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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是2011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升级版”。

它通过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 23 个指标的计算分析，对 185

个中国地级和县级城市从2005年到2011年之间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

行了研究和排名。本着综合反映各类城市现状和数据可得两大原则，样本

集涵盖了从直辖市到县级市的全部城市等级，人口数量从 20 万到 2000 万

不等，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城市收入水平。(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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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样本城市的打分排名以及与国外领先城市的相互比较，我们试

图发现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城市特征性因素，以明确中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努力方向，为其学习国际经验提供参考。需要强调的是，USI 指标

体系不仅是一个打分排名工具，更重要的它是城市对其自身发展的检验评

价工具。应用这一体系，城市可以根据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找到适合自身

发展的（国内或国际）榜样城市以学习其先进经验；根据单项得分和综合

得分找出自身的短板或优势，明确发展措施；根据发展过程中进步退步的

幅度评价政策的有效性。（见图 2 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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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1，总体而言，近年来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尤其是社会和环境方面。这两方面显著进步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城市健康的

经济增长和他们对社会与环境改善的持续重视。 

2，由于最早享受了经济开放的果实、充分利用了贸易和投资机会、并

处于最好的地理位置，目前前十位的最具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城市大部分位

于沿海和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上表现最佳，其次

是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居于末位。在各分项指标上，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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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2011 年的 3 年间，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未见缩小而有所

增大，而中部地区正在缓慢追赶东部地区。然而，因为城市所处的经济发

展阶段不同，当前表现最佳的城市并不一定是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城市。 

3，长期来看，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同

时，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FDI 和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但其发展路径上存在明显转型拐点，包括人口规模（450 万人）、人口密度

（8000 人/平方公里）、FDI（30 亿美元）、流动人口（30％的总人口占比）

等。当宏观条件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或城市规模扩大对可持续的

推动作用会减弱，城市需要考虑不同的发展策略。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赢家

们都拥有“健康的体态”，即适当的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而中国多数经

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则正位于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的决策点上，如上海、北

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沈阳、武汉和重庆。 

4，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大多数城市正在缓慢缩小与国际对标城市的差

距。但是，国内城市发展路径上的人口规模拐点（约为 450 万人）人口密

度拐点（约为 8000 人/平方公里）并没有出现在国际案例的发展路径上。

国际领先城市在更好地利用高人口密度带来的经济优势的同时，仍能维持

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及高效的资源分配利用。而在中国，那些经济相对发

达、人口规模和密度都越过了特有拐点的城市尽管当前拥有较高的可持续

发展水平，但通过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等途径在原有模式上进步的空间已非

常有限，必须学习国际领先城市的发展经验，更新城市的发展模式，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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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见图 4) 

 

5，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城市更有可能大幅度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相

比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生产效率（人均 GDP）的提高，经济规模（人

口和密度）的增大，以及外因（FDI 和流动人口）的支持可以更有效的推

动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 城市未来的可持续性由自己决定，而其当前的 GDP，人口或密度

的水平并没有绝对影响。在任何时候，中国城市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特

点长处、自然优势或政策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提升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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