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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城市化的进程孕育现代工业文明 ,对推动经济、社

会、科技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 ,城市化也直接和间接

地带来了交通拥挤、噪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

一系列问题 ,直接威胁城市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论文调查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分析资源、环

境、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这些当前影响城市健康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此基础上 ,探索把可持续发展的一

般原则运用到指导城市化进程 ,从而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

护生态平衡 ,使城市在“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达到可持

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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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

的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经济经历了空前的发展速

度 ,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建立了现代的工业文

明。然而 ,这些财富和文明的取得 ,除了人类自身的

聪明才智之外 ,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并产生环

境污染 ,破坏生态平衡 ,威胁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地

球。特别是过去半个世纪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 ,人

口的剧增 ,自然环境日益恶化 ,使人类从企图主宰地

球 ,驾驭自然的“人定胜天”的幻梦中醒悟过来 ,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历程与社会经济行为 ,探索新

的发展道路。 1992年 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 ,会议通过了《二十

一世纪议程》 ,确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战略——可

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人口众多 ,尽管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有限 ,

以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 ,承受着世界上庞大的人口

和快速的经济发展。 21世纪中国是靠可持续发展立

足世界民族之林 ,还是为自毁家园的短期行为而消

亡 ,无疑我们只能选择前者
[1 ]

。紧跟世界环发会议之

后 , 1992年 7月 ,中国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就着手组

织编写《中国 21世纪议程—— 中国 21世纪人口环

境与发展白皮书》。 1994年 3月 25日 ,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 21世纪议程》 ,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提升到战略地位。

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和标志 ,城市也是现

代人类生存空间的无奈选择。 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

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也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 图

1、图 2分别反映了我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城市人口和城市化发展。 经济建设是中国政府一切

工作的中心 ,面对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的压力 ,以及

人民提高生活品质的追求 ,如何在城市建设中落实

《 21世纪议程》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

1　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

的进程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从 1978年至 1998

年 ,全国城市数由 223增至 668个 ,城市人口从 1. 7

亿增长到 3. 8亿 ,城市化水平也从 17. 9%升至

30. 4%
[2 ]

。据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3 ]

,

至 1990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率已达

11. 6%至 14. 7% ,也就是说 ,若加上隐性城市化 ,城

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40%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城市

环境、经济和社会带来许多方面困难。

1. 1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恶化

由于加工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环境污染非常严

重。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大中城市空气污染出现

煤烟 -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 ,对全国 93个城市的

调查显示 , 52. 3%的北方城市和 37. 5%的南方城市

二氧化硫污染超国家二级标准 ; 36. 2%的城市氮氧

化合物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 72%的城市降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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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8～ 1998年中国 GDP成长 (当年价格 )

图 2　 1978～ 1998年中国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

超国家二级标准 (见 1997年全国城市状况公报
[4 ]

)。

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是参加全球城市大气污

染监测的城市 ,这些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

处于 200～ 550μg /m3之间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3～ 9倍 , 5个城市全被列为世界 10大污染城市 ,而

事实上 ,这 5个城市在国内只是一般的污染水平。太

原市的污染指数还要高出上海市 80% ,本溪曾被称

为卫星观测不到的城市。因 SO2的污染导致我国酸

雨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29% , 75%的南方城市出

现了酸雨。水环境质量也日益下降 , 1997年全国污

水排放量达到 419亿 t ,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27

亿 t,有 45%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全国 7大水系

中有一半河段被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 , 86%的城市

河段水质污染超标 ,城市噪声污染严重 , 70%城市

的居民区 , 80%城市的居住和商业混杂区噪声污染

超标。城市人口的膨胀 ,生产结构 ,居民生活消费方

式的转变 ,使城市垃圾排放量逐年增加 ,形成垃圾围

城现象。 1997年城市垃圾粪便清运量 1. 38亿 t ,只

有 0. 76亿 t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城市地下水源也因

此开始受到污染的威胁。 今年发生在西北地区的沙

瀑、北京出现的泥雨、南海泛起的赤潮都是由于环境

污染造成生态系统破坏的结果。

1. 2　资源短缺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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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归根结底是资源的投入和产品与服务的产出 ,

