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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记忆的集合，是
生活的载体，也是发展的体
现。时光变迁，我们生活的
城市总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之中。打造花园城市、构建
宠物友好空间、推进无障碍
环境建设……每一个与城市
规划或治理有关的概念背
后，都流露着城市管理者的
用心与智慧。
“15分钟生活圈”（国外

也称“15分钟城市”）就是这
样一个概念，通常指在步行
或骑自行车15分钟路程内就
能满足日常所需的公共服
务，包括工作、购物、教育、医
疗、娱乐等。
“15分钟生活圈”为城市

的未来指明了一个更加便
捷、环保和人性化的新方
向。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
罗那、澳大利亚墨尔本、韩国
釜山等全球多个城市纷纷加
入其中，探索出符合当地实
际情况与特色的实施路径。

法国巴黎
重新分配街道空间
灵活使用公共空间

法国首都巴黎是欧洲人口最密

集的城市之一，如何合理规划和利

用城市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生

活需求，一直是巴黎城市规划部门

努力的方向。

打造“15分钟生活圈”，是巴黎

市长安妮 ·伊达尔戈2020年竞选连

任时的承诺。如何将这一目标落

地？重新分配街道空间和灵活使用

公共空间，成为这些年巴黎市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两大着力点。

巴黎市政府斥资改造老城区，

开辟了很多步行道和骑行道，为此

撤掉了6万多个私家车停车位，并

规定机动车禁止在步行道和骑行道

上通行。据统计，目前巴黎的骑行

道有约1200公里，骑自行车的巴黎

人比开车出行的巴黎人还要多。而

为了让选择步行或骑行的人们感觉

更加舒适，巴黎市政府还将一些废

弃的路面、停车场、校园操场、工业

园等改造成了公共花园和绿地。

“减少的汽车尾气，低碳节能的

出行方式，绿色的城市环境，让人们

更愿意置身于户外。这不仅让人们

生活得更健康，也给整个社区的公

共卫生和活力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乔恩 ·伯克说，

“当然，相关部门还需要通过优化基

础设施来支持这项工作，例如提供

更多公厕和直饮水等高质量公共便

利设施。”

而市民仅需短时间步行或骑行

即可满足生活需求，离不开社区公

共空间的多元化和灵活利用。巴黎

市政府鼓励办公场所等只在部分时

间使用的建筑重新开发为多功能空

间。例如一栋前身为行政大楼的建

筑内现在包含了公寓、社区幼儿园、

酒店、餐厅、酒吧、画廊、健身房、屋

顶农场等空间；一所近期空置的学

校现在不仅设有图书馆和游乐场，

还不定期向公众提供露天电影、艺

术展览等服务；一些小区还融入了

日托所、咖啡馆、手工艺馆等场所。

“距离我住的公寓15分钟路程

内，百货公司、博物馆、健身房等应

有尽有。”28岁的技术顾问弗雷迪

说，“如此便捷的生活，让我对步行

充满了积极性。更好的城市规划让

我的身心健康都得到了改善，我可

以做更多事情，与世界产生更多链

接。我不再只关注工作和自己，融

入群体和社区的我不再感觉孤独。”

西班牙巴塞罗那
“超级街区”步行优先
数字转型服务升级

为实现“15分钟生活圈”的愿

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于

近年推出了“超级街区”计划。

将街道还给居民，“超级街区”

是一项优先考虑行人，促使街道向

散步、社交、娱乐、休闲、运动等多功

能转变的计划。公开资料显示，这

一概念旨在将几个街区组合打包在

一起，禁止除街区内部居民和服务

人员车辆以外的车辆进出社区，即

便是社区内部居民，最高车速也不

得超过每小时10公里。与此同时，

街区内还添置了更多广场、绿地和

休闲空间。

设立“超级街区”目的在于减少

污染，降低交通量和交通安全隐患，

构建适宜生活的街区环境。孩子们

可以在社区内自由安全地玩耍，老

人们也可以在社区内悠闲地晒太

阳、闲聊。“在拥挤的巴塞罗那，重新

分配城市空间很有必要。”巴塞罗那

交通议员维达尔说，“如果这一计划

奏效，将会有700万平方米城市空

间从原本的交通道路中解放出来。”

