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将继续城市化。要想知道2020年的疫情是否会

导致人口结构的永久性变化还为时尚早，但从长远来

看，我们仍然可以做一定的预测，未来10年，世界将进

一步城市化，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56.2%达到2030年的60.4%。未来10年，每个地区都

会更加城市化，不过，已高度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增长

速度将会放缓。96%的城市增长将发生在东亚、南亚

和非洲的欠发达地区，其中，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这

三个国家将占2018年至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总

数的35%。

2.	 城市的重要性体现在全球发展政策中。自2015年

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若干重要协议，以指导发

展。《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新城市

议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共同构成了成员国国际发展政策、建议、目

标、目的和指标的支柱。在这些文件中，地方政府被认

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城市的作用贯

穿于各种协议之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11”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维度。

3.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终结。尽管早期的建

议认为，城市密度与疾病传播相关，但即使病毒对农

村和小型社区造成严重损害，首尔、新加坡、东京，甚

至早期疫情的中心纽约等人口密集城市，其相对成功

的疫情控制能力令人备受鼓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过度拥挤才是主因，而非人口密度。

	 在城市地区，解决过度拥挤问题，并在家庭、商店、就

业场所和公共交通上保持可接受的卫生水平至关重

要。在卫生设施不足的过度拥挤地区，地方政府必须

努力在公共空间和公共交通上提供卫生基础设施，以

降低健康风险。健康应成为城市规划和治理的新指导

原则。疫情让人们渴望更多的户外公共空间，刺激着

城市去采取更多革新措施，例如设置更多禁止汽车通

行的街道，让人们拥有更多步行、骑行和就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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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经济繁荣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

程》，以及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恢

复过来提供基础。没有健康的城市经济和照顾贫困人

口的经济发展政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

标，特别是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的目标将难

以实现。有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精心规划和管理

的城市化才可以帮助各国加速经济增长，并通过创造

高效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架起

通往全球市场的通道。恢复城市经济对帮助各国摆脱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衰退至关重要。

5.	 城市化仍将是全球增长的动力。但鉴于城市化的速

度，要将城市化作为一种真正的变革过程，充分实现

其价值，还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划、管理和治理。全球发

展议程等国际性政策将为这一进程提供积极的指导，

但必须结合当地情况加以调整，确保政策的连贯性。

鉴于地方政府在执行议程方面发挥的作用，应将其观

点应纳入国际讨论。

6.	 城市化的价值应对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群体具有包

容性。城市地区是异质化的场所，居住着极其多样化

的群体。富裕精英阶层与贫民区居民的住所可能近在

咫尺。土著居民、难民、移民，以及具有不同身份和取

向的人都在城市地区共存。当城市能够对每一个群体

的特定需求做出反应时，城市化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不同群体可以在城市中找到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有

时彼此冲突，有时则和谐无间。

7.	 利用密度，但需防止拥挤。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城市密

度与较高的病毒传播速度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人们在

城市及其周边生活、工作和旅行的方式，城市在很大

程度上是脆弱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城市密度增

强了提供服务的能力，它支持在提供关键公共服务（

如卫生保健和其它必要基础设施）方面的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和过度拥挤联系在一起的缺乏规划的密度

增加了病毒迅速传播的风险。

8.	 城市可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水平，

即使正经历人口结构转型。从南半球的青年潮，到北

半球与老龄化相关的“银发海啸”，城市正在经历人口

结构的变化。因此，政策（例如，计划生育、教育和劳

动参与率）及城市和国土规划进程必须以数据为驱动

并参考分类数据。这种方法是利用城市人口红利的关

键，也是确保老年友好型城市“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

关键。

9.	 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潜力必须支持可持续发展，并

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中断了一成不变的消费模式，如短途航空旅行和

碳密集型供应链，政府可重新评估未来的增长和消费

模式，以缓解气候变化，从而确保实现包容性的繁荣，

让人人都能获得机会。

10.	城市绿化倡议提高了城市化的整体价值，但决不应加

剧城市的不平等和社会脆弱性。这些倡议还有许多协

同效应，可支持同时实现多个发展目标，从而提高城

市化的整体价值。《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强调建设包容性的居住环境，为所有人（而非少数

精英）释放城市化的环境价值提供框架。

11.	只有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的需求，才能实现可持续城

市化的环境价值。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述，

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的需求，意味着要在当地规划过

程中创造机会，反映他们的观点。要利用可持续城市

化的价值，就必须在整个城市地区实现环境效益，惠

及城市人口的每个部分，特别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

在任何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关于城市公共用地、大气

公共资源、公共空间还是资源的使用，都必须有城市

贫困人口的代表，并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

12.	在城市环境中创造环境价值的倡议有很多，但结果取

决于执行。城市化的环境效益取决于如何规划和管理

城市。确保程序适当，并接纳多方观点，这是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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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这些要求已载入《新城市

议程》。例如，在更传统的交通和废物管理干预措施之

外，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及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产

