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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城市是现代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空间载

体和标志，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足以影

响全球事务的超大特大枢纽型城市，承担着引领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引擎、资源配置、引领变

革、推动创新、文化传播、国际交往等重要功能。

全球城市作为一国软硬实力竞争的“新地理中心”，

既关系到全球城市网络下的国际事务和国际秩序

塑造，又关系到参与全球内外环境治理的资源配

置和路径方向，是全球各国领导层关注的焦点和

公共政策倾斜的重点场域。近年来，在逆全球化

浪潮的反复汹涌和新冠疫情的后遗症笼罩的大背

景下，城市现代化逼近颓势，全球联系竞争力逐

渐消弱，全球城市共性挑战依然严峻 [1]。随着地

缘政治博弈深化和全球经济网络结构调整，全球

城市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在过去几年发生明显

变化。因此，近年来关于全球标杆城市在全球治

理中的角色讨论明显增多。全球亦是掀起了对传

统标准化全球城市模型及其衍生现代化危机的研

究反思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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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正推动着城市不断

进行空间扩张和功能集聚化，蔓延成为“巨型区

域”，即“全球城市”这一全球化的新城市形态，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学术界对此开展系

列研究。例如，英国斯旺西大学城市理论研究中

心 Richard G．Smith 等（2018）认为全球经济受

到“指挥与控制”的观点缺乏有信服力的经验实证，

应超越全球城市治理和“指挥与控制”的迷思 [2]；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屠启宇（2018）总结了全球城

市发展的根植性困扰（离岸化发展倾向）、包容

性挑战（社会割裂、城市绅士化等）和文化属性

挑战（文化风尚倒向全球化）[3]；上海社会科学院

汤伟（2021）认为以纽约、伦敦、东京为模本的“全

球城市”有着内嵌矛盾性和不足性，譬如对制造

业不够重视、对平民包容心不足、缺乏对门户枢

纽根植性和国家内外平衡性的关注，忽视了气候

环境变化以及技术创新等最为前沿的命题，由此提

出了全球城市迭代和模式多样化的命题 [4]；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Stijn Van Nieuwerburgh（2022）

使用“城市厄运循环”（urban doom loop）一词来

形容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达拉斯等全球城

市面临的危机，更是引发国内外各界热议 [5]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

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6] 全球

大变局之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

需要依赖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来助力打造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人

民满意的全球城市，必须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转

型。基于此，针对全球城市如何突破现代化困局，

本文将在反思全球城市危机基础上，把握当下发展

新趋势，提出重塑全球城市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指标体系，为建设全球城市提供参考借鉴。

二、全球城市危机反思：基于城市现代化指

标体系

一切技术手段和工具均服务于特定的目标。

百年来，城市指标化和指数评价是助推全球城市

现代化演进的最强技术工具，并成为全球城市竞

争的风向标和指挥棒。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

会指数评价运动，对全球城市现代化从理论高度

转变为可操作的实践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

反思全球城市的现代化危机，还要回归到全球城

市的指标化运动。

（一）演进逻辑：从唯 GDP 决定论到可持续

发展论

全球城市是现代城市研究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和关键实践场域。但从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全

球城市的研究便更加关注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

在全球城市的特定功能属性中，早期将其定义为

“财富增长机器”，更注重国际贸易、商业服务、

金融中心、经济活动枢纽等经济功能。唯经济决

定论成为传统全球城市理论的核心特征，不可避

免地更加关注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城市雄厚

的经济实力。多年来人们始终认为，全球城市必

然要在集中控制和指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扮演至

关重要的角色。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全球城

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GDP 被广泛认为是衡量城

市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全球城市的经济能力，

包括城市的 GDP、人均 GDP、跨国公司总部数量、

劳工人口就业率、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政府债

务率等，都被用来衡量全球城市的经济和商业活

动的重要参考指标 [7]。“重经济、轻文化”成为

早期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向，主要体现为：一

是在全球城市网络布局中，受到经济全球化的主

导和推动，倾向于强调城市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

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城市在全球文化网络、政治

网络、信息网络、创新网络等领域中的地位和作

用。二是在全球城市评价体系中，受到经济发展

的直接影响和可见的效应，倾向于采用经济指标

来衡量和评价全球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更加关注全球城市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财政

