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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国外宜居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 汪广丰

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探索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都是

用跳出去另建新城的办法，迄今看也是成功的、有效的。

从宜居城市评价的国际权威机构评选结果来看，温哥华

（加拿大）、新加坡城（新加坡）、维也纳（奥地利）、墨尔本（澳

大利亚）、苏黎世（瑞士）、日内瓦（瑞士）、法兰克福（德国）

等城市凭借宜人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经济环境、高效的交通

网络、完善的公共设施网络等多次被评为宜居城市。其中温

哥华地区自1996年来开始实施“宜居区域战略计划（LRSP）”，

获得了较大成功，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加坡

以其“城市建在花园中”的绿化建设、“居者有其屋”的安

居计划连续 10 年被评为最适宜亚洲人居住的城市 ；墨尔本

则凭借其现代的城市繁荣和田园般的城市风光，数度蝉联

EUI 评选的世界最佳居住城市。

从宜居乡村建设来看，韩国新农村运动通过公共环境、

公共服务设施的全面改造实现了农村社区居住环境质量“数

倍的”提升；欧盟通过提高农村社区安全度、保护自然环境、

增加商业等服务设施，实现了旧村落的复兴。

一、加拿大温哥华宜居建设

温哥华是加拿大的工业中心，人口 190 万，是加拿大第

三大、西部最大城市，同时也是北美第二大海港和国际贸易

的重要中转站。温哥华是一个把现代都市文明与自然美景和

谐汇聚一身的美丽都市，拥有很多大型的公园、现代化的建

筑、迷人的湖边小路、保存完美的传统建筑。怡人的气候和

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使它成为最适合享受生活主义者的乐

园。1986 年，温哥华在庆祝建城 100 年的同时举办了世界

博览会，从此知名度扶摇直上，近年又多次被国际机构评为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2003、2004 年被美洲旅行社协会

授予“美洲最好的城市”，2004 年被国际城区协会授予“城

区建设奖”，2005 年被英国经济学家智囊团（EUI）授予“世

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温哥华的宜居建设的具体工作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1. 保护绿色地带（protect the green zone）

保持大温哥华地区的生态特色，绿色地带主要包括公园、

供水区、自然保护区和农业地区等。对绿色地区的圈定确定

了大都市区长期发展的边界，同时为管理人口增长提供依据。

2. 建设完善社区（build more complete communities）

通过更多设施完善的社区的建设重塑区域增长。社区提

供更多的多样性、机会和便利，使居民的工作、生活与娱乐

无需长途旅行。通过都市区中心（Metropolitan Core）、区域

中心（Regional TowCenters）、自治市中心（Municipal Town 

Centers）等三类中心组成的多中心网络促进经济与社区平衡

发展。

3. 建设紧凑都市（achieve a compact metropolitan re-

gion）

将未来的发展集中在现有的市区中，支持社区容纳中高

密度居住区，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就近工作和居住，更好地利

用公交系统和社区服务设施，避免蔓延。

1970 年代以来温哥华宜居建设的主要内容

活动 时间 主题 内容

多种宜居社
区活动和

计划
1970~1983 宜居性

1. 广泛协商和地区参与式规划进
程介绍

2 .  温哥华市抗议高速公路通过
核心区

3. 1976年主办人类住区大会

英国哥伦比
亚的“规划
黑暗期”

1983~1989
经济调
控和政
府精简

1. 区域规划作为一个法定功能

2 .  发展服务作为一项地区权力
被许可

选择我们的
未来

1989~1996 宜居性

1. 计划与协商得以恢复

2. “创造我们的将来”

3. 地区发展策略在1995年被授权

宜居区域
战略计划
（LRSP）

1996至今
宜居的
区域

1. 保护绿色的区域

2. 建立完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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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交通选择（increase transportation choice）

