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园城市建设要充分顺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并
将其作为整个公园城市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归宿，
体现到空间布局、社会治理、环境营造、生态建设以及
相关配套产业的选择上。

对于下一步公园城市建设，应巧借外力、苦练内
功，共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增长极。这是整个公园城
市建设的引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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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一座城再迎一场盛会。在昨日举行的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和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来自海
内外的与会嘉宾聚焦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交流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新模式，分享国内外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践做法和创新经验，探
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路径，搭建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平台。

此次论坛累计发布十余项成果，全面展示了成都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取得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做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人居署、
能源基金会、世界银行与城市中心发布了《未来城市顾问展望》《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案例研究》2项国际性成果。在这2项国际性成果中，成都均有案例入选。

4月26日，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
和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
论坛上，四川天府新区、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联合发布《公园城市指数
2022》。

这是公园城市指数第二次发布，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又取得了重大
进展。具体包括，形成了 1 个总目
标、5大领域15个方向、45个指标的
综合评价体系，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
城市的自我评价和第三方的客观评
价，也为国际城市更广泛的应用奠定
了基础。其次，挑选了一批典型城
市，作为首批样本进行数据试算和初

步评估，为各个城市提供发展建议，
引导城市塑造特色优势，弥补薄弱短
板。此外，正在实现全国300多个地
级以上城市指数研究的全覆盖，并初
步建成包含130余项、10多万条公园
城市指数的全国数据库。

为全面推进公园城市理论实践
创新，四川天府新区联合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共同开展公园城市指数研
究，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公园
城市指标评价体系，丰富了公园城市
建设的理论内涵、量化表达，逐步构
建起一套城市转型发展的系统解决
方案。

开闭幕式+8场平行分论坛
搭建城市高质量发展交流平台

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和第六届
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开幕
式合并举办，设置开幕式致辞、授牌
仪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四个环
节。其中，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以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实践”为主
题，在四川天府新区设置主会场，在
新津区、大邑县分别设置分会场。在
主会场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从公园
城市宜业环境、民生福祉、优美形态、
治理效能、天府新区创新实践五个维
度分享公园城市理论研究和实践经
验，探索新发展理念下城市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新路径。

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
层论坛以“绿色低碳引领城市转型发
展”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形式，

在四川天府新区设置主会场，在龙泉
驿区、都江堰市设置分会场。在主会
场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分论坛将从
绿色低碳的城市产业结构、空间结
构、交通结构、能源结构四个维度分
享城市实践经验。

《未来城市顾问展望》
提供新城市韧性建设“路线图”

为更好地帮助城市增强应对突
发挑战的能力，增强城市韧性，联合
国人居署中国未来城市顾问委员会
历经一年时间，通过细致调研走访，
广泛的案例征集和翔实的研究分析，
提出了建设新城市韧性的理念。

《未来城市顾问展望》为全球提
供了新城市韧性建设路线图，同时发
出了“新城市韧性行动”的倡议。该
报告系统性总结了在城市面临突发
公共事件时中国城市科技在应对新

冠疫情中的应用和经验，提出了建设
新城市韧性的概念和构想，并且详细
介绍了新城市韧性的数字化构建和
对新城市韧性未来的发展建议。此
外，该报告还介绍了翔实的城市案
例，特别是包括了成都高新区“1+5+
N”城市疫情一体化智慧系统等一系
列实践案例。

《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案例研究》
首批选取成都在内的10个典型案例

论坛上，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代表“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发布了《低碳城市发
展模式案例研究》报告。

《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案例研究》
报告首批选取了国内外 10 个典型
案例：中国成都、眉山，美国波特兰，
阿联酋马斯达尔，智利圣地亚哥，日
本东京，英国彼得伯勒，马来西亚槟

城和瑞典林雪平市等，涵盖城市规
划、低碳产业、低碳交通、清洁能源
和低碳技术等几大领域。案例报告
重路径、重方法、重亮点，同时也直
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成功的
外部条件，以期为相关方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据悉，“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
盟是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由中国国家发
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与联
合国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城
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亚太区、欧洲城市
联盟、能源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旨在
通过共商路径、共建平台、共享案例
等方式，助力“一带一路”城市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低碳产
业发展、推动城镇绿色建设、构建绿
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形成绿色
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低碳发
展国际合作。

在昨日召开的论坛上，《成都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
发布，这是官方首部公园城市示范区
建设报告。成都期望以《发展报告》
发布为契机，和兄弟城市、专家、企业
一道，进一步探索超大城市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实践、新路径。

据了解，《发展报告》是国家发改
委、自然资源部、住建部联合印发《成
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总体方案》以来，在国内外专
家智库的关心指导、鼎力支持下，由
成都市公园城市示范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编，官方首部公园城市示范区
建设报告。