收入等方面的贡献，忽视了城市科技创新、文化

全球传播、信息流动等贡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全球城市的经

济、金融受到强力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全球

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其商业周期不可

避免也不可逆转，单纯追求 GDP 增长无法满足城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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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而全球城市在空间重构与

资本积累过程中更是垄断地租与消费空间，产生

空间分层与阶层隔离，例如“绅士化现象”的出

现 [8]。随后，一批新兴全球城市纷纷提出科技创

新发展战略，并创造了“硅巷”“硅盘”“硅环”

等不同发展模式，取得卓越成效。在全球城市迭

代升级中破除唯 GDP 最大化的指标追求，不断涌

现出文化中心、科创中心等城市现代化的新功能，

探索促进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高度融合发展的全

球城市现代化模式。为此，诸如上海、香港、洛

杉矶等全球城市，也能凭借先进、完善的文化基

础设施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成为世界主要的

文化中心，助力城市吸引全球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的高度集聚。2015 年 9 月，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建立了全球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提出包括“建设包容、安全、

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等

在内的 17 条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

倡导未来致力于迭代出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城市版

本。各大全球城市开始对标准化的“全球城市”

政策路径进行升级改造，例如纽约在 2015 年将“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列 为《 一 个 纽 约》（One New 

York）城市规划建设四大目标之一；伦敦在 2016

年启动低碳加速器计划，又于 2019 年启动了全球

首个 24 小时超低排放区；上海 2018 年提出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将“更具活力的创新之城、

更富魅力的人文之城、更可持续的生态之城”作

为 2035 年目标，等等。

2019 年以来，世界性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疫情、

经济贸易战、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频繁给全球

城市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单边主义引发

的信任赤字、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发展赤字、鼓

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引发的安全赤字等愈

演愈烈。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等更是助推全球城市发展格局

进入一个调整转型时期，这也为全球城市现代化

增加了复杂性、冲突性、碎片化和对风险的依赖

性等特点。当前全球城市的挑战来源于转型与复

苏，城市现代化与高风险的发展悖论倒逼城市现

代化发展转型破局。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城市版本

升级已是大势所趋。正因如此，全球城市现代化

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辩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而关于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也正处于不

断探索、论争不止的阶段。

（二）现有全球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特点

与不足

全球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和指数评价作为全

球城市建设进程的指挥棒和监测手段，是以“晴

雨表”的方式观察、反映和把握全球城市发展动

态的“脉搏”和发展轨迹。现有全球城市现代化

指标体系繁多，但多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忽视

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崛起的全球城市发展阶段和客

观实情，导致全球城市发展难以为继。对此，本

文通过梳理比较，得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城市指

数评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 是“ 综 合 实 力 与 竞 争 力” 意 义 上 的 全 球

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国外权威性评价 , 例如英国

全 球 化 与 世 界 级 城 市 研 究 小 组 与 网 络（GaWC）

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IHGWC）；日本森纪念基金会开发

的 全 球 城 市 实 力 指 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

GPCI）； 美 国 科 尔 尼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与 芝 加 哥 全

球 事 务 委 员 会 开 发 的 全 球 城 市 指 数（Global city 

index，GCI）；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开发的全球城市

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CI），等等。国内代表性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

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1-2022）》，

测 评 了 1006 个 全 球 城 市 综 合 竞 争 力 [9] ； 上 海 全

球城市研究院开发了由全球城市网络连通性、要

素流量和成长性等构成的全球城市综合发展指数

（GCDI），对全球城市动态发展进行全面测度 [10]。

二是“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指标

体系建构。2015 年，联合国从社会、经济、环境

三个方面建立了 169 个子目标和 232 项指标，为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提供了系统的标准与框

架。2022 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为更加客观全面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跟踪新城市议程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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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A）协调战略落地情况，又批准实施“全球

