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每年，各大媒体世界宜居城市的评选都会引来围观和争议。因
为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个“争吵声音不断”的领域，而评选一个城
市是否宜居，其标准都有其主观性。比如，榜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的英国生活方式杂志《!"#"$%&》，在评选年度宜居城市时通常综合
城市整体安全度、城市建筑、公共交通、环境问题等进行考量，去年
的评选又额外考量了城市独立书店的数量等细节。而另一家在宜
居城市方面有一定话语权的《大都会》杂志，对宜居城市重点关注
的则是城市的住房、交通、可持续性和文化，以及房租、上下班时
间、给予艺术家的资助以及绿地空间等元素。
当然，宜居城市的排行榜每年也都在更新中。但总有一些城市

处于各大榜单前列，因为从二战之后的重建开始，建筑和规划大师
们已经着手，因地制宜为其勾勒了近乎完美的城市架构。而另一些
城市虽然还没能排在榜单的前列，但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改造更新
设计开始奋起直追，成为老牌宜居城市的有力竞争者，潜力不可小
觑。还有的城市虽然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稀缺的
窘境，却依然能够通过设计和规划创造宜居的奇迹。

哥本哈根!单车上的人性化城市

打开任何一份全球宜居城市的榜单，都不会少了哥本哈根的
名字。这个位于丹麦西兰岛东部，隔着厄勒海峡和瑞典重要海港马
尔默遥遥相对的城市，从 '(()年以来，已经三度被《!"*"$%&》评选
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二战结束之后，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为了迅速恢复在战争中
被破坏严重的城市，丹麦政府也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
丹麦城镇规划协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办公室对当时哥本哈根
地区的 '+个城镇提出了一份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该办公室于
,+-.年完成了这一极具创新精神的任务，首次使用了“大哥本哈
根”这一概念。由于人们发现规划图酷似手的形状，于是人们便把
它称为“手指规划”。实际上，“手指规划”建议只是一份由民间提出
的方案，并不具有任何法律地位和效力，但它所关注问题和提出建
议的意义却远超出了其本身。一方面，这份“手指规划”中所提出的
原则和主要设想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为哥本哈根未来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反对城市以“摊大饼”方式向外蔓延的
主张，也在多年之后被官方规划者所采纳。在人类探索生态环保、
优美和谐居住环境，探索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今天，“手指规划”的影
响和意义依然清晰可见，也为后来的“人性化城市”规划理念做了
很多铺垫工作。

事实上，与很多城市一样，哥本哈根也曾受到现代机动交通的
影响，机动交通的猛增使得市中心的商业环境质量下降，公共开放
空间也不断受到侵蚀，传统的城市生活日渐消失。居住在市中心的
市民开始往郊外迁移。而自上个世纪 /(年代起，丹麦规划大师提
出的“人性化城市”规划理念逐渐在哥本哈根的城市规划中得到实
践，这一切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多年以来，哥本哈根规划师们坚持以“人”为中心，合理的空间

结构、集约的土地使用、混合的功能布局减少了居民不必要的交通
出行，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和慢行
交通。另一方面，官方制定了限制机动交通的低碳发展策略，采取
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模式（012#3405"146*02067 7686%"9!

:6#0），即城市土地使用和开发强度的空间模式与快速公共交通网
络的服务水平相结合，在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沿线形成高强度开发

地带，并在轨道交通周边地区采取更高强度的混合用途发展，为更
多的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方式提供有利条件。

所以，在哥本哈根城市的街道上，人们所看到来来往往的不是
大量的汽车，而是行人和自行车。规划完善的自行车道、可以戏水
休闲的干净港口、四处可见的公园绿地，以及实践居住正义的社会
住宅，让人们在这里充分享受慢生活的乐趣，在细节上体现了哥本
哈根“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理念。

此外，根据市政厅建立生态都市的愿景，学校、养老院等公共
机构的餐厅食材采用有机食品的比例达 +(;以上。

据媒体报道，哥本哈根的城市规划被证明相当成功，越来越多
的城市，比如纽约、新加坡、东京以及维也纳等，如今都在模仿哥本
哈根<着力于设计更加智能的街道、密布的自行车道以及小型公共
空间。

柏林!反思之上的重构

德国柏林也是老牌的宜居城市，常年徘徊在各大宜居城市榜
单上，偶有起伏，但很少跌出排名的前十位。
柏林之所以能成为宜居城市，要追溯到上世纪 .(年代。彼时，

德国著名建筑学者，建筑师约瑟夫·保罗·克雷赫斯（="36> ?2@%

A%6BC@63）在柏林进行相关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实践之后，提出
了在反思之上重构城市规划的理念：“住在城里，批判的重构，谨慎
的城市更新”。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城市规划是要让人在城市当中
生活，负责规划的人要向传统城市学习，把它的空间关系学过来，
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当前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同时，对城市空
间进行重构时，要谨慎遵循原有的特质、规律来发展。其中，这种谨
慎包含几条城市更新的原则：首先，街区要小到 ,((米甚至 ,((米
以内。街区和街道要形成高密度状态，以促进便捷的街道生活。社
区要形成形式上的封闭、实质上的开放的状态。

