更新中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到1998年总共有

87亿英镑的私人资本注入到该地区的更新项

目中。巨大的私人资本完全改变了码头区城

市环境破败的状况，共建设完成了2．3万个

住宅单元，居民人数也翻了一倍多，达到8．4

万，其中心金丝雀码头更是在东伦敦原来凋

敝的港口区形成了一个可以和“伦敦城”竞

争的新的CBD[6|。

由政府引导私人资本在旧城进行房地产

开发的政策，尽管在表面上看来解决了城市

的环境和经济更新问题，但因缺乏对内城社

会问题的深入考虑，从一开始，这种“公私

伙伴合作”的机制就遇到很多的批评。20世

纪80年代初，肯·利文斯通执政的大伦敦政

府就希望延续1977年白皮书倡导的基于产

业复苏的经济更新计划，鼓励区级政府和本

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在小规模地开发房地产

的同时继续建设社会住宅、完善社会服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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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设立大伦敦企业理事会作为主要的常

务机构等。这些举动自然与撤切尔政府的城

市更新理念不相符，最终导致1 986年大伦敦

市政府被撤销，其权利部分收归中央，部分

下放到区级政府[7l，造成～个没有市级政府

的大伦敦。

这虽然暂时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反对势

力，但并没有解决城市更新中存在的根本性

矛盾。开发的高档商务楼除了创造～些像商

场服务和秘书之类适合本地妇女的工作机会

外，大部分高学历、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机会

本地居民鲜能得到。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又增

加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新开发引进来的大

量人流、车流却给本地环境和交通带来极大

的压力。这种忽视本地居民的实际需要的开

发引起了本地居民的极大不满，1988年的港

口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61％的人认为伦

敦港口区开发建设根本没有顾及本地居民的

要求[8]。不久，政府研究报告也对这种将地

方政府和本地居民排除在外的更新开发提出

了疑问，审计委员会[9]认为这种“补丁式”的

更新方式没有顾及到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和

内在矛盾，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一份评价20

世纪80年代城市政策的研究报告则认为：这

种主要是促进城市物质环境改善和经济复苏

的城市政策忽略了旧城内在的社会劣势问

题，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更新政策没有产

生任何实际利益能由上而下惠及到本地居

民，因此开发应该吸收志愿者和本地政府参

与到整个合作中[1叫。更为重要的是，在1990

年～1993年的经济萧条期，港口区的很多项

目都面临危机和濒临破产，其中最大的开发

商——金丝雀码头C8D的投资者欧林匹亚和

约克公司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以破产告

终，给撒切尔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政策以巨

大打击。

当然，在经济衰退期，开发项目经济上

的失败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跟英国自身经济和

国际形势相关，然而主要依靠私人开发商而

缺少其它资金补充支持的超大规模开发投

资，本身就隐藏着相当的风险。另外，城市

开发公司组织结构的方式和成立的目的也决

定了其功能主要是为招商引资，而私人开发

商也很难放弃可能的利润转而关心城市社会

问题，两者形成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缺乏清

晰的目标和合理的机制，无法实施有效的社

会政策，不能解决城市社会的根本矛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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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这种排他性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下的

城市更新失去了最基层的支持。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政府

对城市更新的政策进行了大幅的调整，伦敦

港口区开发公司对当地政府和公众的规划征

询也更开放，并将社会服务目标也纳入工作

内容。公共账目委员会在1988年提到：从

成立开始，伦敦港口区开发公司总共只用了

1 400万英镑在社会服务项目中，但在19世

纪80年代后期，开发公司意识到严重的社会

问题对城市更新的影响之后，才计划于1987

年～1992年投资1亿英镑用于支持发展社会

和社区设施，以实现物质形态更新和其它社

会需要的平衡。这些社会服务项目包括对本

地居民进行岗位培训和教育使之能满足就业

需要、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很差的社会住宅、修

建部分社会住宅和工薪房等。但是这些改良

措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开发公司和

私人开发商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实质，公

众和地方政府依然被排除在主要决策之外。

各方的批评和面临的实际困难不得不使英国

政府重新修订其既定的城市更新政策，明显

的标志就是撒切尔政府在1 989年后兢停止

再增加新的城市开发公司①，在面临重重困难

后，这种公私伙伴合作的机制在城市更新中

失去了政府原有的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从直接设

立城市开发公司参与城市更新的政策中逐渐

脱离出来，转而采取提供资金进行控制的城

市更新策略。1992年的“城市挑战”(C1 ty

Chal 1enge)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政策转

换的标志。这是一项政府设立的专门资金，以

扶持城市衰败地区的城市更新活动，获得资

金的方式是公开投标，但对投标的方式有要

求，除了鼓励私人资金参与外，还强调本地

政府应该是更新行动的主体并保持与社区居

民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明确要求建立一

个正式的机制一一伙伴合作，以推动和管理
城市更薪开发。1 993年的“单项更新预算”