城市发展也需要资源。 制约城市化资源包括土地资

源、水资源和能源等 ,水资源的短缺是目前中国城市

化面临的主要障碍。中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由于人口

众多 ,资源人均占有量却非常小 ,许多方面大大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

水平的 1 /3,这意味着要用世界上 7%的耕地去养活

世界 20%以上的人口。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 14. 3% ,淡水为 28. 1% 。中国水资源十分

贫乏 ,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

区的城市存在严重的缺水问题。 全国有 300多个城

市缺水 , 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5 ] , 4 000万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困难。中国工业因缺水每年损失 1 200

亿元 ,农业缺水灌溉每年减产粮食 350亿 kg[ 1]。

1. 3　生产技术落后 ,经营管理粗放

中国一方面资源短缺 ,另一方面却由于技术落

后和管理粗放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例如生产一吨钢

发达国家一般只需要用水 280 t,美国采用再循环技

术每吨钢只需耗水 14 t,我国一般在 400 t左右。我

国单位 GDP能耗 ,单位产出 GDP消耗钢、铜、铝、

铅、锌等资源的消耗量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倍以

上 [1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的财富由已形成

资产、人力资源、自然资源 3部分组成 ,如果这 3部

分比较均衡的话 ,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强。我国已形成

资产、人力资源、自然资源 3部分的比例是 18 73 

9,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 16 64 17。表 1给出我

国能源使用效率和单产 CO2排放与其他国家或地

区比较的情况 ,中国以资源高消耗和对环境高污染

为代价来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是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

表 1　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能源效率、单产 CO2排放对比

单位能耗生产 GDP 单位 GDP的 CO2排放

国家或地区
美元 ( 1 kg当量原油 )- 1

1980年 1995年

　 k g ( 1美元 GDP)- 1　
1980年 1995年

中国 0. 3 0. 7 10. 9 5. 5

中国香港 5. 3 5. 4 0. 5 0. 4

巴西 3. 4 2. 7 0. 7 0. 8

法国 4. 1 4. 3 0. 6 0. 3

意大利 4. 8 5. 5 0. 6 0. 5

日本 5. 5 6. 1 0. 5 0. 4

韩国 1. 8 1. 8 1. 7 1. 5

马来西亚 2. 4 1. 9 1. 2 1. 7

俄罗斯 0. 5 0. 5 - 6. 1

英国 2. 8 3. 5 1. 0 0. 7

美国 2. 1 2. 6 1. 2 1. 0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1998 Wo 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47～ 149

1. 4　基础设施薄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活便利、健康、空气质

量、安全水源、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具有密切关系。

当城市基础设施超过负荷 ,城市化将面临严重障碍。

面对迅速发展的城市开发和人口增长 ,城市交通、给

排水等设施业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瓶颈”。

虽然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

但是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 在很多城市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吃水难、乘车难、行路难。 城市水

厂供水能力差距较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 1997

年人均供水能力 (包括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 )只有

129 t ,而且供水普及率只有 95% 。每人拥有下水管

道只有 0. 6 m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很低 ,处理率只能

达到 20%。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只有 5. 5 m
2
,城市道

路 7. 84 m2 ,发达国家都在 10 m2以上 ,如蒙特利尔

为 72 m
2 , 新加坡为 24 m

2 , 大坂为 15 m
2 (见文

[ 6] )。 1997年城市垃圾清运量 1. 38亿 t ,无害化处

理量 0. 77亿 t ,无害化处理能力只能达到 55% [4 ]。

2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模式

2. 1　由“追求增长”到“注重发展”

建设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生动活泼

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 ,是城市建设管理者的重要

任务。城市是人类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全球 21世

纪议程 [ 7]指出: 人类住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改进社

会、经济和环境总体质量 ,提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

境状况。 联合国人类聚居议程和伊斯坦布尔宣言 [8 ]

指出 ,人类住区的发展要在保持与环境协调的条件

下 ,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进步。

我们研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还有必要区

分“增长”和“发展”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仅代表数

量上的增加 ,如道路 (长度 )、住房 (面积 )等 ; 而发展

则意味着生活品质 ,如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就业机

会、工作生活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就

是如何在谋求“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增长”的依

赖 ,比如 ,解决交通问题 ,可以通过增加道路和车辆 ,

也可以在社区规划和发展项目中 ,对居住、工作、商

业、娱乐等功能区优化布局 ,减少对道路和交通的需

求量。优秀的规划意味着对土地、水、能源、原材料的

节约和高效率利用 ,意味着减少垃圾和环境污染。

2. 2　由“以人定地”到“以地定人”

