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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城市生活方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城市生活方式所引发的垃圾、水源、空气污染,

已经直接威胁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模式、低碳生活方式和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是可持续发展下城市生活

方式的目标选择。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通过提高、创新生活方式,实现城市垃圾

分类处理、城市文化建设、人居环境建设,来实现城市生活的转变,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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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城市生活方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良

好的城市生活方式反映了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而
不良的城市生活方式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

隐患。目前,我国城市生活方式所引发的垃圾、水源、空
气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
一暋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一)城市生活垃圾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

的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有的城市小区居民对生活垃

圾随意处置,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这一不良生活方式造

成的垃圾对城市环境带来了众多的影响[2]。乱扔垃圾、
随地丢物、随地泼水、随地吐痰等现象在许多中小城市

早已司空见惯。此外,在城市生活中讲排场、爱面子的

奢侈消费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请客吃饭、单位团圆、
年夜饭等舌尖上消费形成的大吃大喝之风,使许多民众

碍于面子观念,不好意思饭后“打包暠,所以食后弃之。
由此,讲排场、爱面子的餐饮消费不仅每年造成大约

2000亿元人民币的浪费,同时还带来高达上万吨的餐饮

垃圾,仅舌尖上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就极大地加重了城

市垃圾负重。
城市垃圾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城市生活垃圾造成污水横溢、臭气熏天,使许多城市居

民被迫在夏日里紧闭门窗。据有关部门考证,生活垃圾

中有机挥发性气体就多达100多种,其中有许多致癌物

质,如塑料制品、废弃的油漆、家装后剩余的颜料、粘合

剂、手机和电动车的废电池以及家用清洁剂或杀虫类化

学药品等,这些东西堆放在地上或填埋起来,十年甚至

上百年都不能被降解。可见,城市垃圾的不断增加会给

人类造成永久的威胁,从而破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居民不良用水方式给城市水资源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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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水既是

人体的重要组成,又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介质。水与人们

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喝茶、煮饭、洗漱、清洁等日常活

动都离不开水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然而,城市生活中

的一些陋习加速了城市用水的紧张状况,城市缺水现象

日益严重。如今,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部分人

对节约水资源的观念已经淡漠,认为多用一点水,只不

过是多交点水费而已。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我们在城

市生活中不难发现有许多浪费水资源的行为。例如,有
的人洗菜、洗碗常常打开水龙头用水冲洗,直至洗菜、洗
碗完毕,才关上龙头;有的青年人为了“卫生暠,晚上洗

澡,天亮洗头;有的人对家中水管的冒、滴、漏、跑水现象

置之不理,让其滴漏等等。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城市

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很小一部分,城市人口却消耗了

生活用水总量的70%左右,城市生活方式中用水浪费的

现象十分惊人。2001年末我国大陆城镇人口为4.8亿,

2005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5.62亿人,2011年中国大

陆城镇人口上涨为6.9亿,10年间人口增长超过43%。
按城镇人均每天生活最低用水量200升计算,一天就要

消耗1灡38亿吨水,一年则要消耗503灡7亿吨水。在我

国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

水困扰。
更为可怕的是,城市地下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

监测资料分析,发现我国许多城市的地下水已普遍受到

污染,其 中 重 污 染 的 城 市 占 64%,轻 污 染 的 城 市 占

33%。有专家指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由于地下水占我国水

资源总量的1/3,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地
下水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城市民众健康的危险来源之一,
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

(三)城市生活方式中的过度消费、盲目消费影响着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活中的享乐主义是过度消费、盲目消费的根

源。21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从过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幸

福,转向注重现世的人生快乐和物质享受。吃要好的,
穿要好的,住要好的,用要好的,只要商品或服务能给自

我带来快乐就可购买,而不计价格的高低。例如,一些

城市居民可在家洗头却偏要到发廊洗头;本可在家洗

澡,可宁愿外出几十公里去泡温泉;夏季在家中可用电

风扇降低室温,却要开着空调;本可在家用餐,却到麦德

隆餐厅吃“肯德基暠;只需要步行半个小时到达的商店,
却要自驾车或搭乘出租车购物等等。他们认为这种消

费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快乐。
过度消费、盲目消费无形之中推动了高档商品、奢

侈商品的消费,造成经济的假繁荣现象,同时浪费物质

资源和社会财富。客观地讲,过度消费、盲目消费在刺

激消费和扩大社会投资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
却引起了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过度开发。
例如,2010年我国城市汽车喷井式增量的出现,接踵而