(S1 n91e Regeneratl On Budget)，宅E

延续城市挑战内涵的基础上整合和协调各

部门的诸多更新项目，其目的还是希望通过

提供弹性的政府资金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环境的全面更新[11]。这两项政策

从制度上将“公私伙伴合作”明确规定为城

市更新中的一种社会机制。地方为了获得政

府的更新资金，必须具备整合的发展战略和

有多方参与的伙伴合作机制才能公开竞争获

得资金。在提交的纲要中须明确合作伙伴的

成员，其它资金的来源和关系，以及预期的

成果，包括将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培训多少

人员、改善多大面积的城区物质环境等。

虽然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城市更新的

具体操作过程，但通过设立的资金和对投标

规定的要求，明显激励了地方政府去领导、建

立伙伴合作机制，吸引了私人资金注入到急

需资金的城市更新中，使其参与到广泛的更

新活动中，包括增加住宅，提供教育、培训l、

就业机会，改善环境，提高社会治安，改善

社会福利等。此外，新的伙伴合作机制组织

的更新活动也惠及许多小型企业，通过资助

设立小型咨询公司、电脑高科技、餐饮娱乐、

社会医疗服务和城市型工厂等，促进了小型

企业在城市中心的安定，从而增加城市中心

的就业岗位。尽管伙伴合作机制根据各地不

同情况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参与者，但政府

的资金和动机得到了地方热烈的响应[12]。以

伦敦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总共设立了13

个伙伴合作的组织，以主导大伦敦范围内的

城市更新项目，每个伙伴合作的具体设置方

式、规模和最后的结果也有很大的不同。如

伦敦最大的“泰晤士门户伙伴合作”(Thames

Gateway Partnershl p London)是个包

括12个位于东伦敦的区级政府、埃塞克斯和

肯特郡的部分地区政府及其它组织参加的庞

大机制。

这里以伦敦“国王十字伙伴合作”(K 1 ng’s

Cross PartnershlD)更新项目为例，分析实践

中的伙伴合作机制组织过程。国王十字地区

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有国王十字

火车站、圣一潘卡斯火车站数条地铁、轻轨

站点在这里汇集。另外，圣一潘卡斯火车站

在1994年被确定为连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

高速火车的终点站。极其便利的交通和在城

市中心良好的位置意味着很高的土地开发

价值和社会关注程度。1987年，当时土地

所有者 不列颠铁路公司和国家物流联盟

便联合起来开始筹措开发这一旧城区，整个

方案从1988年第～次公共征询到1992年

修改了5次方案，进行了3次公共征询，～

直到最后开发公司在经济衰退中破产都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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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伙伴合作理事会成员组成

到规划许可。在1994年英国政府确定了高速

火车的具体路线和圣潘卡斯为终点站后，

1995年肯敦区和依斯林顿区政府开始组织投

标单项更新预算，并得到3 750万英镑用于

伙伴合作的城市更新活动[13]。伙伴合作理事

会(2000年)由19个成员组成(图1)。

理事会在肯敦区和依斯林顿区议会官

员的领导下于1995年向“中央政府伦敦办

公室”(G O v e r n me n t O f f 1 C e F O r

London)第二次成功申请到单项更新预算。

依照政府制定的规则，所有申请公开竞争，

资金只能用于各项城市更新项目，并要接

受中央政府办公室的监督，这项权利2000

年后已移交给大伦敦市政府的发展机构

(L0ndon Deve]opment Agency)。截至

2003年，除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外，理

事会共吸引了来自私人和其它公共及志愿

组织的共2．5亿英镑资金，投入到国王十

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更新项目中。尽

管该地区的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还正在

进行，“欧洲之星”终点站也还没有结束改

造和建设，核心项目国王十字中心(K1 ng’s

CrOss Centra 1)还刚刚开始(预计2015

年完成)，地区更新开发的最终目标成功与

否暂时不能确定，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

的：伙伴合作计划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参

与和支持城市更新计划的热情，与撒切尔

政府时期社区居民和地区政府强烈反对的

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英国的政治体

制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伙伴合作理

事会也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其它资金投入到

该地区，将这种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建

立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全面更新的理念基础

上，以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益。

回竺堕

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英国政府直接主

导的城市更新改造，到撒切尔政府通过设立

准政府型的城市开发公司，再到广泛联盟的

伙伴合作机制，英国伦敦城市更新的演进机

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伙伴合作机制从根本上

保证了城市社会问题与物质环境和经济更新

的统一，促进了备部门问的协调与合作，使

有限的公共资金得以有效地利用。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伙伴合作机

制已经完美无缺，事实上反对和批评的声音

也很激烈，但相比撤切尔时代的更新方式，这

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具体操作方式上的公平

和效率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或许这些批评正

是这种演进机制发展的内在动力。圈

[注释]
①原有的10个城市开发公司继续运佑梅杰政府在1992年一

1993年又增加了两个规模非常小的公司。但是所有的12个

城市开发公司在1998年全部结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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