《发展报告》聚焦中国式现代
化城市表达，对标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要求，兼顾
系统性、前瞻性、实践性和学理性，
梳理了自 2018 年“公园城市”理念
提出以来，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
工作部署和初步成效，总结了各领
域先行探索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成
果，选取分析了成都市开展的 16 项
标志性改革举措，也汇集了国内外
先发城市探索创新形成的有益经
验做法。

主 旨 演 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中国规划学
会理事长、全国工程勘探设计大师杨保军：

低碳街区探索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城市地区的地表面积虽然
不到2%，但却消耗了近80%的能源，同时产生了超过60%
的碳排放。因此城市的低碳发展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进入城镇化的后期，城市建设很多情况下是在中
微观尺度展开，因此低碳街区探索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国际上我们注意到低碳建设的样板也多在街区尺度，
基本上控制在1到3个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

智慧城市：科学规划基础先行

智慧城市该怎么推进？第一个原则叫科学规划、
基础先行。城市建设就是要把基础设施做好，道路网
络管线要做好，然后才能做相关的开发应用。智慧城
市也是这个逻辑，叫做智慧城市“三部曲”，包括网络感
知体系、数据平台和个性化应用。第二个逻辑就是把
握关键、政府先行。政府先行以后可以带动千行百业
的数字化，比如成都的蓉易办，上海的随申办，这些都
是一个城市通过政府的数字化，也就是数字政府的发
展带动城市信息化。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自然与气候中心
全球总监梁锦慧：

从三方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对于绿色低碳发展，梁锦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强调：
一是建筑。“现在建筑大概占总碳排放的60%，今

天很多建筑在2050年仍然会被使用。因此，非常关键
的一点就是要努力改造现有建筑，展开节能减排服务
提高能效。”二是基础设施。我们必须要修建绿色、环
保的基础设施，城市是人、自然和基础设施相互关联的
场景，智慧城市设计可以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三
是城市移动性创新。这包括对于移动性、移动能力减
少或者有身体残疾的人的服务，创造更多的移动选项，
来提升现有的公共交通体系。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
究员高国力：

公园城市建设要借外力练内功

生态环境质量是公园城市的底色，它的好与否直接影
响公园城市建设效果。当前，全球正在推进碳中和进程
中，使世界经济发展从对能源资源依赖逐渐走向对能源的
技术依赖，这给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带来新思路和新动力。

通过“双碳”的赋能，产业、空间、交通、能源结构的调
整，未来的成都将在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环境改善，铸牢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底色上会做得越来越牢，步子会迈
得越来越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

生态环境质量是公园城市的底色

■《公园城市指数2022》发布

对公园城市建设进行量化表达和评估

聚
焦
第
三
届
公
园
城
市
论
坛
和
第
六
届
国
际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聚
焦
第
三
届
公
园
城
市
论
坛
和
第
六
届
国
际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聚
焦
第
三
届
公
园
城
市
论
坛
和
第
六
届
国
际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成都案例入选两项国际性成果

■首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报告发布

分析成都16项标志性改革举措

2024年成都世园会机会清单昨
日在论坛现场发布。此次招商合作

机会清单涵盖4个投资运营项目，8
个活动举办场景合作机会，

11个商业场景招商合
作机会，以及若干个

品牌赞助冠名机会。
其中，投资运营项目包括天府人

居馆、瀑布酒店、童梦世园、房车露营
地四大项目；商业招商合作包括天府
眼、散花楼、主展馆、植物园、综合服
务馆、万国街肆、观云驿、沐芳驿、听

竹驿、抚锦驿等11个场景；活动举办
场景包括园区中轴游线场景、摩天轮
大草坪场景、未来秀场场景、瀑布演
绎场景、绛溪河生态廊道场景、世园
游憩环场景、成都国际友谊公园场景
以及摩诃湖舞台场景8大场景。

■成都世园会机会清单发布

涵盖4个投资运营项目及19个合作机会

4月26日，在第三届公园城市论
坛闭幕式上，成都面向社会正式发布
了《成都市未来公园社区规划导则》
（以下简称《规划导则》）和《成都市未
来公园社区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
标体系》），为全市未来公园社区建设
提供了规划指引和实操指南。

“《指标体系》和《规划导则》的出
台，对未来公园社区的战略意义、内
涵特征和营造策略等予以了明确，为
各区（市）县编制点位城市设计，策划
好目标定位、核心功能和建设主题提
供规划指引和实操指南。”相关负责
人表示。

■成都市未来公园社区《规划导则》与《指标体系》正式发布

为成都未来公园社区建设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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