生环境效益的潜力的深入理解，需要与绿色士绅化如

何造成城市排斥的认知相平衡。

13.	政府理念应从“平等”转为“公正”，消除系统性障碍。

无论住房、教育、交通，还是其它市政服务，公正的概

念均认可再分配机制，从而公平且更加有效地利用资

源、技能和机会，针对最弱势群体给予最高级别的支

持。要充分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社会价值，找出并解

决造成排斥和不公正的根源至关重要。例如，公正的

经济适用房政策应侧重于贫民区和非正规住区，或针

对历史上被士绅化或因房地产投资遭到拆迁的社区。

14.	性别“主流化”可解决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问题。女权

主义的城市规划方法包括将性别视角应用于所有公

共决策的“性别主流化”思想。维也纳在预算、政策和

资源分配方面实行这一做法已长达20年，而卢旺达是

世界上女性议员比例最高的国家。

15.	城市应制定框架，适当融合移民，给未来带来繁荣。即

使在移民问题上存在政治分歧，地方政府仍处于移民

问题的前沿，可通过设立“接待部门”为难民和移民的

到来做好准备。如果城市和地方政府的考虑比人道主

义紧急关怀更长远，则应将移民视为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需要在住房、就业、教育

卫生、安全保障、社会保护以及赋予移民归属感等方

面实施有效的整合方案。

16.	创新和技术在城市地区发挥着多方面作用。如今，颠

覆性技术和管理城市的新方法是城市经验的根本，它

们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治理方式。同时，

技术不能取代公民对邻里交流和城市事务的参与。技

术只有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技术不是改

善治理、规划、运营和管理的替代品。

17.	真正的智慧城市以人为本。市民是城市最大的资源，

因为他们为创新提供了新想法，充当城市的观察员，

帮助监督基层的情况，让城市更积极地设定优先事

项。智慧城市的科技创新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驱动。

18.	地方政府应培养能力，以有效管理、部署和规范技术

的使用：城市应积极主动地获取用于公共用途的技

术，也应主动对颠覆性技术采取监管措施，例如，如果

对交通类初创企业放任不管，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交

通拥堵等负面效应。城市需要能获得数据，拥有管理

数据的能力，遵守数字化发展原则，从构建开放数据

和开源生态系统中获益。为了提高潜在的收益，城市

应发展开放的数据门户、城市创新实验室、编程马拉

松、创新挑战赛、城市—大学项目等，支持研究工作和

本地数据科学。

19.	在各城市和地区动员力量，让2030议程和《新城市议

程》实现本地化。应将本地化战略纳入从国家到地方

层面的所有计划、方案和预算主流之中。城市需要将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作为指导其政策和

规划的参考框架，并确保实施的连贯性和一体化。各

国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动中整合并加强稳健

的本地化方法，使这些全球性承诺符合本国国情。

20.	各国应创造扶持性的制度环境，有效释放可持续城市

化的价值。有效的放权政策可提高地方政府追求可持

续城市发展的能力。为了解决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责任

的增加与分配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之间严重不匹配的

问题，应特别注意财政放权，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支

持城市投资。

21.	让强有力的都市区治理成为新城市治理的关键要素。

各国政府应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地域情况实施大

都市治理，而不仅仅是武断地对应辖区边界，为此应

确保地方和区域政府都参与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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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证“行动十年”期间的资金充足，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11”、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维度和《新城市议

程》的关键。随着世界进入“行动十年”，决策者必须积

极行动，支持对城市基础设施（有形资产、人力资本、

制度、创新和技术）的充分投资，确保城市和人类住区

安全、包容、有韧性和可持续。要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

价值，就必须在投资方面加快行动。

23.	准确评估需求是可持续城市投资的基础。城市政策和

投资应以实据为基础，以现实的可监测目标为基础。

准确估计城市投资应该是各级政府追求可持续城市

化的出发点。在考虑城市投资带来的大量短期和长期

利益时，应始终将这些估算与之并列处理。每个国家

的需求和潜在的筹资来源组合都是独特的，一些国家

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援助来制定国家改革议程，将基础

设施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另一

些国家可能需要技术援助来协调各发展伙伴在基础

设施开发和维护方面融资方面发挥互补作用。

24.	城市需要稳定、可持续的融资渠道。当城市拥有多样

化的收入组合和较好的创收能力，可利用各种工具和

创新的融资机制，如集合融资、混合融资、绿色市政债

券和土地融资工具等，才会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城市

地区拥有巨大的资产，可用于投资和发展当地经济。

地方政府还必须找到办法，将创收和持续的城市增长

联系起来，以实现地方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赋予

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内生潜力的能力，创新性地增加和

多样化收入来源。这种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将增强地方

自治能力和长期可持续性。

25.	城市可以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转化为“重建更美好

未来”的机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凸显了城市

规划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平等，从分配过多的公

共空间给汽车到住房条件拥挤、非正式居民点卫生设

施不足。公共卫生措施的需要，如保持社交距离和勤

洗手，凸显了消除城市贫困、改善住房和基础设施的

紧迫性，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新城市议程》，为实施这些必要措施提供了独特

的框架和机会。

26.	呼吁采取行动，做出承诺，实施《新城市议程》。作为实

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基础，人们对于《新城市议程》的实

施应有紧迫感和长期承诺。不作为和拖延的代价非常

大。在“行动十年”期间，需要迅速加快步伐，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27.	有效实施《新城市议程》将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价值。

有效的行动框架可以大大增加可持续城市化的价值，

特别是通过构建支持性的城市治理结构，规划和管理

空间发展，以及采取有效的实施手段，如充足的融资、

能力发展、信息、技术和创新。专门的区域行动计划可

与来自城市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地方倡议相互补充，共

同提升人们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认知、热情和接

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