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从而降低对私人

汽车的依赖。交通发展的重点依次是步行、自行车、

公交系统、货物交通，最后是私人汽车。

二、新加坡宜居建设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

一个热带城市岛国，面积为 699.4 平方公里，由 50

多个海岛组成，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 91.6，人口

468 万，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宜居城市、10 次当选最

适宜亚洲人居住城市。

新加坡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

1.“城市建在花园中”的绿化建设

1960 年代提出绿化净化新加坡，大力种植行道

树，建设公园，为市民提供开放空间 ；1970 年代制

定了道路绿化规划，加强环境绿化中的彩色植物的应

用，强调特殊空间（灯柱、人行过街天桥、挡土墙等）

的绿化，绿地中增加休闲娱乐设施，对新开发的区域

植树造林，进行停车场绿化；1980 年代提出种植果树，

增设专门的休闲设施，制订长期的战略规划，实现机

械化操作和计算机化管理，引进更多色彩鲜艳、香气

浓郁的植物种类 ；1990 年代提出建设生态平衡的公

园，发展更多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引入刺激性强的

娱乐设施，建设连接各公园的廊道系统，加强人行道

的遮荫树的种植，减少维护费用，增加机械化操作。

新加坡创建花园城市的设计思想和手段可以总

结为 ：采用非对称形式、建起绿色的覆盖层、为风景

点缀色彩、重视果树、建成公园网络、“软化”水泥

建筑、绿化已开垦的土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等。

2.“居者有其屋”的安居计划

从 196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初，新加坡为中低收

入阶层建成 62.8 万套组屋（单元式住宅），有 240 余

万居民住进这些组屋，占国民总数的 87%。1992 年

10 月联合国总部颁发的世界居住区大奖授予了新加

坡的淡滨尼新镇，标志着新加坡的居住环境已跻身于

发达国家的前列。新加坡的占总人口 90% 的低收入

者和 6% 的中等收入者住的组屋与私营开发商的商品

住宅有根本区别。在这个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的组

屋开发有严格的计划，通过周密的法规规章进行分配

性出售，并以强制性措施（在规定年限内）遏制其蜕

变为商品而进入流通领域。这种大众住宅的政策与措

战略 代码 指标 LRSP中的相关目标

保护绿
色区域

G1 绿色区域面积
从城市发展中保护绿色区域同时
寻求增加新的绿色区域

G2 农业保护用地面积
通过对城市区域的管理减少绿色
区域的保护压力

G3 农业部门销售总额
加强将农业作为区域经济基础
之一的规划

G4 绿色区域中新增非农居住
数量

减少绿色区域的保护压力

G5 濒危物种数量 加强区域生态的发育能力

G6 已完成的区域性绿廊（gre-
enway）长度

发展区域性的绿色网络，联系湿
地与山地生态环境

G7 保护区大小 保护区域生态的发育能力

建设完
善社区

B1
新增居住在增长集中地域
（GCA）内、外以及建筑类
型方面的数量和比例

寻求区域住宅类型的多样性

B2 新增居住在自治市中心和区
域中心的数量和比例

发展高质量、混合功能的城市中
心网络，增加廊的密度以支持规
划的公共交通服务

B3 区域住房供给的基准价格
在区域的每一部分寻求住宅类型
和成本的多样

B4 办公楼板面积在自治市和区
域中心的比例

通过一定等级的公共交通、社区
服务和文化设施建设发展高质量
混合功能的城市中心网络

B5 在家所在的次区域工作的劳
动力的比例

在整个区域寻求工作与居住的
较好平衡

B6 出租住宅占区域住宅总量
的比例

在每一区域寻求住房使用的多
样性

实现紧
凑都市

C1 GCA和GVRD人口增长总量
和年增长量

达到2021人口增长管理目标

C2 GCA内外有地基住房的数
量和比例

为有基地住房寻求更多机会，特
别是在GCA内

C3 次区域非住宅建筑的允许值
支持LRSP目标的商业投资的
分布

C4 穿越GVRD东部边界的汽
车数量

清楚穿过GVRD东部边界的等
级，它和Fraser谷地完善社区的
发展水平相一致

C5 GCA和GVRD总就业岗位数
和增长量

实现2006和2021年的就业增长
管理目标

C6 GCA和GVRD的区域排水干
线增长情况

通过G V R D的服务配送实施
LRSP

增加交
通选择

T1 汽车驾驶里程总量 增加交通选择以减少汽车依赖

T2 每户汽车拥有量 增加交通选择以减少汽车依赖

T3 区域合乘计划的参与情况 贯彻交通需求管理战略

T4 主干公路网长度 规划、实施限制汽车的交通系统

T5 拥有人行道的街道总长度和
拥有自行车道的街道总长度

加强地方街道以满足公共交通、
自行车和行人的共同使用

T6 通勤长度与时间
在整个区域寻求工作与劳动力
的较好平衡

T7 公共交通工具乘客总数与
人均

规划、实施公交导向的交通系统

T8 运输能力总量和人均增长
情况

规划、实施公交导向的交通系统

T9 交通模式比例
增加交通选择，实施公交导向
的交通系统

T10 儿童上学通过步行与其他交
通方式的比例

增加地方公交服务的种类和网络
以支持完善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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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

