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发展，那些绕不开的关键词　　城市如何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热门话题。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指出，在全球70多亿人口中，超过半数居住在城市。随着全球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将面对“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一话题，努力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共同目标。　　正因为此，2010上海世博会闭幕后，由中国提出在全球设立“世界城市日”的申请得到了联合国高度认可，上海也当仁不让成为世界城市日的启动城市。在上周举行的相关活动上，全球专家学者齐聚上海2040高峰论坛、全球城市论坛、2014国际健康城市论坛、第三届公共外交对话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地下管线与城市安全学术论坛等6场论坛，畅谈城市发展绕不开的那些关键词。　　关键词一：弹性　　讨论点：大而全？小而精？　　一个城市，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大而全的功能设置，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结果城市就会面临人口密度过高的压力；　可如果城市采取小而精的定位，是否又会降低城市在全球竞争中的影响力？　　面对这个问题，不少专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供了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建议。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规划学院终身教授张庭伟认为，不管设计怎样的城市功能，首先要确保城市具备“弹性”。他说，城市弹性是当代欧美规划界的主要理论，目的是为了应对城市面临的各种挑战及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挑战包括自然灾害、社会经济问题、城市安全问题等多方面。比如，这些年时不时传出海啸、地震、飓风重创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经济的新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引发2009－2012年全球经济危机、迄今仍然存在的欧洲债务危机，依旧影响诸多城市发展；还有各种恐怖组织，也让人们对城市安全越来越关注。在他看来，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而是所有城市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城市规划设置的基本功能应当是能帮助城市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构建一座具备抗压能力的弹性城市。　　张庭伟提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备弹性，可以看三方面。一看这座城市是否具备应对外部经济动荡的能力；　二看是否具备应对外部自然灾害的能力；　三看是否具备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一座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具备承受－调整－再造三种能力。所谓承受，是指在外部出现某些变化时，由于城市系统本身留有余量，因此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变化，而不必立即作全系统调整；调整则是指外部变化加大时，城市系统能够进行一定的自我调整，适应变化；最后，当变化更大、旧系统失效时，城市又具备再造新系统的能力，可以在新的外部条件下继续发展。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庄少勤提出，中国在为城市功能规划时，既要向先行者学习，反思已经发生的“城市病”；又要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做好功能规划。西方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即“3E”（Economy经济、Equality社会、Ecology　环境）的协调发展，至90年代提出的新城市主义理论，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二：角色　　讨论点：汇聚？辐射？两者兼有？　　很多大城市都在追求“全球城市”的称号，希望汇聚各种资源，也希望将自身的影响力向外部辐射。可行吗？专家学者以上海为例，认为若定位好，这一角色可以实现。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指出，未来30年上海将进入功能转型的战略机遇期。首先从全球视角看，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世界经济重心逐步东移，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迎来重大契机。　　从技术革命角度看，以物联网、云计算和下一代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也将为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带来重大机遇。　　从全国视角看，上海地处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三者的交汇点，“两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将进一步释放上海的发展潜能，发挥上海的中心辐射作用，提升上海的城市能级。　　从中国经济转型视角看，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要求迫切，经济加快转型给上海带来先行先试机遇。　　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看，长三角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同城化进程加快，上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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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与中心城市，上海发展要放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战略空间中加以考量。　　从改革大局视角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化，为上海提供转型动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浦东新区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极大激发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也将引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与机遇相伴，上海未来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倒逼着城市功能进行转型。与纽约、伦敦等城市不同，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上海不能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或大量失业。目前，能源、土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已经成为制约上海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城市空间布局问题等也制约着城市未来发展。　　未来的上海会是什么样？肖林认为，从城市发展愿景看，上海应成为体现文明特质的综合型、世界性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城市，世界版图中最重要的门户，成为基于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网络的核心城市。　　关键词三：资源　　讨论点：用？不用？　　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资源丰厚的城市，发展优势大些；资源匮乏的城市，则在寻找资源。不过，不论是哪种城市，都会面临资源“用，还是不用”以及“究竟怎么用”的话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显示，较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是77.7%，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是46.5%，城镇化率最低的是南亚的一些地区，未来的城镇化率会达到70%左右。2011年，全球的城镇化水平是52%，中国是53%，大致和世界平均水平是一致的。　　然而，不同国家的城镇化时期，背景和路径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有专家分析，中国的城镇化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发达国家城镇化因工业化而起，进入稳定增长期后才产生世界能源危机和全球环境议题。而中国则被迫承受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全球挑战。因此，中国城镇化必须考虑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建设战略，并建立与其相应的空间模式绿色能源城市。　　事实上，绿色能源城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除了传统的布局和交通问题之外，还应该考虑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比如是太阳能光感的比例，水资源和固废处理等内容。　　关于绿色能源城市，一般人或许会认为，能源城市和城市规划的关系不大，主要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周岚指出，城市的能源使用主要是在工业、建筑和交通中，目前中国的建筑能耗占比不到30%，加上交通的能耗是40%，而工业能耗占60%。