而在议员山斯看来，街道是市

民的第二个家，公共空间应该成为

市民沟通交流、休闲娱乐、获取知识

的场所。“超级街区”的设立不仅让

这座城市的更多居民转向更为绿色

健康的出行方式，从而使空气污染

和噪音得以缓解，还为临街的商店、

餐馆、超市及其他对当地经济至关

重要的经营场所创造了空间。

这些年，巴塞罗那还致力于向

数字化转型并打造“智慧城市”。创

建智能化数字平台以检测城市规划

是否符合“15分钟生活圈”的要求，

是这座城市数字化实践的一部分。

“这一数字化平台不但可以即

时分析城市中如地铁站、医院、图书

馆、饮水机等各类公共设施的可达

性，而且能评估新建筑对城市基础

设施的影响。此外，借助大数据，它

还能确定尚未被‘15分钟生活圈’

所覆盖的城市区域。”巴塞罗那市议

会知识社会办公室主任西雷拉说。

巴塞罗那市议会首席信息官桑

蒂拉纳是这一数字化平台的搭建者

之一。在他看来，将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运用于市政管理中，实现了

服务的再升级，更好地满足了社区

和市民的实际需求和体验。平台可

以动态监测城市各项服务是否达

标，还能灵活调整，以不断适应社区

环境和市民需求的变化。

改变在悄然发生，从小在满街

都是汽车环境下长大的贝拉感触尤

为深刻。27岁的贝拉来自美国弗

吉尼亚州，现在生活在巴塞罗那。

她说：“我目睹了‘超级街区’计划的

实施及其带来的变化，现在很多街

区都更为优先考虑行人，并引入了

更多绿化，创建了更多休闲空间。

城市污染因此得到了改善，更多的

人愿意走出家门到户外活动，沐浴

在阳光下。与此同时，‘15分钟生

活圈’的打造也让我觉得一切都很

近，很便利。”

内涵正在不断丰富
概念落实因地而异

不止巴黎和巴塞罗那。自“15

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提出以来，全球

多地就已经开始陆续探索如何将这

一概念一步步化为现实。

几年前，澳大利亚墨尔本推出

“墨尔本2017-2050愿景”，正是以

“15分钟生活圈”这一城市规划理

念为指导。将墨尔本打造成自行车

道宽阔且四通八达、郁郁葱葱的公

园近在咫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可

通过步行或骑车获得，是这一愿景

的一部分内容。

今年1月，韩国釜山“15分钟生

活圈”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向市民介

绍“15分钟生活圈”的核心价值和

理念，以及相关项目和活动。5月，

釜山通过该网站发布了标注釜山

62个“1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城

市核心设施”的地图，并推出官方手

机应用程序。

“15分钟生活圈”究竟能给城

市带来什么？“对城市而言，‘15分

钟生活圈’最显著的好处之一是减

少交通拥堵和温室气体排放。”美国

建筑师协会授权建筑师和企

业家里卡多 ·阿尔瓦雷

斯 ·迪亚斯表示，

“对市民而

言，‘15分钟生活圈’不仅可以提供

更轻松便捷的生活方式，还有利于

改善身心健康。例如，步行或骑车

可以让市民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压力并预防肥

胖和心脏病等疾病，绿地的增加也

给市民提供了更多放松的空间。”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公共政策学

院达文波特研究所学者塞莱斯特 ·

贝尼特斯认为，“15分钟生活圈”不

仅能为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

还能有效帮助人们缓解孤独，与他

人建立联系和信任。“在一个适合步

行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

人们会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居民参

与政治和公共活动的机会或许也会

变多。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

了解社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并与

居民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

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交通专

家本杰明 ·比特纳看来，“15分钟生

活圈”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内涵正在

不断丰富，概念落实也是因地而

异。“每座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

结构都是不同的，当地政府可以根

据城市的文化和环境进行量身定

制，并满足当地的具体需求。”

▲巴塞罗那“超级

街区”的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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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开辟了很多

步行道和骑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