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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不仅仅记录了世界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有助于建

立多元文化和包容城市的政策、方案和项目。正如报告所强调的，如果我们要创造对所

有人开放、不排挤任何人的城市，我们就需要规划存在着差异的城市，并充分利用多元

文化的益处。这需要所有非政府和社会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并且要以能保障市民城市

权利的立法和能实行这些权利的司法系统为基础。

通过解析城市中全球化、文化和贫困的关系，本报告能帮助评估“千年发展计划”

的目标和任务的进度，尤其是那些与贫民区、水和卫生系统有关的部分。报告的结论为

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挑战—这是他们在尝试培育一种和平的城市文化

时要面临的挑战。而在这种文化之下，贫困将被消除，所有的城市居民，无论种族、性别、

语言或信仰，都将被保障充分享有作为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市民的权利。

—摘自联合国秘书长科菲·阿塔·安南所撰写的序言

城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可持续的城市化是 21世纪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

紧迫的挑战之一。城市是国家生产力和消费的中枢，也是能够产生财富、创造城市文化

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的中心。

《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2004/2005》探索了如何利用城市的潜力，以应对目前的挑

战，并创造出有生机的、包容的城市环境。本报告使用了大量的案例、说明，采用了

诸多全球著名的城市学者为本报告撰写的内容，构建了新的规划文化的框架，即规划

应包括公民社会和政府机构的参与，以确保哪怕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也能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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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序
Forewor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这本《世界城市状况报告》考察了全球化对城市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城市管理和规划的方式、城

市人口的构成和密度，以及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跨国界活动的增多，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遇产生了。但是正如本报

告所述，这也导致许多城市呈现出黯淡景象。这些城市需要面对无处不在又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持续

增长的贫穷、不公正和两极化现象的恶化、地方层面上普遍的腐败现象、居高不下的城市犯罪率和暴力

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

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中，国际移民的生活在物质、文化和经济各层面上都是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生活脱

离的。很多人生活在过度拥挤的贫民区，负担不起基本的居住条件。他们还必须面对歧视、无保障的房

屋/土地保有权和劳动力剥削等问题。他们的生活长期遭受暴力、贫穷和疾病的侵害。然而他们对于所

生活的城市却作出了深远的经济贡献。同样，通过汇款，他们对于祖国的经济贡献也是巨大的。简而言

之，今日的城市文化是以强化的文化异质性为特征的。这能使城市丰富和强大，但也会成为分化和排斥

的根源与基础。

    这份报告不仅记录了世界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它还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能帮助建立多元文化和

包容城市的政策、方案和项目。正如报告所强调的，如果我们要创造对所有人开放、不排挤任何人的城

市，我们就需要规划存在着差异的城市，并充分利用多元文化的益处。这需要所有非政府和社会上的利

益相关者的投入，并且要以能保障市民城市权利的立法和能实现这些权利的司法系统为基础。

通过解析城市中全球化、文化和贫困的关系，本报告能帮助评估“千年发展计划”的目标和任务的

进度，尤其是那些与贫民区、水和卫生系统有关的部分。报告的结论为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揭示了一个

清晰的挑战——这是他们在尝试培育一种和平的城市文化时要面临的挑战。而在这种文化之下，贫困将

被消除，所有的城市居民，无论种族、性别、语言或信仰，都将被保障充分享有他们作为所生活的城市

市民的权利。

科菲 · 阿塔 · 安南

联合国秘书长

2004年7月



执行主任寄语
Introduction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编写《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系列的目的是提供关于世界城市状况和趋势的信息，同时也契合“人居

计划”和实现针对贫民区、水和卫生系统的“千年目标与任务”的进度。本报告第一版发行于2001年，

系统地回顾了涉及五个主要议题的城市状况、新兴政策和最佳案例：城市住房、城市社会、城市环境、

城市经济和城市治理。

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二册，本报告采用了主题研究方法，聚焦全球化和城市文化。它论述了全球化对

于城市的社会经济影响，这些多与城市发展相关，包括文化影响、大都市化、国际移民、城市贫困、城

市治理（聚焦安全和透明度）和城市规划。本报告尤其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多文化所带来的挑战，

以及城市对于包容性文化的需求。因此我很高兴地推出这本报告，这也是联合国人居署对于世界文化论

坛（巴塞罗那，2004年5月9日～26日）所作的贡献之一。

纵观历史，城市化、经济增长和文明社会是相互促进的，而城市化则一直是全国性和国际性文化交

融和创新的舞台。本报告阐释了文化差异是如何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的重要特征，以及这是

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国际移民的。不过本报告也从另一角度审视了文化，即很多城市是如何采用以文

化为主导的战略，以此将自身作为“文化之城”在全球营销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经济生产模式要求不同地方的功能有更多的横向结合，城市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城外

的地方和活动，由此产生了新的地理和早期城市空间模式的“分裂”，这样的条件下，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在发

生改变。与此相关的去中心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廓形，强化了大都市化进程和相关的管理问题。

报告显示，许多城市中贫困现象正在增多，这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的成本和利益分布

的后果的一部分。报告还显示，城市贫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贫民和少数族群聚居的街区：有些地方

表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些则是国际移民聚居区。

报告还显示，城市管理也越来越受全球化的影响，特别聚焦在两个问题上：安全和透明度。一方

面，城市安全往往受跨国犯罪所害，比如毒品、军火和人口的走私倒卖，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机遇给这

些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它们对很多贫民社区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腐败现象破坏了城市层

面的透明度，而目前对此解决方案则来自一种被描述为“良好城市管理标准全球化”的现象。

最后，本报告审视了城市规划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的，包括文化影响。它定义了一

种新城市文化规划的主要特征，包括规划是如何成为一种创新和学习的过程，它不仅针对传统的土地使

用概念，还要思考环境、社会、经济、多元城市文化带来的挑战以及社会包容性。

安娜 · 卡蒂慕洛 · 蒂贝琼卡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总部，内罗毕，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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