实际上，建筑的建设能耗加上建材生产，中国整个的建筑能耗占到50%；　而且从交通来说，一些国际城市和学者分析规划交通结构产生的能耗变化得出，城市如果采用公交优先的方式，小汽车的能耗是比较低的。建筑和交通，其实都和规划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绿色能源城市与规划息息相关。　　周岚指出，在规划绿色能源城市时，可从布局上减少能源的使用，创新能源规划。比如，绿色能源城市可以更多地采用自然风和自然采光。一些绿色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将其设计成气候适应性的建筑，充分地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再如，针对水资源短缺现象，不妨规划海绵城市和低冲击开发规划。我们取水、用水、排水之后，把大自然原有的存储功能给阻断了，而低冲击开发则是减少水直接排放到河道中。对于降雨量很大但又缺水的城市来说，不妨率先探索建立自然基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规划确定整体的要求，再放到每一种用地类型中。比如说深圳光明新区的低冲击开发模式，把低冲击开发理念放到土地规划中去之后，市政道路对雨水30%下渗，30%净化滞留，只有30%排放，然后通过公共建筑、绿色屋顶、生态停车场增长续存的能力。　　关键词四：健康　　讨论点：智慧工程降低成本？　　人口激增、老龄化加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健康问题成为每一座大城市绕不开的难题。　　从健康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市场需求正在进一步提升。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李耀新勾画了上海在智慧健康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希望能借此与其他城市一起探索降低医疗成本、完善医疗服务的道路。　　李耀新表示，2013年，上海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到2020年，我国医疗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上，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已在眼前。从健康信息化角度看，国内外有一批专注于健康信息化的IT及相关配套企业，成为医疗健康服务的重要支撑。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创新应用日新月异，可以预见，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在内的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将催生一批新经济、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服务模式。　　如何积极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对健康产业的促进作用，这是上海下一步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上海正按照走进智慧城市、迈向智慧城市、拥抱智慧城市三个三年行动计划逐步前行。新一轮2014-2016三年行动计划，已将智慧健康作为50项重点工程之一。　　目前智慧健康工程已经初显成效。上海已联网38家市级医院，开通了市级医院专家门诊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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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一站式付费等多项服务。2011年启动建设的上海健康信息网工程，实现了全市各级各类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互联互通。建立了国内最大样本量的健康信息库，包括2700万份动态电子健康档案，以及38亿条个人诊疗记录；　启动了为老服务平台，使老年人可以通过网络、电话、手机APP等多种渠道，获取紧急救助、居家养老、医疗健康等服务。　　未来，上海将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重点聚焦深化健康信息化应用，比如推广移动输液、移动查房、床边体征信息采集等移动医疗应用，加强健康信息化配套支撑保障等。　　关键词五：安全　　讨论点：地下空间有风险吗？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5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带给人类丰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空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已势在必行。　　在专家学者看来，城市地下空间有着巨大而丰富的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节省耕地、改善城市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利用地下空间也不能忽略安全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可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资源量是城市总面积乘以开发深度的40%。如果开发合理，节省土地资源的效果将十分明显。它不仅可以解决城市中心区交通阻塞、环境恶化的问题，还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那么，如何合理利用地下空间？专家指出，城市规划必须统筹地面和地下，地下空间规划必须服从城市规划，建在地下有利就规划在地下，建在地上有利就规划在地上。同时，由于地下设施较多，也应从使用上、地质条件上、技术条件上及能源消耗等方面深入研究。在地下空间中，地下管线密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城市供水管网线总长57.4万公里，平均每年新增3.02万公里，近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地下管线总里程增加近10倍。显然，地下管线作为维护城市安全与运行稳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已成为城市的生命线。　　在探讨地下空间利用的安全性问题上，中国香港的做法被认为具有参考价值。香港人口稠密，其地下管线管理系统以全面复杂而严谨著称。香港工程网络资料集团的行政总裁、香港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的客席讲师黄敬介绍，一个健全的管理系统尤为重要。比如说，针对城市的地下管线设立一个地下管线信息中心（Integrated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IDMS），该信息中心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本，设数据交换平台和使用平台，为用户提供全港各区地下管线分布位置。这一信息系统可以为日常的维护、修理带来便捷，也可以为防震减灾提供技术支持。　　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高田至郎也建议，应当由政府与民营团体合作设置监测中心，应用所管理的数据和GIS建立地图化信息体系，进行灾害预测，事前对应，紧急对应，灾后复兴等措施的实施。总之，在寻求和开发地下空间资源时，应注意科学、合理、高效、有序地利用这宝贵的资源，要系统、长远的规划，以提高城市用地效率，减少城市灾害损失，实现城市的安全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六：记忆　　讨论点：推倒重来？保护传承？　　很多城市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发展过程中也面临“是推倒重来，还是保护利用”的选择。在这个话题上，专家学者都认为，一座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底蕴，“革新”绝对不是“传承”的对立面。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再利用，也能实现城市功能和社会价值的提升。城市同样要“留得住乡愁”。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提出“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城市历史文化传承意见。他以南京为例，指出南京城的成长就是和自然山水有机相融的过程，城市的历史记忆镌刻在城市的发展中。当地规划师的使命不仅是把历史保存下来，还要通过维护，使历史资源成为当代的文化景观。　　意大利米兰副市长希拉·比斯康蒂也说，2015世博会将在米兰召开，整个城市面临一系列的改建工程。但米兰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强调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保护，所以基本原则是不造新建筑。她说，意大利是个旅游国家，但很多游客并不认为米兰是个旅游城市，而通过新一届世博会，米兰希望能让世界看到其在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再利用上的实践，让米兰成为一座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城市。　　专家学者认为，每个城市都应当延续自己的文化脉络。城市在建设中不能一味贪图新，而是要让新建筑与老建筑互相呼应。与此同时，每个城市的自然风光也被认为是传承利用的重要资源，这些资源是其他城市所不可复制的。专家建议，当一个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没有办法从整体上来塑造空间特色，那么可以考虑强化原先的自然资源，通过建筑师、规划师的加工，将自然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形成城市中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个特色空间，比如用城市轴线、健身步道、特色街道等城市中的特色资源串起来，形成体系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框架，同时组织特色文化活动，扩大城市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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