至的是城市交通瘫痪、城市交通事故频发、城市温室效

应以及雾霾天气增多。随着我国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增

长,城市道路通畅性受到极大挑战,许多城市交通建设

未能赶上城市汽车量的倍增,堵车、低速行驶已成家常

便饭,同时,城市生活中私家车的快速增长已对城市空

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今后一些大城市发生光

化学烟雾污染事故和雾霾天气出现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当前城市环境危机正以空前尖锐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
而这一危机恰恰是城市人们追求过度消费、盲目消费的

生活方式所造成的。
二暋可持续发展下城市生活方式的目标选择

(一)绿色消费模式目标的选择

全球资源、环境、气候出现的危机对全球性的消费

提出了挑战。如今人类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造成人类

对资源的索取超过了地球环境资源的承受力,掠夺性的

生产严重地威胁到人类后续的发展。今天我们的消费

需求必须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

则,以绿色消费市场为前提,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努力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是绿色

消费的起点。绿色消费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消

费无污染、有利于人们健康的产品;二是消费行为有利

于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消费呼唤绿色的选择,科
学理性的消费需要消费者利用自身的购买权抵制高能

耗、高污染、高消耗企业的产品,以此推动企业节能减

排,完成绿色生产的转变,这就是消费者的绿色选择。
同样,我国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呼唤中国本土的绿色消

费。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选择,给企业发出一个市场正

向发展的信号,促使企业不得不考虑“三高暠产品对其自

身品牌和市场份额带来的不利影响。
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是环境

友好的消费方式,是与环境相协调的低资源和低能源消

耗、注重消费质量的消费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绿色消费暠的浪潮。如今消费者对

衣、食、住、行的绿色需求不断扩大,绿色产品正风靡全

球[3]。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模式,是我国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安全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增强广大市民的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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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道德观念,提高家庭节能减排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还能促进企业转变生产增长方式,为城市可持续发

展增添一份力量。
(二)低碳生活方式目标的选择

低碳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气候变

暖的根本要求,也是人们实现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使人

类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更加科学化的必然选择。就目

前而言,低碳生活模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低排消费,即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尽可能把排放的温室

气体量降到最低程度;二是经济消费,即人们生活过程

中对资源和能源使用注重节约,使其消耗量达到最小、
最经济状态;三是安全消费,即人们生活过程中所消费

结果对社会的生存环境影响最小,对他人健康危害最

小;四是可持续消费,即人们生活的消费过程能维持资

源、生产与生活的长期稳定发展[4]。
低碳生活方式指出了每个消费者如何进行消费,以

及如何利用身边的消费资料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享

受需要的问题[5]。低碳生活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

态化消费方式,使人们在均衡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生

态消费的过程中,人类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进一步走向

理性化、科学化、合理化[6]。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倡低

碳生活,只有更多民众改变目前的高碳生活方式,自觉

跟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才有向低碳经济转换、
实现气候安全的基础和未来的希望。因此,大力倡导与

培育全民族的环境道德意识,使人们低碳生活转化为自

觉的行动,充分发挥每个城市家庭与公民在践行低碳文

明生活方面的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低碳生产、
低碳消费模式予以宣传与倡导,形成和强化低碳消费模

式的浓厚舆论氛围,并将其形成全民意识,用于规范指

导全民的行动,才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4]。
(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目标的选择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

见面时指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暠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点,是人们向往与奋斗的目标。让生活更美好是让长

期、共同的持续生活更美好,还是短期的、个别的、不可

持续的生活美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

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社会生产力和

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一方面为社会发展和人的享受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生活方式以

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考验。在资源短缺、环
境恶化的今天,过度的追求物质享受就等于侵占和破坏