开发机构 ：这种大众住宅的开发机构是“建屋发展局”，

它负责小区的设计和建造，并且是最大的房地产经营管理者。

建屋发展局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加坡从一个充满贫民窟的、

房荒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住宅充裕的花园式国家。

供房对象 ：1960 年代初组屋的建造目的只为解决急需

用房的家庭，主要为出租。1964 年政府提出“居者有其屋”

计划之后，建造的目的逐步由出租转为出售。售房对象是家

庭月收入不超过 1000 新元的低收入家庭。随着国内人口平

均收入的增长，这个标准一直在进行修正。

分配与选择 ：建屋发展局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必须保证

组屋的分配对申请者是公平的。凡是符合《合格者条例》的

居民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申请。建屋发展局存有详细的

登记表，表明申请者的个人情况、要求住房类型和区域等。

建屋发展局根据登记资料制定建造计划。而后通过排队形式

进行选房。

保障制度 ：建屋发展局执行的建屋发展法规定，正在分

期付款的组屋居民不会因破产或不幸事件例如死亡或永远失

去工作能力而被剥削房屋所有权。1981 年 11 月颁布的《中

央公积金（修正）法 1981》强制实行住房保险制度。这种

社会保险可保证当房主遇到重大的意外事件时中央公积金将

偿还未付的贷款。

社区工作 ：为扶持社区健康发展，建屋发展局做了大量

工作。如举办各类教育班提高公民素质，组织清洁卫生和环

境保护等公益活动，让政府和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

有更多的沟通接触机会，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3. 高效道路交通系统

新加坡公共住宅区内的交通大多采用人车分行方式，车

行系统结合主要出入口和集中停车场布置，以住宅街坊为单

位，车行系统环绕于街坊以外，而步行系统则贯穿于街坊之

内，集中停车场（或多层停车楼）则通常位于小区入口处，

小区内居住环境相当安静。每个居住区或新镇都有若干条方

便的公交线路可供选择，公交分为住宅区内部的环绕线路和

对外联系线路两种。由于新镇公共住宅区通常规模较大，专

门设有住宅区内部环绕交通路线，起始点与终点重合（多设

在轻轨、地铁站点与购物中心），公交车价格便宜、又配有

空调，所以乘坐的人很多 ；另一类“长途”公交负责沟通与

市中心、主要公共区域的联系，大型起迄点和 MRT（轨道

交通）站点往往与购物中心结合设置，方便居民购物和交通

换乘。

4. 等级分明的服务设施布局

居民可以使用的商业与服务设施可分为三级 ：市场（小

新加坡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工作

时期 工作概括 主要内容

1950~1960年代
解决城市

拥挤

1. 1958年第一个总体规划诞生，强调通过土地规划实现合理的土地利用，标志着全方位持续改造时代到来

2. 1959年新加坡政府取代英国政府，提高生活质量和解决拥挤，成为政府议程上首要解决的问题

3. 提出绿化净化新加坡，大力种植行道树，建设公园，为市民提供开放空间

1960~1970年代

国家住房
供给和

现代城市
形成

1. 1960年成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公共住房（居者有其屋）计划迅速解决了城市的拥挤问题

2. 1960年代中期城市重建局（URA）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恢复工程建设

3. 制定了道路绿化规划，加强环境绿化中的彩色植物的应用，强调特殊空间（灯柱、人行过街天桥、挡土墙等）的绿化，
绿地中增加休闲娱乐设施，对新开发的区域植树造林，进行停车场绿化

4. 概念规划提出的分散政策将市中心居住和工业人口向外转移，店铺、办公楼、宾馆、豪华公寓取而代之，市中心通过城
市复兴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商业和旅游中心

1980年代
品质和 

特色增长

1. 城市政府工作中心转向城市形象塑造、生活环境品质提高方面

2. 提出种植果树，增设专门的休闲设施，引进更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的植物种类

3. 城市重建局兼作国家文化部门，保留具有建筑特色的老街区

4. 地区开发优先选用具有突出特色的城市设计方案

1990年代
21世纪 
新景象

1. 人口政策通过选择移民鼓励高素质人口增长

2. 对传统的法定用地和大量预留土地进行重新规划

3. 提出建设生态平衡的公园，发展更多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引入刺激性强的娱乐设施，建设连接各公园的廊道系统

4. 加大新技术在开发建设方面的应用，减少对开发区周围的限制

5. 通过住宅、娱乐、交通、文化多方面满足市民富裕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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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中心）、居住区购物中心、市中心商业中心。市场（小贩中心）

