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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其规划与设计直接影

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然而，2020年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全球传播，无情地揭示了城市在面对公共

卫生危机时的脆弱性。这一事件不仅考验了全球公共卫

生体系的应对能力，更让我们深刻反思城市规划在公共

健康领域的重要性。在此公共卫生和安全背景下，健康

城市规划的理念与实践显得尤为关键，它强调从城市规

划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另一方

面更是配置和优化城市的健康资源，提升城市居民的整

体健康水平和促进健康公平。自1984年“健康多伦多”

会议首次提出“健康城市”概念以来 [1]，西方国家在利

用城市规划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世界

卫生组织（WHO）设立的“健康城市工程”也多次强

调健康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性，显示出国际社会对这一

领域的持续关注与投入。相比之下，我国的健康城市规

划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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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可以预见到健康城市将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

要方向。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国的专家们对于城市规划和公

众健康之间的联系展开了深度的探索，他们不只是研究

了健康城市规划的理论根据，也对健康城市评估的标准

以及如何将其与中国的政策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涉及环境科学、医疗卫生、社会哲学、

空间规划等门类，学科跨度广，研究内容分支多，为了

更清晰、客观地把握健康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

展动态，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粗浅的总

结了当下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重要结论。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能够推动我国健康城市规划的深入研究和实践

应用，为构建更健康、更安全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一、定义阐述

（一）健康城市的定义

健康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的领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

淀，经过“关联—分野—再关联”[2] 的发展历程，健康

城市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WHO 将“健康城市”定义为

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

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

互相支持的城市”[3]，强调健康城市的动态性和包容性，

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许从宝，仲德崑等学者也

同样关注健康城市的动态性，用过程而非结果来界定健

康城市，认为“健康城市是对健康有清醒认识、并努力

对其进行改善的城市”[4]。而玄泽亮，魏澄敏等学者则

认为健康城市环境、社会、个体共同支撑的有机整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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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整体性和相互作用的特征。也有不少学者总结了健

康城市的特征：高质量且安全的物理环境、可持续的生

态系统、社区中稳固的相互支持关系、公众对健康的积

极参与和自主权、城市能够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居民

享受丰富多样的城市体验和资源、城市充满多样性和创

新活力、保留文化传统和包容性发展模式、提供高标准

的卫生服务，以及居民享有较高的健康水平 [4，5]。

（二）健康城市规划的定义

什么是健康城市规划？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可以为两个主要层面——资源部署和空间干预。杨春和

谭少华认为健康城市规划是通过对城市的空间干预，利

用居住环境改善、绿色空间布局、交通引导和功能分区

等规划技术手段提升城市空间的质量，保障居民的健康

福祉，限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引导人们采取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 [6]，最终建成健康城市。而于一凡学者

则认为健康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公共资源和

空间要素进行整合和综合配置 [7]，提高健康水平，促进

健康公平。

二、研究内容

（一）健康城市规划探索的领域

立足于生态学的宏观视角，关注资源消耗，生态环

境破坏和极端天气，将生态学理论运用于城市的健康规

划。如生态系统弹性理念被用于城市的四个子系统：城

市生态系统、城市工程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社会

系统 [8，9] 的研究。据此，张晓天学者论证了城市各子系

统的弹性在应对干扰和冲击能力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人

身安全和健康 [10]。

针对人居环境的建设与更新需求，探究建成环境中

各项城市要素，如城市绿地、交通系统或公共资源的配

置，对人的健康的影响，针对性的进行在地干预。如谭

少华、郭剑锋等学者论证户外环境对人健康的影响 [11]，

论证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主动式干预。

聚焦社会可持续发展，探讨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和规

划设计来引导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促进体力活动、促进

社会交往、引导健康膳食 [7]，同时推动各收入层次、年

龄和性别群体的健康平等与社会融合。

（二）健康城市规划的实践策略

根据文献查找、阅读和总结，健康城市规划实施策

略的研究分为定性、定量以及定性定量结合三种方式。

其中，策略提出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

是改善城市的外部环境减少污染、二是优化建成环境提高

健康水平、三是用城市布局和建设引导人的健康生活。

针对改善城市外部环境减少污染，在规划设计视角

下，丁沃沃等学者研究了城市肌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12]，

论证了城市空间肌理影响城市微气候，控制建筑的层数、

密度、容积率可以促进污染物扩散，形成健康的城市空

间形态。此外，侯芳等学者也从道路交通角度研究了其

对城市污染和健康的影响，最终得出减小道路密度，控

制城市车流量，以及降低慢行系统和机动车道的重叠混

合度可以减少人体对污染物的暴露度的结论 [13]。类似这

样基于城市外部环境研究，得出健康城市建设策略的还

有于一凡、章必成等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工业遗产再利用

的环境污染研究 [15] 等等。他们都着眼于影响城市环境的

一个小因素，展开研究并提出减少城市污染的路径。

针对建成环境优化影响健康，王兰等学者首先认为

健康包括身心两个方面 [16，17]，基于陈筝、瞿雪倩等学者

《恢复性自然对城市居民心智健康影响的荟萃分析》中

自然环境比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修复作用具

有正面效应的结论 [18]，论证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

所设计中，通过提高绿视率改善城市绿地布局，加强以

绿色植被为主的城市自然环境设计 [19]，可以改善人的心

理和心智健康。

最后，萧明学者为解决健康城市规划的实践问题，

从优化城市布局入手，提出了“康体城市”设计理念 [5]，

旨在通过物质环境改善，如土地混合开发使用、慢性系

统构建和完善、公园可达性等手段 [5]，增加城市居民主

动锻炼和休闲的机率，从而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此外，在健康城市规划实践下，对于弱势群体资源不公

平的现状，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反思，将城市中适儿和适

老化的空间纳入城市布局和建设、提高无障碍环境的建

设水平，保障过去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健康公平 [4]。

（三）研究趋势和研究空白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健康城市理念已经趋于成

熟，当下的研究主要是在该理念的指导下，探索城市规

划的路径和实施监管的机制、策略，处于一个理论构建

的宏观阶段，或者说是探索阶段，而在未来将更多是运

用该理念，落实到健康城市建设的小单元中，如当下已

有的健康城市视角的社区改造，健康生活圈构建等。

总结

在对健康城市规划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探讨后，可以

总结出以下几点：

健康城市规划作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已经

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健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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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体力活动、优化健康资源

配置等规划干预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诸多学者对

此进行了扎实全面的讨论。

然而，目前健康城市规划在对精神健康的考虑以及

城市健康的可持续性和动态性探讨存在不足。一方面，

健康城市指标评价体系对人的社会关系，群体活动考虑

不足，在“身”“心”健康上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策略欠

缺；此外，还忽视了一些社会的边缘群体，评价体系尚

待完善；另一方面，健康城市规划不仅意味着完备的公

共卫生设施和医疗机构、舒适干净健康的城市空间，更

代表着一套能够持续保障居民健康的城市综合体系。比

如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的及时应对。最后，地域

性与文化差异的考虑不足也制约了规划方案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针对这些挑战，未来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应关注以

下几个方向：一是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加强跨学科合作，

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划框架；二是要关注社会边缘

群体，确保健康城市规划的普惠性和公平性。通过深入

了解这些群体的实际需求，制定更为精准的帮扶措施，

让他们在健康城市建设中也能受益；三是构建一套能够

持续保障居民健康的城市综合体系；四是充分考虑地域

性和文化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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