约瑟夫·保罗·克雷赫斯认为 ''米是一个檐高黄金数字，街道
断面最漂亮的是街道 ''米宽，周边的房子 ''米高。他同 ,/(多个
建筑师一起，以此规划理念作为圭臬，在柏林做了充分尝试。不同
的建筑师在里特大街做了 ''米檐高、有院落、遵循原来的街坊结
构与居住混合的理想的住宅组群，成为这种理念最典型的实践案
例。

把城市街道、街坊尺度控制在人步行可达范围内，柏林在这一
点上做得非常成功。柏林市的大区面积有 )+,平方公里，拥有 D-(

万人口和 ,))万居住单元。D-(万人口中，大约 -';是年轻的单身，
他们占据了 ,,(万套单身住宅。这样的人口结构也影响到了柏林
的规划。
现在，柏林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工业产业迁出

柏林之后，城市里留下大量废弃厂房。政府制定的政策让这些厂房
对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厂房租金低廉而且空间很大，对创
业者和创意者来说，组建工作室来说相当合适。同时，年轻人也喜
欢废弃厂房这种带点破败和冷酷的美感。柏林已经凭借 'D((个左
右的小型创意工厂和单元，创造出 ,/EF万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每年
产值占城市总产值的 ',;。柏林创意产业的核心不止是电影工业
和音乐，它也已经成为了欧洲前卫时尚的中心。

同时，柏林开发了大量的文化设施、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
图书馆等，在这些场馆举办大量文化艺术活动，立志于成为欧洲新
的旅游中心。现在，这座城市每年接待 '.((万游客，这也直接带动
了柏林近些年来修建精品设计酒店和改造老建筑的风潮。

用媒体的话来形容，介于东西欧之间的柏林，拥有开阔的城市

空间。这里的人们从不刻意回避分割的历史，而将其转为一种开放
的心态，因此许多学者和艺术家来这里定居。新的商业正在发展，
城市活力日显。不得不提到的是，与巴黎、伦敦等其他欧洲大城市
相比，柏林房价低廉，公寓宽敞，具有明显优势。据去年的最新人口
统计资料，这座城市目前已经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初创企业在此创
业、安家，年轻的设计师、艺术家们来此开设工作室，包括一些难民
也更愿意来到这里寻求新生活。因为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柏林正在变得更加开放、富有活力且多元化。

东京!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如何运行 '-小时城市时，东京已经是
一座不夜城了。”去年的宜居城市评选中，日本东京以黑马的姿态
成了榜首。《G"*"H%&》总编泰勒·布雷（IJ%&1 K1%"）在调查结果中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东京拥有准时的公共交通、便利的生活设施、
高度的城市安全和清洁的街道，更因实现了“高校科技生活与传统

社区价值的平衡”而颇受瞩目。因为杂志的调查除了传统的城市规
划要素之外，还将城市夜晚的繁华活跃程度也纳入“宜居”的重要
评选要素。

夜幕降临，上班族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园里，夜跑者沿着
林荫大道，经过城市的标志东京塔。新宿区音乐律动不止，与此同
时，开到深夜的一间间独立书店又能让人独享空灵的世界。

事实上，作为超大型城市，东京也面临着环境压力过大、老龄
少子化严重、人均居住面积逼仄等“大城市病”的沉重问题。但通过
多年努力，基于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理念和努力，空气污染等环境
结构性问题基本解决，东京在整体上展现出城市环境优良、社会运
转有序、经济繁荣活跃、可持续发展潜力大的面貌和气息。
为了让城市保持可持续发展，东京正在集中打造“智能城”。一

些社区正逐步引入“区域能源管理系统（LMGN）”，通过网络将分布
在社区周边的办公楼、商业设施、宾馆和住宅等设施，与电力公司
的系统电力、区域内的太阳能发电及蓄电池等电源设备连接在一
起，构建成一个个“智能城”。“智能城”对区域的能源使用进行一元
化管理，对各个设施的能源使用情况等数据进行分析，从区域全局
的角度有效地进行发电、蓄电、供电调节，削减整个区域的用电峰
值，从而实现节能减排，以此维持城市空气清洁和环境舒适。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等不断加剧的社会问题方面，城市规划者
则提出了“紧凑O网络”的方案。所谓“紧凑O网络”，是指在人口老龄
化加剧、实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城市功能集约在一定区
域范围内，达到有效地向区域居民提供完善的行政、医疗福利及商
业等服务的目的。同时，通过城市各区域之间的网络互动，使得区
域整体确保一定程度的人口规模。此外，城市“紧凑O网络”的规划
形式，也可以促进人口和信息的高密度交流，形成能够掀起技术革
新的区域结构。
“紧凑O网络”的理念，目前已经在东京都内诸多区域得到贯彻

