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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坚持的几个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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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是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200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9.1％。按照国际经验，我国将进入城

市化的加速阶段。因此，在我们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在我们的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到各级城市政府

的面前。 

 
  依照“道法自然”的道理，城市化过程可以用“小雨落荷叶”的自然现象来描述：在下毛毛雨之初，荷叶上没有雨点；随着毛毛雨

在荷叶上聚集出现小水滴，并慢慢变大；当大到某一时刻，水滴或分散成几个小水滴，或由于支撑能力不足荷叶歪了水滴流了。城市化

的过程与这一自然现象类似：人口向有利的地理空间集中；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出现组团式城市群；或因环境容量所限，如资源

型城市的资源耗竭了，出现“矿竭城衰”的结果。如果说荷叶上的水滴聚集是受自然因素制约的话，城市化过程则受到经济规律的制

约。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应考虑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一些。 

 

  1、发展是前提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必须通过发展以提高当代人的福利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必须停止经济发展以保护环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没有当前

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也就没有基础。另一方面，发展又必须能继续下去，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来满

足当代人的发展。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它也是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内容。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发展乃至现代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人们很难想象，没有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人流物流如何形成；没有通讯网络的建设；人们如何快速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并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在20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时

代，罗斯福新政就是从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入手的，并为美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观东南亚的十些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滞后，城市畸形发展，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严重，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所有这些都说明，城市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

类文明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们需要理清思路，通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跨越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和谐协调的原则 

 
  协调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二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城市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给人们更大的发展空

间。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建设好了可以永久地造福于民；否则不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还可能受到自然

界的报复。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奋斗的，而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因而才有不断的追求，才有奋斗终生的动力源泉。人的需求层

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在我国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小康之后，

人们的消费需求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不仅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也需要有好的生活环境。适应人需求变化的需要，在城市建设

中，坚持以人为本，将建设不同层次的活动场所、购物场所、休闲场所等提到议事日程，满足城市居民的不同需求。从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出发，需要重视发展的协调性，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容量相协调，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使人与人和谐相处，

应当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一。 

 

  3、社会公平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公平性，包括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资源利用和发展机会的公平等方面。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

作用之一，就是保护承受能力差的阶层，并在政策和项目上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提高城市贫困人口

和农民的收入，从而达到公平发展的目的。所谓承受能力差的阶层是指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差的人群，如下岗职工、妇女、

儿童、残疾人等，这些都是承受能力差的弱势群体，应当关注他们的生活；应当把消除城市贫困作为最优先的领域，同时重视不同地区

发展的均衡性，重视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要通过政策导向和税收杠杆等手段加以调节，在国家层次上需要扶持；在城市或地区内部，

需要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要将改善投资环境作为重点，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促进地区发展的相对平衡，从而实现发展机会

在时间(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和空间(不同城区、不同收入阶层人之间)的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4、资源节约的原则 



 
  资源节约也是提高效率和效益的重要途径。我国土地、水、矿产资源等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资源供给

不足将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应摆在重要位置。我国东南沿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住房使用寿

命短的问题。由于住房赶不上周围的“气派”，住户比着翻新，住房平均寿命仅10年左右甚至更短，比国际上的平均50年差之甚远，需

要引起重视。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避免单纯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费来扩大规模，而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环境代价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的目的；要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使各种经济活动更加有效，单位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最少，单位投入所产生的废弃物最

少，从而达到最佳的生态效益。在交通干线建设中，应特别重视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利用粉煤灰等替代自然资源用于公路建

设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应当进一步推广。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对供热、供冷等实现“多联供”，减少今天铺路、明天开沟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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