城市监测框架”（UMF），从安全、包容、韧性

和可持续 4 个维度考察城市和地区的变化。2014

年 ,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通过了城市指标第一

个 ISO 国际标准《可持续发展城市——城市服务

和生活质量的指标（ISO 37120）》，推动由世界

银行城市局牵头、全球城市指标机构 GCIF 执行建

立的“全球城市指标”（Global City Indicators，

GCI）成为全球城市通用指标，并率先在全球 20

个城市开展试点。中国也积极参与城市可持续发

展国际标准化，主导（联合主导）编制了城市可

持续发展国际标准 18 项，杭州市组建全球可持续

标 准 化 城 市 联 盟（ISSCC）。2017 年， 中 国 国 际

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初

建 了 一 套 中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指 标 体 系（CSDIS）。

2022 年，全球咨询公司凯谛思（Arcadis）从可持

续发展三大支柱“地球、人和利润”维度构建指

标体系，发布了《2022 年可持续发展城市指数》。

三 是 聚 焦 于 全 球 城 市 现 代 化 不 同 领 域 构 建

的评价体系，主要体现在全球城市经济、全球城

市 创 新、 生 活 质 量 与 宜 居 等 方 面。 例 如 英 国 智

库 Z/Yen 集 团 和 中 国（ 深 圳） 综 合 开 发 研 究 院

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 联 合 国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 英 国 经 济 学 人 智 库 发 布 的 全 球 宜 居 城 市

指 数（Global Liveability Index，GLI）； 澳 大 利

亚 2Thinknow 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指数

（Innovation Cities Index，ICI），等等。

总体来说，自 1991 年萨森把全球城市描述为

金融和经济商业服务中心以来，全球城市现代化

指标体系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重西方轻

本土，重经济轻文化，重静态轻动态，重学术轻

实践”的顽疾仍在，表现为：第一，我国对于全

球城市现代化研究由世界城市概念及其识别指标、

形成机制等领域逐渐转向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作用、

比较与评价、培育策略等。近年来也逐渐从理论

探讨转向实证分析，从单一城市转向城市群和区

域，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演变，从国际比较转向

国内比较，从识别和评价转向培育和发展 [11]。第

二，现有指标体系主要以“识别”为导向，而缺

乏指标实践的可塑性。现有指标主要用于识别和

区分不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发展潜力，以及在

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指标体系过于刚

性、僵化和统一化，不能有效指导和促进城市现

代化的实践。第三，受到西方城市现代化理论和

模式的影响，倾向于以西方城市为标准和范例，

忽视了城市现代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忽视了城

市的本土特色、发展阶段、历史文化、社会环境

等实践因素，以及城市现代化的非线性、多路径、

多结果的特点。第四，受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

比较性的限制，现有评价体系倾向于选择容易量

化和标准化的指标，忽视了城市现代化的质性和

内涵。第五，评价倾向于简单化和形式化追求评

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忽视了城市现代化的主观

性和价值性。第六，现有指标体系主要以金融和

经济发展为主要现实考察而忽略文化对于全球城

市软实力的未来考量。

三、重塑全球城市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

全球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

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延续。习近平总书记在向 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致贺信指出：“世界城市日全球主

场活动秉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念，致力

于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对共创普惠平衡、

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具有

重要意义。”[12]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现

代文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经济、社会、

技术、生态等领域“可持续的”生长发展，以期

提升人类整体福祉，也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节点。在

贸易摩擦加剧和全球逐渐区域化的背景下，全球

城市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其对技术、知识、人才

等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取决于城市的经济韧性、

社会韧性、制度韧性及可持续发展。为此，顺应

现代化时代趋势，应重塑全球城市模型，建立一

套符合全球城市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

化的新趋势新变化的指标评价体系。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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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定义全球城市未来：创新、开放、

包容、绿色、共享、韧性

在过去十年，全球也不乏城市寻求更理想的

城市发展模式，另辟蹊径率先开展“智慧城市”“公

园城市”“韧性城市”“宜居城市”“绿色城市”“生

态城市”“低碳城市”“紧凑型城市”等可持续

发展模式，试图在这些领域取得全球领导地位，

以此来抗击资源不足、贫困、失业、社会不平等、

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不足、社会不平等、人口老

龄化、住房和能源效率低下、气候变化和区域冲

突等紧迫的全球挑战。但这些新理念仍旧无法破

解当下全球城市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可持续

的”未来必须讲究“平衡的艺术”，坚持以人为本、

以适度为准则。针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传统城市

可持续性指标研究通常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下设的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资源环境可持

续三个核心要素解释分析和评估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牛文元，2012；Turcu，2013；杨朝远、李培鑫，

2018）[13][14][15]。ISO/TC 268 在 研 制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国际评价标准时，提出“智慧”“韧性”“绿色”

