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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略微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据估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
到60％。同时，我们正面临着大规模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全球变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仅仅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威胁未来的三个例子。那么，如何才能促进人类居民建设繁荣、
提供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同时又能充分关注我们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呢？　　答案
当然非常复杂。然而，这一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小心建设我们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十
分空前的。如果城市化不能以健康、有序的方式进行，其结果将不仅影响到中国居民，也会对世界上
其他人口造成影响。　　虽然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绝非提供了解决这些世界性难题的答案，但美
国城市中最近出现的一些趋势表明，波特兰在如何建设宜居城市的同时减轻对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
方面确实有“一些好主意”。当中国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欧洲、南美洲、北美洲以及亚洲各地
城市的宜居建设经验时，波特兰有理由成为受到关注的城市之一。　　此外，一个对于自然系统压力
较小的良好的居住场所的创造，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道路和其他物质环境的精心规划，也需要在居民中
形成社区感。在这方面，波特兰更有着成功的经验，波特兰的市民参与和社区感在美国城市中的排名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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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城市前沿:美国波特兰成长的挑战和经验》内容简介：波特兰是美国城市中规划建设最好的城市
。全书共11章，主要介绍：波特兰近20年规划建设的概述、总结，波特兰城市的再开发，波特兰的宜
居性，波特兰社区建设的经验，波特兰生态公园系统，波特兰中心与边缘的建设，波特兰住房密度的
科学性，波特兰交通规划的演进，波特兰溪谷的保护等。
《生态城市前沿:美国波特兰成长的挑战和经验》可供城市建设、土地资源管理、城市规划人员阅读，
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城市研究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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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2000年波特兰一温哥华基本大都市统计区最大的少数族裔是西班牙或拉
美裔，他们占总人口的7.4 ％，其次为亚洲／太平洋岛屿裔，占6.2 ％，非洲裔美国人约占3.4 9／6，美
洲印第安人约占1.9 ％。加上其他比例较少的少数族裔，波特兰地区非白人和西班牙裔人口所占比例约
为19.5 ％。这一数字与1990年调查时的11％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人口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
裔人口在城市郊区的大量集聚，这一人群的比例较1990增加了4.5 个百分点。　　大体上，波特兰地区
贫困率的变化趋势与全美的趋势一致，从1980年到1993年贫困率呈上升趋势，从1993年到1996年，呈下
降趋势。然而，自从1997年开始，波特兰地区的贫困率则呈上升趋势，与全美下降的趋势相反。最近
一次的贫困调查资料显示，波特兰地区的贫困率从1997年的9.2 ％上升到2006年的11.5 ％。郊区贫困率
的上升是整个地区贫困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在波特兰城区主要所在的默尔特诺马县，贫困率从1997年
的13.6 ％上升到2006年的15.6 ％。波特兰市以外的华盛顿县、亚姆希尔县和华盛顿州的克拉克县贫困
率也分别从7.1 ％上升到9.9 9％，从11.2 ％上升到15.1 ％以及从9.3 ％上升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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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的参考书，看后有所获，有启发。我们的城市建设能否少走些弯路呢
2、好书，哗众的译名，尽管在当下的中国规划者妄图从中学到什么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愿望很难实现
3、波特兰何以可能~
4、給我的感覺是本大雜燴；好像也沒有生態到哪裏去,但是又對幾個城市的發展和區域有了更深的了
解；資料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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