是分散在居住街坊之间的商业服务网点，以餐饮点、零售摊

点、超市为主，方便居民生活的最基本要求。市场（小贩中

心）的设计往往也结合相应的社区服务网点及休闲、活动场

所，其中设置的固定桌椅，5% 的桌子不配置座椅，以方便

使用轮椅的居民使用。购物中心兼具商业、文化、娱乐及公

交换乘功能，居民在购物中心基本可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并

设有超市、美容美发、餐饮、酒吧、公厕，底层共享大厅设

有电子游戏、喷泉、座椅、通告栏。

三、墨尔本宜居建设

墨尔本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雅拉河下游，是其第二

大城市，也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在 EIU 的世界最佳居住

城市的评选中，数次名列前茅。墨尔本面积 4360 平方公里，

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城市，该市建城之初就考虑到园林建设，

美化人们的生存环境。

1. 现代与古老、城市与田园的结合

墨尔本共有 404 多个公园，街道宽广笔直，现代化高楼

大厦于古老的英国式建筑交相辉映，清幽恬静的大小公园，

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这些建筑物之间，使这个城市既有现代化

的繁荣，又有田园般的绚丽风光。

2. 优先安排公共设施用地的居住区开发

墨尔本居民住宅开发之初，首先进行整体布局的规划，

政府认可后实施。在整体规划中，必须先划出道路、运动场、

公共绿地、幼儿园、学校、商店、高尔夫球场、泳池等等公

共用地。规划后以招标的方式出售，在出售之前，开发商必

须将道路修好，行道树种好，公共绿地的花草种好。因此，

房子尚未兴建，己经有宽阔平展、四通八达的道路、整齐的

行道树和草坪、花木等绿化雏形。

3. 精心设计与严格的公众听证会制度

墨尔本的商业街、步行街、广场、公园等都有很精心的

设计，城市雕塑也很有艺术水平。城市建筑极具个性，与周

围环境都结合得很好。建筑风格源于英伦三岛，不论是南半

球最高的教堂，还是考林斯街 ( 金融街 ) 的花岗岩、沙岩大

厦和街区拱廊，都是标准的伦敦式样。建筑基本上是灰色调，

城市家具都是深绿色，但有色彩鲜艳的的雕塑点缀，使城市

面貌既朴实又有现代活力。

墨尔本的规划管理有一整套严格的公示和听证会制度，

关于建筑的容积率、使用性质、建筑高度、建筑形式、绿化

率、建筑退线等方面的要求需要经过居民和单位同意。

4. 注重教育和文化推广

墨尔本被称作教育之都，墨尔本大学是全澳排行最老

的大学之一。中学更是世界闻名，这里的私立学校比率高

达 29.5%。中产阶级人士都乐意将孩子送到墨尔本去上中学。

这里的几所老牌贵族寄宿学校，有培养名流摇篮之誉，享有

英国伊顿公学同样的声名。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推

广多元文化最好的城市，每年的国际活动达 20 多个，从一

月份的澳网公开赛，二月份的国际航空飞行展、亚洲龙舟赛，

三月份的一级方程式车赛、亚洲食品节，一直到年底的爵士

音乐节。

四、韩国新农村运动——综合改造实现全
方位“宜居”

1970 － 1982 年间的韩国新农村运动是一次政府与地方

农民互动的、以发展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的社

会改革运动。自 1962 年以来，韩国开始大力推进工业化为

中心的经济方针，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但同时城乡差距

越来越大，人口大量流动到了城市，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

这就是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大背景。平衡城乡发展状况，从根

本上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

农村的宜居性，是这次运动的宗旨。

具体的工作内容包括 ：

1. 公共设施建设

道路建设 ：采取了农路改建、新农村道路建设和小桥梁

建设等措施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对河道设施进行完善和

环保设施进行整改 ；公共利用设施是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关注

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会馆、乡镇仓库、公共作业场、公共

建筑、新农村幼儿园、小吃供给设施、僻地路线开发等。

2. 公共环境改造

针对居住环境的改造，包括农村住宅改良、聚落结构改

善、农村厕所改良、下水道建设等措施的实施，对改善农村

居住环境均合理而有效。

3. 社会经济文化改善

积极为居民考虑增加收入项目的开发，并适当予以财政

支持 ；充分完善文化福利设施的配套，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体系 ；普及农村“信息化”，积极鼓励农村使用“数字信息”

设备和技术，并提供一系列示范和技术支持。

4. 培育新型农民

通过农村地区农民的自主参与和共同协作，基本上完成

了农村居住环境改善、经济发展等既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培

育了地区农民积极向上的新理念和自信心。

（作者单位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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