等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为此研制了 ISO 

37122 智慧城市评价、ISO 37123 韧性城市评价等

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的重要路径 [16]。这些研究虽

预测到全球城市的未来拓展方向，但其探索仍然

是局限于单一领域发展方向，缺乏全局性的引导

和评价。本文认为，至少应着重于从创新、开放、

包容、绿色、共享、韧性等属性定义全球城市可

持续发展未来趋势。

1. 创新城市。“创新驱动”是助力全球城市

崛起的主导力量，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价值、产业

结构、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发展方向。因此，

全球城市成为引领全球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

新技术、创新模式的主要策源地，也是各类创新

资源和高端人才的集聚地。武前波等学者（2022）

发现知识创新城市空间组织已经出现新的发展态

势，生态和知识两种要素发生密切耦合关系，重

塑及拓展了传统城市空间组织格局，进而形成适

宜于创新经济、创新人才及创新空间集聚的新城

市形态 [17]。创新城市减少了结构固化，释放经济

集聚、人才集聚和组织集聚力量，从而提升全球

城市现代化活力。且在这一过程中，最深层次、

最为关键的是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结构升级和创新

扩散。以知识创新城市为代表的全球城市空间发

展模式，俨然已成为当下最为典型的城市转型路

径。诸如东京和纽约等均通过实施创新战略，打

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吸引

全球优秀人才和企业，形成富有粘性的科技创新

生态系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2. 开放城市。全球城市作为一个流动性载体，

因国际贸易而生。全球贸易自由化、要素流动与

聚焦自由化的基本实践和基本规律成为百年近现

代城市史的一条铁律。为了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

配置人才、知识、资本、技术、制度、信息与创

新等全球资源要素，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打造开

放合作的环境。以新加坡为例，全面开放战略一

直是新加坡最基本的国策，贯穿于国家发展的整

个历史和城市发展各方面，更是新加坡向资本与

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关键内核 [18]。在面积 704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成都三分之一的新加坡通过提

升营商环境、发挥先天优势、实施人才战略三条

路径，汇集了超过 150 个国际机构和 7000 家跨国

公司入驻 [19] ，成为经济开放城市典型代表。但城

市开放在带来收益的时候也造成城市机体风险 , 因

此要最大化实现城市开放收益，就需要控制开放

度和兼容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的竞争

也将越来越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全球竞争

背景下不少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基于风险考量，选

择采取“抱团取暖”的区域开放战略。全球城市

发展也呈现区域渐进性开放特征。

3. 包容城市。全球城市是现代化衍生的多样

异质文明的空间聚集区。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异

质性、复杂性，以及主体间性、人文空间性等，

是后现代化时代全球城市所呈现的重要特征。发

展成熟的全球城市，其经济社会制度往往具有较

高的治理包容性、文化宽容度。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但是新世纪文明

形态之中却蕴含着文明冲突问题，迫切要求文明

交融 [20]。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

聚焦到全球城市场域，便是建设包容型城市，营

造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全球城市发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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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态，带领世界走出文明冲突困局。包容性是

一个城市人文和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当前，诸

多全球城市正探索包容性治理的实践方案，例如

伦敦设计局将包容性设计定义为面向更广泛使用

人群的通用准则，强调为全民（包括弱势群体）

设计美好城市；纽约市作为高包容度的全球城市，

通过多元化住房政策解决住房问题，体现了包容

性发展理念；新加坡提出要保持种族和宗教和谐，

推出 4 种官方语言以保持城市的多样性，等等。包

容性发展和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

4. 绿色城市。绿色转型是应对现代性生态危

机的关键。低耗绿色作为一种生态文明，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面对环境问题，必须推动绿色转型，

推广绿色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

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2005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UNEP）提出了“绿色城市倡议”，来自世

界各地的七十多位市长签署了《绿色城市宣言》，

开启了全球城市绿色发展的潮流。到目前，奥克

兰被认为是在过去 30 年里经历了最彻底转变的城

市，由此被评为最宜居的全球城市之一。奥克兰

因其绿色空间而受到赞誉，绿色空间增加了 6%，

而且可持续发展行业的人均就业人数众多。绿色

城市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之间的矛盾关系，还要聚焦城市规划、建设和治

理的绿色转型。

5. 共 享 城 市。 近 年 来， 在“ 共 享 经 济 ” 和

“ 共 享 发 展 理 念 ” 的 双 重 激 活 下， 共 享 城 市  

（Shar ing  C i t y） 的新概念和共享公共价值的新

思维方式逐步纳入世界各国城市规划战略的视野。

共享城市以共享理念为核心，被描述为社会物质

充足、人们诚信联合、技术发达匹配的“高阶”

