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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城镇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与保障方面的威胁。其中，有些威

胁以灾难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表现为贫困、不平等，或是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过程。《加

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就当今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与保障造成巨大威胁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正如报告所言，城市暴力与犯罪问题正在全世界蔓延，引发了大范围的

恐慌情绪以及很多城市中的撤资现象。世界上，缺乏房屋 /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城市居民不计其

数，其中有近10亿人正生活在贫民窟里，而每年被迫搬迁的居民数量更是多达至少200万。

……本书着重强调了城市规划和治理在未来城市安全与保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

通过大量成功案例鼓励我们学习和交流城市安全与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谨向所有对城市健康

感兴趣的读者推荐本书。

                                  —摘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一书述及城市安全与保障所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犯罪与暴力，

缺乏房屋 / 土地保有权保障与强制驱逐，自然与人为灾害。它分别分析了上述三类威胁在全

球的发展趋势，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予以特别关注，同时介绍了为应对上述威胁，在城

市、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所采取的良好政策和最佳实践。本书从人类安全的视角出发，关注人

而不是国家的安全与保障，并对那些可以通过适宜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和治理解决的问

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人类住区问题的专职机构，致力于促

进经济创收、社会包容和环境宜居的城市、城镇和乡村聚落的发展，以及为所有人提供适足

的居所。《全球人类住区报告》是对全球人居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具权威性和最为及时的

评价，可以为研究人员、学者、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提供重要的参考。已出版的本系列

报告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贫民窟的挑战”和“为城市低收入人群

的住房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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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城镇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与保障方面的威胁。其中，有些威胁以灾难

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表现为贫困、不平等，或是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过程。本书—《加强

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就当今对城市居民的安全与保障造成巨大威胁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

正如报告所言，城市暴力与犯罪问题正在全世界蔓延，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情绪以及很多城市中

的撤资现象，这在城市帮派暴力盛行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尤其严重。而近期在巴黎郊区

及整个法国城市地区蔓延的暴力现象以及发生在纽约、马德里及伦敦的恐怖袭击都显示，即使是高收

入国家的城市也同样不堪一击。

世界上，缺乏房屋／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城市居民不计其数，其中有近10亿人正生活在贫民窟里，

而每年被强制驱逐的居民数量更多达至少200万。受强制驱逐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居住条件最差的居民，

尤其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这些强制驱逐常以进行城市再开发的名义进行，忽视了对缺

乏其他居住选择的贫民所造成的影响，而其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则进一步扩大了贫民和暴民的规模。

报告指出，自然事件和人类安全与保障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气候的变化加速了极端天气

情况的发生和海平面的上升，也对脆弱的城市造成越来越多的影响。与此同时，城市贫民窟也正在向

洪水、山体滑坡、工业污染以及其他危害多发的地区蔓延。

本报告着重强调了城市规划和治理在未来城市安全与保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通过大量成功

案例鼓励我们学习和交流城市安全与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谨向所有对城市健康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份

报告。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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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安全与保障 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7》分析了对城市安全和保障造成威胁的三个主要问

题，分别是：城市犯罪与暴力，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强制驱逐，以及自然和人为灾害。报告

分析了世界范围内这些问题存在的条件和发展趋势，着力强调了它们的潜在成因及影响，并列举了在

城市、国家和全球层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报告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关注人类的安全与保障

问题而非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及治理措施得到解决。

报告对犯罪和暴力行为的范围进行了广泛研究，所有这些行为在全球都呈增长趋势。 1980年至

2000年期间，世界总犯罪率增长了约30%，每10万人中犯罪事件从2300起增加到了3000起以上。在过

去五年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60%的城市居民曾是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报告显示虽然近些年来与恐

怖事件相关的暴力活动在数量上低于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但它却极大地加剧了暴力对于城市的影

响。这些影响包括：城市居民的恐惧感增加，由于破坏而造成的收入减少或业务量从受影响地区流

失，私人保安业的兴起和城市封闭式社区的增加，以及发展资源向公共和私人安全投入方面的偏离。

报告重点介绍了减少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政策措施，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由社区主办各种预防犯罪和暴

力事件的活动，从而实现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以及通过重点关注青少年等可能实施犯罪活

动的群体以减少危险因素。

在关于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和强制驱逐问题的章节，报告估计每年世界上约有至少200万居

民被迫搬迁。房屋／土地保有权最缺乏保障的是居住在贫民窟中的约10亿贫民。强制驱逐通常是由以

下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和非法企业的拆迁、住宅的兴建、开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开发

和美化项目等。报告强调，强制驱逐在居住条件较差的地区最为普遍，包括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

体在内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而且强制驱逐无一例外地会增加而非减少一开始打算“解决”的

问题。报告记录了近来一系列针对房屋／土地保有权缺乏保障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全球层面，建立

反对强制驱逐的立法和进行保障房屋／土地保有权的活动；在国家层面建立、改进并规范相关政策，

实现法有所依和法制化管理，并加强土地管理和登记制度。

在介绍日益全球化的灾害问题的这一部分，报告显示1974年至2003年间，全球共发生了6367起自

然灾害，导致200万人死亡，并给51亿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除此之外，共有1.82亿人由于灾害而无家

可归，有记录的经济损失更多达1.38万亿美元。报告还显示，各种小型灾害对城市居民所造成的累积影

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例如，每年全球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多达120万。以下因素可能会使得城市格外脆

弱：快速而缺乏规划的城市化、经济财富在城市中的积聚、人为的环境美化、贫民窟的扩张（通常是

往危险地区的扩张），以及无效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建筑规范。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是气候的变化。20
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上升了50%，位于海岸线附近的各大城市尤其

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城市已经能够采取有效手段降低灾害的影响，其中包括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

和抗灾建筑及基础设施设计、更加准确的风险图谱、制度改革及训练、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应急系统以

及加强重建能力。在国家层面，政府机构正在建立降低灾害风险的相关法规，加强早期预警体系，并

建立兼收并蓄的管理和规划系统，从而促进城市和社区的自我恢复能力。

贫困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它决定了人们面对报告所提到的三大城市安全和保障威胁

时的脆弱程度。相对于城市中的富人阶层，穷人更容易遇到犯罪、强制驱逐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由于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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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5_19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