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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际大都市如何治理城市病
文 # 张滨阳 李铭 蓝建中 刘秀玲 马玉洁

转变发展方式 提升生活质量

伦敦
立法治理雾霾
改变能源结构

英国伦敦曾被称为“雾都”，
!"#$年冬天的雾霾导致超过 %&$万
人死亡。经过数十年努力，伦敦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迎来碧水蓝天。

!"'(年英国国会通过《清洁空
气法案》，%"()年该法案经过修订，
明确在城市村镇设立烟尘控制区，
区域内城镇禁止直接烧煤。

%""* 年英国启动电力工业私
有化，同时天然气发电机技术取得
突破，电力生产进入高效能、低成本
的快速发展期。

$**"年英国出台《低碳转型计
划》，提出到 $*$*年将碳排放量在
%""*年基础上减少 +,-。

$.%$年英国制定《能源法案》，
支持可再生能源、新核能、燃气等多
元化能源架构。同时政府颁布财政
刺激政策，鼓励改用节能设备。
立法与改变传统能源结构带来

显著变化，煤炭燃烧引发的烟雾污
染在伦敦不复存在，二氧化硫浓度
已达到欧盟标准，但臭氧和 /0%.

浓度仍未达标。
1..$ 年伦敦发布空气质量战

略，并在 $..(年和 $.%.年进行修
订，将治理空气污染的关注重点转
向机动车污染，包括推进低排放机
动车、设定低污染排放区新标准等。

$..+年起，伦敦采取工作日对
私家车收拥堵费政策，增加的财政
收入用于推行其他交通控制措施。

$..)年起，伦敦推行覆盖 $(,,

平方公里区域、将近整个大伦敦地
区的低污染排放区标准，低排区内
行驶的车辆须达到排放标准，否则
将被征收费用。

纽约
发展公交网络
严格限制私车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有
常住人口 )$.万，每年还吸引 '(..

多万人次到访。纽约一面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一面严格限制私家车，治
理城市道路拥堵颇见成效。

纽约有 $,条地铁线和 $+.多
条公共汽车线，形成覆盖全市的高
密度、全天候公共交通网络。数据显
示，纽约曼哈顿岛 ).-的人选择公
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手段，在美国
大城市中比例最高。
纽约地铁总长 %+''公里、站点

,()个，运行十分高效。$.%,年纽约
地铁客流量超过 %23'亿人次，工作
日平均每天客流量 '(.万人次，超
过美国其他城市地铁客流量总和。
为鼓励低碳出行，纽约 $.%+年

启动美国最大的自行车共享计划，
在全市设 ++.个站点，有 (...部自

行车供使用。一年后，有近 %.万人
注册成为年度会员，远远高于预期。

在纽约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纽
约以对私家车“严苛”著称。在纽约
开车需要支付燃油税、过桥过路费
和高昂的停车费，曼哈顿随处可见
各种限速、限行、禁停标志，许多人
因此主动放弃私家车出行。纽约针
对私家车的执法也毫不含糊，仅
$.%, 年市议会就通过了重罚不让
行人的司机、吊销有致命车祸的出
租车司机执照等法案。
纽约将防治交通拥堵作为系统

工程，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出
行、立法保护行人等各种政策的出
台均围绕着保障交通畅通这一目
标，因此成效显著。

东京
兴建!副新都心"

分散首都功能

日本东京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
前列，却能摆脱严重拥堵等城市病，
被评为全球最便利城市之一，几十
年前开始实施的“副都心”“新都心”
建设功不可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经济

高速增长阶段，东京人口短时间内
急剧增加，首都功能过度集中于城
市中心区，导致交通拥堵严重。为
此，东京兴建了 2个“副行政中心”
（“副都心”）并带动周边县域建设
“新都心”，有效分摊首都城市功能。

%"'(年日本出台《首都圈整备
法》，通过转移政府机构和吸引企业
入驻等做法，首先在涩谷、新宿和池

袋建成“副都心”。%")$年日本又兴
建了上野、浅草等 +个“副都心”，到
%""'年“副都心”达到 2 个。这些
“副都心”内公园、医院、大型商场、
大型公司总部、酒店、公寓等一应俱
全又各具特色，通过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与其他地区相连。
同时东京还注重向周边地区转

移首都部分功能，带动周边县域建
成“新都心”。目前东京周边“新都
心”包括北部埼玉县埼玉、南部神奈
川县横滨、东部千叶县幕张 +个，距
离东京约 +.公里，乘坐电车均可在
+.至 ,.分钟内抵达。