代际、代内他人应拥有的资源和环境,这显然不符合社

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有些人认为,商品消费属于个人的

私事,与他人无关。这种片面强调个人消费自由而否认

个人责任的观念,是不可取的。夏季里由于电能的紧

张,部分人家中电能用量过大,就会造成线路超负荷运

行,导致停电或失火,从而祸及他人的生活;两个城市相

隔距离较近,其中一个城市过度获取地下水,就会造成

另一城市缺水;当代人为了“卫生、健康暠的生活而大量

使用一次性木筷,森林大面积被砍伐,留给下代人就只

能是光秃秃的山岗和七横八竖的沟壑。上述追求生活

更美好的行为是短期的、个别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生活

美好。
在高碳消费的今天,试想人们穿着华丽的衣着却吃

着有毒的食品,开着宝马轿车却喝着污水,住着小洋房

却呼吸着浑浊的空气,这能称之为生活更美好吗? 因

此,如何调节人们的功利观,形成全社会共同价值观,这
是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暠、实现生活更美好思想

的具体体现。在新的形势下,选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共同富裕的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自由而

全面发展暠的思想,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核

心地位,是人们未来生活愿意的写照,也是社会发展的

终极目标。
三暋城市生活方式目标转变的实现路径

(一)提高生活品质,创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人们在创造生活中享受生活,在享受生活中激发创

造,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情趣和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讲素质、讲品位、讲精神,而不是

讲豪华、比奢侈、比排场,更不是铺张浪费。生活品质的

提高是一种健康、成熟的生活心态和理念,也是推进科

学发展的目标导向。生活品质的提高,不仅包括物质品

质的提高,还包括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环

境生活品质的提高。为了变废为宝,时下人们开展了废

旧物品环保创意的活动:有的家庭将废旧物品做成花卉

盆景;有的家庭利用废纸板做成了快速叠衣机;有的家

庭有废弃的纸张经过加工做成了美丽的花瓶;有的家庭

用废弃的易拉罐做成了玩具火车、笔筒、花篮、拉力器、
玩具火箭、风铃、烟灰缸、玩具电话等等。目前,保护好

环境已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但这还不够,我们应寻求

的生活方式是如何保护好环境,又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

量? 凉台绿化就是一种提高,一种创新。凉台种花种菜

是一种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城市绿量,
而且还能美化家庭乃至城市景观,构造城市空间的多层

次绿化格局,实现绿化景观资源社会共享。人们还把室

外的自然条件引入室内,一池清水,几尾闲鱼,春花秋

月,鸟语花香,浪漫的生活方式为人们开创了独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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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为思想富饶的人们提供了美好生活选择。只要

人们坚守关注环保,热爱生活,就能让创新真正成为城

市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
提高、创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体现了以人为

本、以民为先的观念,同时又从人们生活方式的需求角

度来审视城市发展,使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品质的提

高、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生

活品质、创新生活方式,既是每个城市民众的愿望与需

求,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
(二)积极推进城市垃圾的分类处理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态

城市建设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关于生活垃圾的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要求,成为了衡量生态城市的重

要标准。于是,新型生态城市的生活垃圾减量化成为了

亟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为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我
国许多地方都积极行动起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节能减

排,优化城市环境:有的采取强制性措施;有的利用传统

文化;有的采用先进理念、先进技术来减少城市环境污

染。同时,应大力推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从源头上扭转生活垃圾对城市环境的污染,达到让

人们生活更美好的生活理念与方式。
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作为基本民生需

求的环境权益就维护得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与管

理程度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就高。城市垃圾分类处理

与管理工作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管好城市的生活垃圾,才能为公众营

造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同时也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方式。促进回收利用应是生态城市

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把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作为维护群

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以及政府公共

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切实加强全过程控制和管理,突
出重点工作环节,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

段,就能不断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生态卫生的水平[7]。
(三)通过城市文化建设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在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文化对经济增

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越来越大,文化的后劲和

软实力决定着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充分

发挥文化教化功能作用,提高城市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

是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目前,许多城市

都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

的思想道德建设,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

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使人

民群众同心同德;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人们尊重自然,
遵守自然道法前进的方向。