城市环境容量 ,土地等资源承载力是有限的 ,环

境容量是指在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及一定生存质

3张智慧 , 等: 　推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量条件下 ,区内经济所能承受和供养的最大人口
[9 ]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质

量的要求是不同的。一定时期内 ,对生态与生存质量

的要求越高 ,则环境容量就越小。城市的环境容量由

城市土地承载力与环境适度人口来确定 ,土地承载

力是可供建设用地数量与容积率的积 ; 环境适度人

口根据环境承受力而定 ,虽然对环境条件还无公认

的标准 ,但可通过对人口密度、人均资源量 (水、绿

地、建筑面积 )、污染程度、灾害频率等设定一定的限

制 ,来估计环境适度人口。

一般来说 ,各种城市环境问题的产生大都和城

市人口膨胀、经济迅速增长以及政府规划管理不善

有关。 Shim用“规模过度假设”来解释城市环境退

化的问题 [10 ]。 他指出 ,由于人口压力以及政府规划

与管理不善 ,导致城市发展超过其自然和生存环境

的承载力 ,因而造成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挤和环境质

量的下降。

城市规划编制以城市规模预测为依据 ,而城市

发展受到土地、水等资源的制约 ,其规模并不是可无

限扩张的。当前 ,在预测城市规模制定城市规划中必

须改变用人口发展规模测算城市用地需求的“以人

定地”的思维模式 ,树立“以地定人”的观念。即根据

区域可供建设发展的土地资源的数量、水资源的数

量等 ,作为城市规模发展的约束条件 ,再辅以其它方

法具体测算城市的合理容量及分时段规模 [11 ]。

2. 3　由“产业观念”到“生态意识”—环境承载力为

前提

　　传统的城市化观念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

础 ,城市化是产业和商业活动聚集的结果。这种观念

把人们带向用扩大城市产业 ,创造城市就业机会来

推动城市化进程的路线 ,而忽略了自然环境对城市

不断扩张的约束。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首先是从

自然界获取原料 ,通过劳动加工变成人们所需要的

产品 ,然后经过分配、流通、消费 ,又将生产和生活的

废物排入环境 ,参与自然界的循环。城市化肥的生态

代价触目惊心 ,根据瑞典生态经济学者 Ca rl Folke

的研究 ,每 km
2
的城市面积 (平均人口约 1万人 )需

要 18 km2的林地 , 50 km2的耕地 , 133 km2的海洋

来提供和生产其所需的自然资源产品 ,另外需要 11

～ 30 km
2的耕地 , 48 km

2的内陆水面 , 30～ 75 km
2

的湿地以及 354～ 870 km
2
的林地来吸收排放的废

物 [12 ]。如果城市化不能走出这种资源掠夺和生态环

境杀手的恶性循环 ,其所带来的任何繁荣和进步都

经不起推敲 ,从而变得毫无意义。

由产业观念转变到生态思维并不是否定发展产

业 ,而是倡导我们根据国情和当地情况 ,在充分考虑

自然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前提下 ,选择适当产业方

向 ,优化产业结构 ,使城市得到持续的发展。 所遵循

的原则是: 1)发展规模≤环境的承载力 ; 2) 可再

生资源利用≤再生的速度 ; 3) 不可再生资源的利

用: 循环使用、保护、寻求替代 ; 4)污染排放≤自然

降解和净化能力。

2. 4　协调发展: 由“局部利益”到“系统思维”

一座城市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子系统 ,也是

地球的一分子 ,同时城市内部又在空间和功能上形

成许多的子系统。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持续不

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 城市的发展

除了要求城市内部的各系统和谐外 ,也要与外部环

境和谐 ,要摒弃只顾局部利益 ,不顾全局利益 ; 只顾

眼前利益 ,牺牲长远利益的做法。以系统观念考虑城

市发展也是可持续发展有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原

则的体现。

城市的发展是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 3个方面

的延续和动态平衡 ,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

城市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之

上 ,还要考虑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经济持续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和目标 ,环境的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
[13 ]