从上世纪 '.年代到 ).年代，
日本还在都市圈郊外大力兴建以住
宅为核心、具有多重功能的复合型
新城，并通过建设筑波科学城，向地
方转移大批国立研究机构。如今，人
口不足 $%万、面积 $),平方公里的
小城筑波，是日本研究机构和人才
最密集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散首都功

能的同时，日本借机大幅改善公共
环境，将企业和机构外迁后空出的
地皮用作城市绿地，减少人口密度。

新加坡
开发让位环境
近半国土绿色

新加坡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
国家之一，但得益于科学精细、环境
至上的城市建设规划，成为名副其
实的花园城市，绿化面积占国土面
积 ,'-，绿化覆盖率达 ).-以上。
建国初期，新加坡也曾垃圾遍

野、棚户区林立、蚊虫肆虐。政府聘
请联合国专家，用 ,年时间编制未
来 +.至 '.年城市空间布局、交通
网络、产业发展等规划，提出人均 )

平方米绿地的指标。
%""%年，新加坡又在原有规划

基础上进行修订，提出将 $,-土地
保留为绿地，并保留 )$-现有天然
森林的目标。此后，每隔 %.年政府
都会修订一次城市建设规划。

新加坡最大的约束是土地，但
新加坡中央区以及填海而成、占地
%4.%平方公里的滨海湾花园却近乎
“浪费”地占据着整个国家最黄金的
地段，周围所有高楼大厦都要让位。
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

太格表示：“面积仅有 2..多平方公
里的新加坡，我们在中央保存了
%'.平方公里永久保护区。没人敢
打主意，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开发的，
完全是纯粹的大自然。”

为了避免和克服交通堵塞、环
境污染、人口增长等城市病，新加坡
从各方面制定规划，其中就包括著
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刘太格也是“居者有其屋”理念

的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他表示，当
初制定组屋修建计划时，组建了一
个 %$位社会学博士组成的团队，专
门研究居住环境、生活习惯甚至包
括心理学等与规划有关的课题，确
保整个城市的组屋规划之间相互包
容，不至于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目前新加坡仅 %$-土地用于
建造道路，%,-土地用于建造住屋，
这也是花园城市至今不被工业发展
挤压的原因之一。

从圆形城市
到条形城市

! ! ! !自古以来城市就是由中心

向外扩散的圆形结构$ 然而美

国&生态建筑学之父#保罗'索

拉里提出$未来城市应该是"瘦

型(线性(动脉功能)*

在他的设计图上$ 城市蜿

蜒于自然地块的边际$ 两排功

能复杂+ 形态各异的高层建筑

并列而行, 城市内部和彼此之

间由轨道交通连接$ 尽量使用

可再生能源, 城市两侧则是田

地(原野(山林(湖泊--

!"#$年$%"岁的索拉里放

弃作为著名建筑设计师的丰厚

薪酬$ 在美国亚利桑纳州首府

凤凰城以北 !&&公里的戈壁地

区买了块 '&&& 多亩的地, 同

年$ 麻省理工出版社发行他的

新书.生态建筑学/人类影像中

的城市0,此后的 ('年$索拉里

一直在戈壁中为设计他理想的

生态城市而不懈奋斗$ 直到

)&!*年 "*岁高龄辞世,

如今$那座戈壁中的"理想

城)$被称作"人类城市实验室)

的阿科桑蒂虽然只有五六幢建

筑+五六十个居民和工作人员$

但每年吸引上万名参观者,

索拉里认为$ 未来城市规

划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尽量减

小占用自然空间+功能完善+可

持续, 他反对以汽车和公路交

通作为主要交通方式$ 因为会

占用太多土地,他认为$理想城

市必须是立体的+空间紧凑的$

以轨道交通来实现人流和物流

运输$而不是"摊大饼)模式,

紧凑不意味着牺牲城市应

有的复杂性, 每个城市形成一

个模块$ 每个模块里有各种设

施$可以满足各种生活需求,每

个模块通过轨道交通连接$不

同功能可以互补,

生活在线性城市里的人们

很容易从两侧走出城市$ 进入

大自然, 这样不仅易于人们舒

缓精神压力$ 也可以实现农产

品本地生产本地消费$ 缩小人

与自然的距离+减少城乡差距,

从 +",' 年开始追随索拉

里的日裔建筑学博士田村富昭

指出$城市吸入大量自然资源$

制造大量垃圾$ 因此必须在城

市规划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社会

资源分散$防止城市肆意扩散,

日前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
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解决城市病等突出
问题，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

放眼全球大城市，伦敦、纽约、东京、新加
坡在空气污染、公共交通、城市功能、绿化
建设等方面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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