文化是生态的灵魂,生态是文化的载体,建设生态

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近几年不少

城市通过培育壮大重点文化产业、扶持优化重点文化企

业、规划兴建重点文化园区等盘活了民间传统的文化资

源,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极。例如,实
行住房节能装修,科学合理使用家用电器,大力推广使

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炊具,普及改善城乡居民用能

结构的科学知识文化,提倡市民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

用品的使用,生活用水的多次利用等,以低碳生活方式

与消费模式来支持城市环保发展。同时,通过宣传媒

体,广泛发动,人人参与,多形式、多载体地打造低碳城

市的特色文化,让许多市民在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文

化熏陶中使个人文明素质潜移默化地得以提升。实践

证明,抓住了生态文化这个引爆点,就抓住了城市发展

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在丰富城市市民精神

生活、优化资源利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良好的

城市生态环境。
(四)通过人居环境建设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1世纪城市人居环境发展趋势为“生态人居、绿色

人居、文化人居、低碳人居暠的发展方向。
生态人居是一个综合概念,充分体现了人居环境的

生态化,它不仅要求人们聚集区的生态与社会发展协

调,而且还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而打造居住环境。生态

人居强调人们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

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

生态危机,合理、节约、高效、和谐是构建生态人居系统

的基本原则。
绿色人居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健康、舒适、

人性化成为人居价值核心。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为更

多的人们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实现人与人

的和谐。绿色人居也是资源高效利用的范例,通过居住

环境的建设、绿色资源的营造、控制污染,来最大程度地

降低人居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有效利用居住现有

资源开发,极大地减少环境污染对人居环境的影响,为
人们创建健康、适宜以及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绿色人居的特点是尽可能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发展成本最小化。

文化人居是一个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内涵的彰显,也
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人居图景。它将城市居民的心

理感受置于首位,营造出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休闲、向
上的人居环境氛围,创造出高质量的、充满人情味的生

活空间。人居环境不仅需要满足物质的需要,还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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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培育出和睦的邻里关系、亲切

的人间情感氛围和适宜的住区景观等,使人们的精神需

求得到升华。文化人居是历史情感、文化认同、共同记

忆、公民参与、人文细致、哲学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以及人们对未来的

共同梦想和愿景。文化人居使文化、传统得到有效保

护,让人们更好的居住和生活。
低碳人居是减少碳排放,保护城市环境,使人居向

着高效、经济、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宜居建设。面对资源

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低碳人居的建设是对不可再生的资

源进行有效地、持续地利用,最大限度地节约有限资源。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城市生态遭受破坏,还能为城市的后

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低碳人居的关键在于经

济性,而经济性首先就是节约资源(土地、能源、水资

源)。人居环境物质空间,容纳了各种建设活动和生活,
进行着各种物质与能量交换,低碳人居节能减排对气候

与环境的影响意义重大。人类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不
能任意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相反只能节约资源、
“调和暠环境。为了居家生活美好,人们可以适度地创造

环境,如通过增加人居环境绿地、植树造林、保护湿地

等,吸收生活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改善局部生态系统,
达到维护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居家目的,低
碳人居是当今世界各国城市人居建设发展的方向。

综上所述,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通过科学、文
明的消费方式来完成。实现理性、健康的消费,才能维

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对于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

安全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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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xplorationofSettingUrbanLifestyle
ofResource灢saving,Environment灢friendly,andClimate灢safe

WUYou灢sheng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

Abstract:Theurbanlifestyleiscloselyrelated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ity.
NowtheurbanlifestyleinChinahascausedseveregarbagepollution,waterpollutionandairpol灢
lution,whichhasthreatene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reenconsumptionmodeandlow灢car灢
bonlifestylearenecessarychoicesofurbanlifestyletomaintaincity暞ssustainabledevelopment.
Tomakethecitybetterisboththestartingpointandthedestinationofourwork.Withabetter
lifestyle,urbanwasteclassification,urbancultureconstructionandurbansettlementconstruc灢
tionareapporachestoimproveurban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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