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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与气候变化一起—正在成为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亚洲作为在过去20年

中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其持续发展面临着十分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不过，经过

良好规划和高效组织管理的城市可以应对大多数挑战。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更加公平的增长，可以实

现减少贫困和贫民区的目标。如今，将城市置于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才可以构建充满活力的、集聚

的、绿色的、具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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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

亚洲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并且有时这些挑战呈现出压倒性的趋势，包

括供应不足的基础设施，快速扩张的贫民窟，城市扩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和城郊生

态系统不断退化，严重的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现象。很多这些地方性的挑战在全球背景如

气候变化等的影响下更为严峻。本书由国际城市培训中心（IUTC）和联合国人居署联合

出版，主要是提供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知识、基本原则和各类案例，这些如果可

以付诸实践，必将有助于城市走向正确道路。本书简要介绍了亚洲的城市化趋势，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切入点。本书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国际城市

培训中心在2007年推出的可持续城市化的培训课程，未来本书也将成为这项课程的背景

材料。我希望这本资料有助于提高城市领导者的能力和创造力，引导他们的城市走向正

确的方向。我代表国际城市培训中心，向国际城市培训中心和联合国人居署的员工作出

的宝贵贡献致敬。

Kwi-Gon Kim教授

首尔国立大学荣誉教授

国际城市培训中心理事

作为研究城市问题系列出版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关于“亚洲的可持续城市化进

程”的资料，总的来说是专门为地方政府设计的，并可以为城市决策者举办的培训活动

提供背景资料。它大量借鉴了联合国人居署和亚太经社会的报告—《亚洲城市状况报

告2010/11》（The State of Asian Cities 2010/11）的内容。本书旨在提供城市及当地政府面

临的多重挑战的总体情况，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入点；通过多部门规划、城市管理和

治理，为城市的可持续化提供框架，并强调了用系统化方法解决亚洲城市面临的多种社

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本书同时强调，把各个领域作为城市规划的切入点，可

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外，本书探索了如何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使城市受益。全书突

出强调了长期规划和制定决策的重要性，因为城市需要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对自

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Gulelat Kebede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培训和能力建设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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