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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 经验交流 相互借鉴 共建未来合作 

2012年3月9日 研讨会小结   

 

卡兰默 

 

2012 年 3 月 9 日举办的城市化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的 6 位城市化专家和 10 名欧洲

20世纪近 50年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见证人。 

 

研讨会内容丰富，对话坦诚。一方面，参会者们就双方今后的合作明确了方法论、主

题及方式；另一方面，双方针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面对 21 世

纪的城市挑战。 

 

 

1. 合作目标 

 

研讨会确定了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 

 

A）中国继欧洲之后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化，应该让中国相关负责人了解欧洲 20世纪城市化的

经验，旨在借鉴欧洲的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从而更好地应对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b) 共同面对未来：面临大城市管理困难的挑战，面对向可持续社会过渡的挑战，面对城市

性质的变化，尤其是在新信息和通信系统的压力下，中国和欧洲都面临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

的共同挑战。目前的城市应如何朝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的城市演变？ 

 

 

2. 方法论原则：城市被设计为一种关系的机制和政治、技术、经济及文化的逻辑产物 

 

     3 月 9 日交流中，尤为突出的是参会人彼此都愿意深入探讨问题的实质。正如李铁主

任在介绍中国城市化之后指出：“这么多年来，我们有无数的市长、官员到欧洲来学习，但

是学习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比如说，把巴黎的草坪移到中国，对缺水的地方仍是建草坪。

我们把大量表面的大楼、广场移到中国，但并没有学习到实质的管理内容。”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把城市当作一个被构造的对象，它仿佛是一张被支配的图纸，在这张图纸上

规划未来。 

 

我们提出了两个要点： 

 

a）不把城市视为一个物品，而是当作各种关系机制的产物和各种潮流穿越而过的地方：城

市汇集了造就城市的各个产业关系（或缺乏这些关系）;城镇人口和移民之间的关系（中国

内部的移民或欧洲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城乡之间的关系；各级治理的关系（尤其

在中国，城市和乡镇之间存在等级不同的权力差异）; 

 

b）城市是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产物。面对这些逻辑，我们需要进行探讨和阐明。

就像一位与会者所说：“我们需要讨论那些释解了所发生的但却又看不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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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调集模式、土地市场的运作、税务、职业等级、城市官

员的选举以及他们的根本动机、汽车和家用设备的发展、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宪章、中央政权

的动机、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形式、评价标准、官员的动机、心理和文化差异等等，所有这些

都属于更为重要的无形元素，它们比城市的设计蓝图更具有决定性。 

 

     正因为此，研讨会上就法国 20 世纪近 50 年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和解释在中国官员介绍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共鸣。 

 

 

3. 共同思考的主题 

 

     这次交流自然激发了双方继续和扩大沟通的愿望。我们尤其应该从交流中提炼出一系

列共同关心的主题。 

 

鉴于研讨会议题广泛，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以下仅按交流内容做出大致归纳。 

 

a）城市治理反思的重要性 

如何超越产业行动？如何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达成共建可连续性未来的共识？

如何让由选举或非选举出来的城市官员树立共同的愿景？如何走出功能和物体（即工业区、

住宅区、大学区、商业区、基础设施等）并置的“机械功能”城市，朝有机城市发展过渡（可

参考在循环经济领域所采取的实施）？如何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既具备整体连贯性又让地方

政府能够自由采纳的机制？什么才是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治理？ 

 

b) 时空的结合、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结合 

• 这是一种具有长期且融合了各种不同因素的能力，而不是一味追求城市发展，盲目增加基

础设施，却无法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这种能力还体现在注重自然资源和绿地的长期保护，

关注公共服务组织，尤其是对城市废水和废物的处理以及如何恢复和再现城市街区和建筑物

连贯性与多样性的城市艺术。 

• 这是一种真正的长期工作能力，而不是只看重短期效果、可见性、立竿见影的政治和行政

逻辑。 

• 如何规划一个既能为整个人口提供足够的服务水平，又能够融入来自农村或国外移民的包

容性城市？ 

• 如何重新思考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市场的运作？什么是农村土地被转换成城市用地的最佳

机制或者有助于城市增长和城市功能的其他财政机制？如何避免急于增长而忽略了城市的

财政平衡？ 

 • 如何控制物业发展及汽车使用的逻辑压力，以避免这种逻辑强加于城市的结构形式和功

能，甚至导致城市遭受破坏这种不可逆转的局面？ 

•  如何对超出城市行政界限外所发生事情的负面因素进行释解，尤其在大城市近郊出现的

增长滞后? 

• 未来城市竞争力的决定要素是什么？这些竞争要素是否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规划相矛

盾？ （尤其在中国，由于国家垄断土地，廉价的土地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开发成本和人力资

源）。 

• 如何看待为特定人群规划的城市和街区的未来演变（参会人员广泛讨论了汽车大行其道之

前的古老城市中心的演进和上世纪 60-70年代为中产阶级、有专业技术人员规划的城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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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直到后来演变成国外移民占据的街区和公寓的实际例子）？ 

• 如何看待城市、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介入城市服务的未来走向？ 

• 如何在建筑企业到城市的规划者之间建立一个专业的环境，以期实现长期的、有机城市的

发展？ 

 

4. 下一步工作  

 

本次研讨会是在最近中欧峰会决定将城市问题作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优先事项

背景下展开的。为实现这一合作，欧盟即将推出相关招标项目。 

 

我们从这次讨论中理出了四个思路： 

a）根据彼此交流和共同关心的议题做出列表，并进行修改、补充和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意

味双方就组织进程的分析要点进行形式化，突出各自不同的逻辑。 

b）针对每个主题整理出一份经验报告，并提供参考实例。 

c）在欧盟地区委员会组织城市问题思考小组的延伸背景下，成立一个城市展望联合小组，

旨在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 

D）双方勇于对生产模式和城市治理提出改革性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