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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只要一个人就能够颠覆全局或改

变历史进程。在2007年的某一时刻，这个人要

么将会移居到城市，要么将会出生于城市。这个

事件本身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关注城市发展趋势

的人口统计学家却会将其作为标志着世界步入一

个新的城市千年的时刻，在这个新的城市千年

中，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将会生活在城市中，而

这是史无前例的。在2007年，全世界的贫民区

居民人数也会迈过10亿的门槛——也就是每三

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民区。

尽管贫困仍然主要是一个农村现象，但

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城市人口也正遭受着极

端的贫困，有时候比农村贫民所经历的更折

磨人。本报告中来自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的分析显示，贫民区中的疾病发生率和死亡

率远高于非贫民区的城市地区，在某些情况

下，比如艾滋病流行程度和其他健康风险指

数与农村地区相同，甚至更高。国家的统计

数据往往不会体现这样的差异，而是粉饰城

市中贫困社区所遭受的困境。本报告的结论

展示了“一个城市中的双城记”；非贫民区人

群享有良好的健康和教育，而贫民区社区则既

缺少健康，也缺少机遇。

本版《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概述了一系列

联系着城市、贫民区和“千年发展目标”的问

题。报告明确提出，应对贫困的全球斗争——

体现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城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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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自从2000年《千年宣言》正式通过之后，很多国家的政

府通过扩大基础教育、推动性别平等、提高公众服务的便民

性以及其他重要举措，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这些举措带来的益处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这种分配

不均不仅出现在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也出现在城市内部与

城市之间。

正如这本《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第三版明确指出的，为

保障城市贫困居民的福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传

统上，政府和发展机构更强调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因为那

里是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的场所。但是随着快速城市

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地区也需要相似的关注度。这不是

城市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在很多发展中地区，城市化并

没能带来更多的繁荣或者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实际情况是，

改善城市贫困居民生活的努力没有跟上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的贫困一直是贫困最广为人知的表

现形式。然而，城市地区的贫困也同样呈现出尖锐的、非人

道的甚至是危及生命的问题。联合国人居署在本报告中首次

呈现的关于贫民区人口的新数据，揭示了贫困的城市住区生

活的惊人现实：在那里，父母们必须在支付房租和为孩子们

购买食物之间做出选择；在那里，学校陈旧的设施和昂贵的

学习资料剥夺了年轻人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在那里，卫生

设施、干净的供水和通风设备的缺失增加了罹患疾病的风

险，这样的风险对妇女和儿童而言尤为严重。

城市，既是伟大的人类进步之所在，也是深重的人类贫

穷之所在。本报告说明了城市中富人和贫民的生活究竟存在

多大的差异，并解释了如果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

就必须更多地致力于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贫民区已经成为

1000万人的家园，这个数字占了世界城市人口的1/3。在过

去的二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纳了95％的城市人口增

长。面对城市化时代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需求，如果我们

不为此做出新的承诺，世界的城市变迁将呈现出更广泛、更

深刻的贫民区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病蔓延。本报告提

供了能够帮助我们做得更好的信息和分析，因此我向全世界

的读者推荐这份报告。

科菲·阿塔·安南
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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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roduction

2006/2007年版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记录了两大重要

的里程碑：2007年城市千年的开端，以及1976年6月于温哥华

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30周年纪念，当时“城市

化”被纳入了全球发展议程当中。本报告同时也记录了一个

不那么让人骄傲的历史时刻：在世界各国政府首次承诺为城

市问题付出更多努力的30年后，全球仍有接近1/3的城市人口

居住在贫民区，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无法获得体面的住房或者

基本服务设施，周遭疾病和犯罪蔓延，文盲现象普遍。

联合国人居署自从1978年成立以来，一直持续强调城市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发展做出的贡

献。如今，理解推动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背后复杂的社会、文

化和经济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力

求实现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在这个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

世界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根据有关各国人类住区条

件和发展趋势的清晰明确的资料和数据，制定相关的政策和 

战略。

本版《世界城市状况报告》通过开辟城市资料收集、分

析和传播这一全新的领域来推进这一目标。这是联合国历史

上首次在贫民区和非贫民区层面发布城市数据，这一做法超

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论。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内部数据分

析—涉及全世界200多个城市的分类数据—深化了这一

工作，为在健康、教育、就业和其他核心指标上表现出来的

城市不平等提供了详细的证据支持。其内涵对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再假设城市贫民比农村贫

民生活得更好，或者所有的城市居民只因为近水楼台就都能

够享受到基本服务设施带来的便利。

联合国人居署从1991年起致力于引导“城市指标”，通

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外部合作伙伴共同工作，坚持不懈地

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使人人享有

适当的住房”以及“在城市化的世界建立永续的人类住区”

这两个普遍需求—这也是1996年世界各国在伊斯坦布尔通

过的《人居议程》中的两大目标。世界各国首脑在2000年

通过《千年宣言》后，这项工作现在大部分集中在指导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第7项目标第11条任务上，即在2020年前改

善至少1亿贫民区居民的生活。这一任务需要对各城市做得

如何以及城市贫民的真实生活条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本报

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人居署“城市指标项目”的第三

阶段，其中包括全球、区域、国家及家庭层面的与《人居议

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定相关数据。

本报告清晰地展示了居住条件对于人类发展的直接影

响，包括儿童死亡率、教育以及就业。以一项或多项居住

困难为特征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与在“千年发展目标”中核

心指标的不佳表现之间的相关性，证实了“我们住在哪里是

很重要的”这一观点。本报告的发现揭示了一个新的城市现

实，即亟须制定有益贫民的和性别平等的城市政策和制度。

最后，在国际社会庆祝温哥华第一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

议召开30周年之际，也应当认真回顾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经验

和减少城市中的不平等的必要性。城市即使没有为全部、也

为大部分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的共同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比如对使穷人受益的供水和卫生设施进行干预，因为

在健康、营养、疾病预防以及环境方面已经得到了改善，所

以这些干预措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然而，如果不

采取齐心协力的行动以缓解城市不平等，城市很可能成为产

生剥夺、社会隔离以及全球性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场所。

安娜·蒂贝琼卡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秘书长兼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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