落实。而在未来，东京连接名古屋的磁悬浮铁路“中央新干线”、连
接城际与海外的 PQI信息通讯技术项目完成之后，东京将进一步
带动“首都圈”周边的其他城市向“紧凑O网络”方向发展。

伦敦!住在金融城"电站获新生

伦敦并不是一个可供模仿的完美范例，但作为现代都市发展
的先驱，其所走过的道路值得借鉴。像所有的国际大都市一样，伦
敦也面临着与日俱增的住房、交通和环境压力。从金融城的“方圆

一平方英里”到大伦敦地区，在经历了向周边区域的水平扩张后，
目前伦敦正在试图向上伸展。之前，伦敦是一座“扁平”的城市，很
少能看到高楼的踪迹。但近几年，伦敦的城市天际线悄悄地出现了
变化，碎片大厦、“小黄瓜”、“对讲机”等摩天大楼不断挑战着伦敦
最高建筑的纪录。

金融城是整个伦敦的经济心脏，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管
辖面积只有约一平方英里，却集中着大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英国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将金融城比喻为流动的大办公室，因为该
地区范围内只有 .(((常住人口，但流动人口规模却相当庞大。每
天有无数 -F万通勤族和游客从伦敦其他地区甚至是伦敦以外的
城市搭乘火车和地铁等交通工具来金融城上班和观光，而每到夜
晚，金融城就再次恢复平静，几乎变成一座空城。

这种城市规划上的夜晚空城现象将在近几年内得到改变。布
鲁克菲尔德集团（K1""RSB6%7 ?1"9610J ?210*613）、协平世博TQ"*H"17

?2HBSBHU，邀请建筑师和综合设计实践团队的 V"3061 O ?210*613公司
在伦敦金融城的 ?1B*HB92% 广场上打造高度达 ,/' 米的住宅项目
?1B*HB92% I"W61。据悉，这将是伦敦最高的住宅楼宇之一，V"3061 O

?210*613不但捉刀建筑设计，而且首次包揽了全部的室内设计，对
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今年 /月，零售电商巨头亚马逊会将欧洲总
部搬至住宅项目旁边的 ?1B*HB92% I"W61办公楼，还会为该的确带
来大量人口。不过，至少在城市规划之中，金融城已经有了大型住
宅，这是伦敦城市着力改善自身问题的第一步。

预计到 '(F(年，伦敦人口将达到 ,,((万人，这也对伦敦的基
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挑战。人口的急速增长令伦敦人忧心忡忡。“伦
敦面临着失去世界精英城市地位的风险，”伦敦市长办公室高级新
闻官告诉媒体，这意味着伦敦人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将增加 F(;，对
电力供应的需求预计将增加一倍，政府需要新建 /((多所学校，每
年必须新建 F((((套新房屋。

针对严峻的挑战，新的伦敦市长规划已经出台，重点包括交
通、绿地、电信网络、能源、水资源供应和住房等。到 '(F(年，整个
伦敦市将建造超过 ,F( 万套住宅，/(( 多所新学校，以及超过
''(((英亩的绿色公园。

一系列旧城改造和老建筑再设计利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展
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伦敦市中心的巴特西电站新生项目。早已被
“废弃”的巴特西电站，在过去 ,F年中一直是伦敦原创气息最浓郁
的地方之一。电站标志性的大烟囱身影时不时在电影、织物、油画、
银器甚至纪念金币上出现。伦敦的名流和精英们也争相以电站作
为高端聚会、电影首映、艺术沙龙等重大活动的场所。而现在，实达
集团（K?XQY），与森那美集团TNB:6 Z21[JU，以及马来西亚雇员准备
基金TM:9%"J663 ?1"8B76*0 V@*7U计划用 '(年时间，将电站打造成
融住宅、购物、办公、餐饮休闲、旅游观光、文化艺术中心等功能的
超级城市综合体。美国建筑大师罗菲·文诺雷（\2>26% ]B*"%J）为电
站改造勾勒了总体规划，让电站与伦敦这座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
和人文氛围作了有机结合，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电站的历史风貌。
弗兰克·盖里（V12*R ^6_1J）的盖里建筑事务所、在曼彻斯特城市重
建中战绩卓然的艾伦·辛普森（P2* NB:93"*）事务所，以创新设计蜚
声建筑界的 7\::、威力森·艾尔（`BR%B*3"* MJ16）建筑事务所，以
及 V"3061 O ?210*613都已经确定负责电站改造中的一部分项目。
巴特西电站的改造，已经成为了伦敦明天的缩影。在打造宜居

城市方面，伦敦雄心勃勃，俨然有后起之秀的架势。而大量新建和
改造的项目，也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自我更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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