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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

HABITAT）的全球联合报告《隐匿的城市：揭露和克服

城市环境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揭示某些城市居民因

范围广泛的疾病和健康问题过多承受痛苦的程度。

本报告提供了信息和工具以帮助政府和地方领导人减少

其城市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报告的目的不是要对农村

和城市的卫生不公平现象进行比较。各种城市卫生不

公平现象需要专门进行处理，因为它们在规模和分布

情况方面有所不同。本执行概要综合了报告的关键要

点。详细信息、数据和实例可在报告全文中获取。

执行概要
隐匿的城市：揭露和克服城市环境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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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众所周知，人类有半数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且这一比例在不断上升。城市

集中了文化、基础设施和各机构，长期以来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也是机遇和繁

荣汇集的地方。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富人和穷人，城市提供了独特的机

遇，使居民能够增加收入，动员起来开展政治行动，并受益于教育以及卫生和

社会服务。城市生活的这些积极方面仍在吸引人们前往并滞留在城市地区。

城市生活继续提供许多机遇，但这些利益的分配可以是极为不平衡的。在繁忙的

市场、摩天大楼和都市灯光的背后，当今世界各地的城市包含着隐匿的城市，隐

藏了许多城市居民的真实生活和生活条件。某些城市居民因健康不良遭受过分

的痛苦，而这些不公平现象可以追溯到其社会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异。没有一

个城市能够避免这一问题。

潜在的城市危害和相关的健康风险包括很多方面，以下列举少数几项：不合标准的住房和拥挤的生

活条件、食品和水的安全问题、不充分的环境卫生和固体垃圾处理服务、空气污染以及交通拥挤。

许多城市面对三重威胁：当人们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拥挤地居住在一起时，传染病就会流行。随着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并加上城市生活的推动 — 烟草使用、不健康的饮食、身体活动缺乏以

及有害使用酒精，慢性非传染病正在增多。此外，城市卫生还要进一步承受意外事故、受伤、道路

事故、暴力和犯罪的负担。

地方和国家政府都在努力应对城市化的挑战。在许多情况中，人口的迅速增长超出城市建造使城市

生活安全和健康的必要基础设施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一样，城市化伴随着集中的

贫穷，这正在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严重、普遍和基本上未被承认的特征。近10亿人，即城市人口的

三分之一，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和棚户区。对城市穷人而言，城市生活的好处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例

如，卫生保健的可得性和可及性不能确保可负担得起和能利用的卫生服务。不幸的是，有些城市居

民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以及各种形式的排斥和边际化。

卫生部门不能单独采取行动应对这些不公平现象以及各种城市卫生挑战。城市直接影响到所有城市

居民的生活条件、社会经济机遇和健康结果。因此，城市居民在健康方面的确实和持久改变涉及众

多利益攸关方。城市卫生超越了政府的作用和责任，应包括民间社会、社区团体和企业能够作出的

贡献。社区，尤其是城市穷人，必须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定。把卫生放在城市政策议程核心的机遇

是存在的，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所有部门应协同努力采用创新和有效的办法减少健康风险并加大健

康效益。

城市是我们世界的未来。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城市对所有人都成为健康的地方。

前言
隐匿的城市：揭露和克服城市环境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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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CHAN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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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城市化环境中最大部分的健康问题是生活和工作条件造

成的。这些条件包括社会决定因素，例如低质量和过分拥挤

的住房、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能获得干净的水和

体面的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排斥。目前，估计有10亿人生活

在不正式的居民点和贫民窟中。但是，多数迅速城市化国家

中的卫生政策仍然以着重于疾病的解决办法为主导，忽视了

社会和物质环境。因此，健康问题持续存在，卫生不公平现

象增多，而且卫生干预措施不能产生最佳效果。

但是，城市化为更有效的卫生政策和实践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然而，很少有

证据说明这些机遇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信息并具有影响。当前混乱和缺乏计划的

城市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充斥贫穷和社会排斥的城市化增加了卫生不公

平现象和脆弱性。

与迅速城市化相关的众多健康风险中，没有一项比城市贫穷更引人注目，不正

式居民点的发展就是最明确的表现。在发达世界也可见到城市贫穷增加，但这

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结果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失去住所。

在世界各地，贫民窟居民与人口其它任何阶层的人相比，能获得的卫生资源较

少，疾病更多并死得更早。尽管存在前所未有的全球财富、知识和卫生认识，

但卫生方面的这些不公平差距正在扩大。尽管城市地区的卫生服务相对较好，

但城市穷人与农村穷人相比，健康状况更差。这就要求对城市内的不公平现象

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有更好的了解。

在流行病学和卫生系统改进的背后，人类福祉的最终“诸因之因”在人类发展

的这一特定阶段主要可通过针对城市环境的干预措施进行处理。

这就需要更加注意以何种方式采取措施改变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可导致持

久改善城市卫生的社会过程和知识。联合国人居署和世卫组织的这份联合报告

响亮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解决我们城市环境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我真诚地希

望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能推动实现这一紧迫的目标。

前言
隐匿的城市：揭露和克服城市环境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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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 BJÖRK-KLEV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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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地区，而且这一比例不断增长。

• 城市集中了机遇、就业机会和服务，但也集中了
健康风险和危害。

•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数迅速增多，将是21世纪最重
要的全球卫生问题之一。

• 城市发展超越了政府建造必要基础设施的能力，
所以每三名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民窟或
非正式的居民点。

• 在所有国家中，某些城市居民因健康不良遭受过
多的痛苦，而这些不公平现象可以追溯到他们在
社会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异。

• 为了揭露城市卫生不公平现象的全部情况，必须对城市内部的卫生数
据和健康决定因素数据进行分类。

• 除非采取紧急行动解决城市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否则国家将不能实
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 对城市中的卫生不公平现象采取行动，需要有组织的社区以及地方、
省级和国家等各级政府的参与。

• 解决办法常常处在卫生部门的范围之外，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众多不同
部门的参与。

• 地方领导人和政府可以，也应当在促进城市卫生公平性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

UNMASKING AND OVERCOMING HEALTH INEQUITIES IN URBAN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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