城市状态 [21]，正作为人类智慧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紧密结合的理想城市被热烈讨论 [22]，更被畅想为

一种重塑全球人类生活的后现代未来 [23]。全球首

个共享城市规划便是韩国首尔市政府于 2012 年宣

布的“首尔共享城市”规划，该城市还专门制定《首

尔市共享促进条例》来保障规划实施。当前，全

球共享城市已诞生不少代表性案例和模式。例如，

以美国波特兰市共享社区自助为例自下而上的社

区行动模式；以中国共享单车规范运营为例的上

下联动多方共治模式；以旧金山市的共享交通管

理为例的立法激励共享模式，等等。共享城市的

建设方向包括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城市服务

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空间共治共享共建，提高

城市社区凝聚力。

6. 韧性城市。安全发展是现代城市文明最基

本的指标。然而，全球现代城市安全的“传统安

全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危机”日益突出，尤其

是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后变得愈加

脆弱、复杂和不可感知。为此，不少学者提出要

增强城市韧性、建设韧性城市。这被认为是当今

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安全发展的战略导向和崭新

范式。安全韧性已成为城市安全研究的热点领域。

近年来，全球城市纷纷提出韧性战略规划，例如

《韧性洛杉矶》《韧性新加坡》《巴黎韧性战略》

《伦敦城市韧性策略》《韧性悉尼：2018 年城市

韧性战略》《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等。

目前，我国也已经将“韧性城市”列为重大战略

需求，国家“十四五”规划、2035 远景目标和党

的二十大报告都明确了建设“韧性城市”的国家

战略。着力解决增强全球城市发展韧性问题，既

要积极维护经济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安全，

也要秉持包容、安全、共享、绿色等原则，关注

基础设施韧性、技术韧性、社会韧性、制度韧性、

组织韧性、生态韧性等城市问题。

（二）重构全球城市测评框架与方法：可持

续发展指数

全球城市的测评标准随着城市变迁和空间位

移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和总量、人口规模、

土地面积等指标并不完全可衡量全球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水平。如何摆脱全球资本驱动下的现代化

危机，进入一个富有韧性、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

展阶段，需要有新的指标和测评框架来指引。

1. 测评框架。本文将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划

分为创新城市、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绿色城市、

共享城市、韧性城市六大维度。创新是推动城市

发展的动力之源，开放是构建现代化全球城市的必

由之路，绿色是促进可持续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共享是资源高效利用的本质要求，包容是彰显城市

人文的重要原则，韧性是建设平安城市的重要保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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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具体测评框架变量及说明如下表所示。

2. 测评方法。为计算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指数，首先对各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

后依据一定规则进行加权。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处理。为消除量纲差异，首先

对各指标的数据做标准化处理。

正指标标准化处理的公式为： 

)]min()/[max()]min([ jjjijij XXXXZ −−= 　（1）　　          

逆指标标准化处理的公式为：    

)]min()/[max(])[max( jjijjij XXXXZ −−= 　（2）　　　          

其 中，i 代 表 城 市；j 代 表 指 标；X 表 示 i 城

市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Zij 表示 i 城市第 j 个指标

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第二步，指标赋权。基于上文的分析，全球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重要性相同，

故本文通过等权重法进行赋权。

第三步，综合指数合成。通过线性加权法得

到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测度指数，公

式为：

　　　 ∑
=

=
m

j
ijji ZwRM

1

其中，RMi 为 i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wj 为

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测评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解释

创新城市

科技创新能力 万人均发明专利授权数、万人均
发表论文数量 衡量一个城市能否产生新的科技成果的能力

科技转化能力 技术合同成交量、专利实施率和
产业化率 衡量一个城市能否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创新人才活力 青年人才比例 衡量一个城市人才活力和竞争力
创新人才聚集度 万人拥有高端人才数 衡量一个城市能否吸引聚集高端人才的能力

开放城市

经济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金融投资开放度、
劳务开放度 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

