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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之后，健康城市运动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减少城市化进程
中健康危害的新路径。
本书结合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考察，对国内外健康城市运动进行了分析和剖解，从城市规划、城市
管理、医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健康城市运动的背景、动力进行了探讨，并重点探讨了我国在未来健康
城市建设实践过程中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步骤。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人员、城市管理人员、有关专业师生等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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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健康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动力：　　人类历史上的城市革命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奴隶社会末期。
小农经济的诞生和奴隶对乡村小农经济的追求引起了奴隶城市的崩溃和封建城市的出现。
第一次城市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城市不仅有城，而且有市。
城市开始成为手工业集中地和商品集散地，开始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城市”。
另一方面是“城市乡村化”，即“乡村在经济上统治着城市”，“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
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
　　第二次城市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叶。
工业革命的兴起不仅使资本主义城市彻底取代了封建城市，而且使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动力。
第二次城市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工业化，社会生产力以极高的速度不断发展。
乡村城市化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迁入城市，享受着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膨胀，城市环境亦日趋恶化。
　　第三次城市革命是比前两次城市革命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一次城市革命。
第三次城市革命大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它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时代的出现或知识经济的诞生为标志。
第三次城市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取代工业时代的“物质经济”；知识资本取代物
质资本在生产力三要素中起决定作用；城市发展以人为中心，并进人数字化、个性化、分散化发展时
代。
城市与乡村、人与环境将进入共生、共享、共荣的“三共”和谐可持续发展状态，而健康城市项目即
为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必由之路。
　　2．1　健康城市的概念与特征：　　工业城市是一个与乡村相对立的概念，马克思曾指出：“物
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城市数量原来是极少的，城市的发展是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随即在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伴随特大城市、超级城市的诞生，地理空间相互毗连、社会经济结构融为一体的城市带也相继崛起。
　　城市和城市带的发展一方面使商品经济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使市场经济的构建更容易实现；另一
方面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产品和服务。
但与此同时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开始陆续出现，如城市大气的污染、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噪
声的污染、交通堵塞、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城市社会治安等。
这些问题随城市化而来，也必将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出现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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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城市：国际经验与中国方略》注意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在评价国内外健康城市的
理论沿革和实践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如何将健康城市的概念纳入政策议程，构建组织结构，进
行评估和修正，开展重点领域建设等。
以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典型事例为案例，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健
康城市运动的比较，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的健康城市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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