。环境可持续发展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

护 )、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已列入中国

21世纪议程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

战略。

2. 5　系统、有层次的基础设施建设

通常基础设施分公用设施、公共工程与其它交

通设施 3类 ,公用设施包括电力、通讯、给排水管网、

垃圾回收处理设施、燃起管网等。 公共工程包括道

路、水坝、隧道等。其它交通设施包括地铁、港口、码

头、机场等 [14 ]。 Bartone把城市环境分为家庭 /工作

场所、社区、都市区、区域和全球 5个层次
[15 ]

,在不

同的层次都存在各自的环境问题 ,需要相应的基础

设施 ,如图 3所示。

1998年 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中国环境与

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中

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温家宝在会议上

指出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继续加深 ,我国部分地

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 ,我们在扩大内需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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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影响范围与基础设施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灾后重建的工作中 ,都把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作为重点。在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

设中 ,加强了城市环保建设 ,特别是大中城市污水和

垃圾处理、供水、供暖、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1998年

中央发行 1000亿元特别国债 , 280亿元将用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16 ]

。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 ,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

化和城市化 ,城市化最重要的基础是基础设施的发

展。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系统 ,

使之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是当前城市建设的重

要问题。因为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环境保护、经济和

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协调和配套城市

基础设施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

2. 6　清洁生产: 由“管尾治理”到“源头控制”

清洁生产 ,按照联合国环保组织 ( UN EP)官员

J. A. La rderel的定义 ,即采取积极的方式 ,从源头

着手防止对空气、水、土地的污染 ,减少垃圾的产生 ,

减低环境污染的风险 ,减少对资源包括能源和水的

使用 [17 ]。 如果不在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引入洁净技

术 ,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为洁净生产从根本上

改变资源消费和使用方式 ,遏制污染的形成和废物

的产生。 在控制污染上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

样 ,主要采取“管尾” ( EOP即 end of the pipe)治理

的被动方式。 这种方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生

产线的末端 ,建立污染处理设施 ,购置设备 ,也只能

减轻污染 ,而不能达到根除。

清洁生产倡导对现行“线性”生产方式的改进 ,

如图 4所示。 许多发达国家都在推进“清洁技术”发

展 ,从产品设计、资源选择与利用、生产过程革新来

控制工业污染。清洁生产的作用: 1)能有效地防止

甚至能消灭污染 ; 2)减少污染治理和废物处理的

成本 ; 3) 使资源更有效和充分利用 ,提高产品质

量、生产和管理技术 ; 4)在未来人们环境意识不断

增强的情况下 ,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图 4　线性生产过程的改造

3　结　论
城市的发展受许多因素制约 ,中国已进入城市

化的高速发展阶段 ,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资

源紧缺、基础设施薄弱、工业技术落后和经营管理粗

放。 这些障碍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威胁城市本

身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的城市

须根据本身资源、所处的环境及所处的发展水平或

发展阶段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和发展战略。 结

合我国国情 ,把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指导

城市化进程 ,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它包

括: 1)在发展标志上由片面“追求增长” 转变到“注

重发展” ; 2)城市规划以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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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摒弃“以人定地” ,树立“以地定人”的观念 ; 3)

在选择城市发展动力上 ,由“产业理论”过渡到“生态

意识” ; 4)以系统学的原理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

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协调城市功能和基

础建设 ; 5)在城市的生产和消费中运用推广“清洁

技术” ,尽力从资源利用、生产过程的环节防止环境

污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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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e process o f urbaniza tion, which has fo ster ed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play s v er y impo rtant role in

economic, socia l,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 gica l development.

It how eve r, dir ectly or indirectly , bring about problems

such as traffic jam, noises, environmenta l po llution,

resour ce deprecia tion and ecolog ical de terio ra tion, creating

g r ea t pressures on heal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even affect

th e sustainability of who le economy. The study in this

paper pr esents the ma jo r problems that China is now facing

in th e pr ocess o f urbani z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ma jo r

restr aints that im pede th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deg radation, damages to

eco system, shrinkage o f resources, poo r ly functioned

infrastr uc tures, outda ted techno logies in production.

Detailed discussion has been made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rbanization.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to fo rmula te mo re sophistica ted

po licies and st rategies in resource conserv ation and

envir onment pro tection, and to ensure urban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a rr ying capacity o f envi ronment.

Key words: urbaniza 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ecolog 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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