制度开放度 贸易投资负面清单 衡量一个城市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社会开放度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入境旅
游人数 衡量一个城市社会对外交流的程度

包容城市

社会公平性
外来人口比例、适龄儿童（女童
/ 男童）入学率、登记失业率 衡量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治理、文化等领域的公平性

治理包容性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工资、
教 育 支 出 占 地 方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衡量一个城市包括弱势群体等在内的所有城市居民能平等共
享各项城市权利

服务普惠性 参加社会保障的人口占常住人口
的比重 衡量一个城市在提供社会保障和城市服务上的普惠性

绿色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 PM2.5、人均 CO2 排放量 衡量一个城市水、空气、土壤、噪声等环境质量

资源依赖程度 万 人 GDP 能 耗、 万 人 GDP 废 水
排放量 衡量一个城市在资源使用上的依赖程度

人居舒适系数 人口密度系数、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系数 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舒适度

共享城市

全民共享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贫困发
生率

衡量一个城市包括弱势群体等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享
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全面共享 公共数据共享指数、劳动参与共
享指数

衡量一个城市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
的建设成果

共建共享 工农代表指数、妇女代表指数、
民族代表指数 衡量一个城市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

韧性城市

基础设施韧性 交通和电力便捷度指数、城市应
急响应和救援能力

衡量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对外界突发的事件或冲击作用的
抵御以及及时恢复的能力

经济韧性
历史灾害损失占城市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地方财政收支比、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系统对外界突发的事件或冲击作用的抵御
以及及时恢复的能力

社会韧性
市民安全意识和满意度、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率、万人消防员数、
万人人民警察数、残疾人口比例

衡量一个城市社会系统对外界突发的事件或冲击作用的抵御
以及及时恢复的能力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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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 2035 制定中国全球城市战略的几个

关键议题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

到 2025 年，65% 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这

意味着，届时仅中国就有 9 亿以上的城市居民 [24]。

中央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标杆城市建设。面

向 2035，如何规划中国城市未来，如何解决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全

球城市战略，可着眼于几个关键议题。议题一：

数字化转型驱动的经济复苏。数字化转型已经成

为伦敦、纽约、巴黎、上海等世界诸多城市提高

城市韧性的重点战略方向。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

在未来全球城市功能体系中已占据领军地位，也

将会对未来全球城市的价值链布局造成结构性调

整和世界城市中心版图重塑。议题二：强化区域

化开放合作的模式。区域化是当下全球城市发展

的新趋势。目前，全球城市正加速形成“北美—

欧洲—亚洲”三大区域主导的总体格局。对中国

而言，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共治、产业合作、

科技创新等多领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将成

为中国城市开放合作的重点区域。议题三：探索

物质、空间与人综合开发的转型调适模式。全球

城市治理正呈现出物质、空间与人综合开发趋向

特征，更加注重空间治理、人的发展与物质增长

的协调关系，致力于打造创新驱动和开放共享的

物质空间、安全有序和包容公平的社会空间、健

康温情的精神空间。议题四：建设全球区域文化

中心城市。全球城市能否建成和保持吸引力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决定性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文

化 [25]。全球城市不仅是产品和创新的商业中心，

更是创意繁荣、文明沉淀的文化中心。顺应全球

新技术革命、经济中心转移和地缘政治重构时代

背景大趋势，打造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将成为

人类城市文明舞台的主要战略。议题五：在中国

全面推行 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理念与

原则，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体系。自 2004 年联

合国提出 ESG 理念以来，ESG 成为众多全球城市

优化企业治理和市场体系建设的标准，ESG 在中

国也已从宣导走向实践。ESG 理念兼顾保护生态

环境、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治理水平，事实上与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发展理念、现代化

治理目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目标高度契合。要建立完善既与国际规则接

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 ESG 指标体系和评

价标准，塑造城市可持续发展市场能力。

面向未来，关于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需

要深化理论创新，厘清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

涵外延与类型，阐释全球城市与现代化的相互关

系和生成系统，开辟新的理论视野、理论阐释和

研究范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城市理论体

系。我们的研究需具备全球化视野，关注全球城

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区域性与全面性、地方性

和国际化之间的张力，以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

治理的成功经验为镜鉴，推动更多中国传统城市

的现代化转型，增强中国全球城市战略布局在可

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

全球城市理论和实践研究持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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