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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Suggestions on the Healthy City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friendly City

任泳东   吴晓莉   REN Yongdong, WU Xiaoli     

健康城市建设经历了20多年的试点建设阶段后，已经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开始搭建实施体系的框架。儿童健康是

关系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健康城市的建设不能忽视儿童群体。“儿童友好”的城市建设侧重通过提高活动空间的

可达性、安全性、趣味性，优化社会关系网络与儿童社会参与及权利保障等多方面，增加儿童在公共空间的体育活动与交

往活动，促进儿童的身心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针对健康城市建设中的儿童健康问题，提出儿童友好与健康城市建设的目

标具有高度共识，其策略可以作为细化健康城市规划策略的新维度，可通过补充儿童友好视角下的健康城市规划建设策

略，推进健康城市实施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After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y has been explored from an urban experiment to a basic national 

policy，and begins to build a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system framework. Children determine th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building a healthy city cannot ignore the health of children group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ld-friendly city and 

healthy city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nsensus. The strategy can be used as a new dimension to refine the healthy city planning strategy 

and we can take benefit from a series of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child-friendly perspective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y city framework.

“健康城市”一词最早见于1984年加拿大

“2000年健康多伦多”的国际会议：“人们居住

在健康的城市时，应该享受与自然的环境、和谐

的社区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我国的健康城市

起步于1989年的“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运动，

而后逐步向“健康城市”概念拓展，2001年

苏州成为中国第一个WHO西太平洋地区健康

城市联盟的5个理事城市之一；2008年、2010

年全国爱卫办持续引导健康城市建设，上海、杭

州、苏州、张家港、大连等城市先后被纳入世界

卫生组织的健康城市试点。2015年10月，十八

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这标志着我国的健康城市建设从城市试点的探

儿童友好视角下建设健康城市的策略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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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逐渐上升为基本国策。

1　建设健康城市的新意义和新内涵

1.1　建设健康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之一

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

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强调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

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2016年8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把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发展的

重要抓手。同年11月，全球100多个城市的市长

达成《健康城市上海共识》，充分认识到健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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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建设

为健康福祉努力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2　健康城市的实践路径正在建设中

2016年7月全国爱卫办出台了《关于开展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康

中国的建设要从健康城市、健康村镇两个层次

入手；健康城市的重点任务是要以健康社区、健

康单位和健康家庭为重点，开展健康“细胞”

工程建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建设

健康城市应重点关注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

保障、健康环境以及健康产业等方面。北京、广

州、杭州等城市先后制定了具体的指标要求。由

此可见，健康城市建设正逐渐开始从具体层面、

具体版块、基层建设与指标指引等方面紧密搭

建具体的实施体系框架，这是健康城市建设的

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的健康城市建设正逐渐

开始探索实际的可操作路径和工作重点。

1.3　城乡规划是建设健康城市倚重的重要抓手

《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健康城市是“通过完善城市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

康服务，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健康

需求，实现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明

确提出要“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建设

健康步道、健康广场、健康主题公园等支持性环

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把健康

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编制实

施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发展规划”。这说明建设

健康城市将融入城乡规划的全过程。

2　面向儿童细化健康城市建设策略的

      重要性

习近平在2016年8月举办的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要求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健康城市的核心在“人”，回归到人。

城市中的不同人群需求各异。健康城市建设除

了要求在物质空间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方面要满足基本需求以外，提出了完善养老服

务等更具针对性的实施要求。进一步针对儿童、

妇女、老年人等亚人群细化建设健康城市的实

施要求，是落实“以人为本”思想的必要举措。

2.1　儿童健康是决定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

         键因素

儿童是未来的劳动力主体，决定着整个国

家的未来竞争力。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儿童人口有2.22亿

人，占全国总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的16.6%①。有预测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9.25亿左右

下降到9.12亿左右，净减少超过1 000万[1]。哈

瑞•丹特预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减少……在

2015—2025年经历劳动力增长平台期之后，中

国将成为首个跌落人口悬崖的新兴国家。”[2]国

家的竞争力与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紧密相关。

在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

逐步转化为挖掘“人才红利”，以适应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的要求。健康是人口质量的基本要素。

儿童作为未来的劳动力主体，其健康水平和人

口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人才红利”

的潜力，对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2　儿童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且与城市环境

        密切相关

（1）儿童肥胖症成为威胁儿童身体健康的

主要因素

身体健康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的官方数据显示：随着医疗卫

生服务的普及和生活条件的提高，中国儿童的

健康状况在过去半个世纪有了明显的改善，但

农村儿童的身体健康水平远低于城市儿童，肥

胖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在1—15岁的

儿童中，19%的儿童体重过低，26%的儿童超

重，体重正常的比例仅有55%[3]。超重儿童的比

例仅次于美国（29.75%），超过了日本（9.35%）

和韩国（17.2%）。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肥胖问题

在经济发达城市更严重。肥胖（非超重）儿童

的比例中，深圳儿童肥胖率达到了12.7%、长春

为11.43%、北京为9.54%、沈阳为8.39%、天津

为6.79%、上海为6.21%，肥胖已成为我国经济

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最突出的营养问题[4]。分析

其成因主要包括：城市可供儿童活动的公共空

间少，儿童对自然环境缺乏兴趣而对电子产品

过于依赖；缺乏安全、适宜步行与骑行的街区环

境，导致户外活动次数少、时间短；课业繁重，可

供儿童支配的运动时间少等。

（2）儿童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公共问题

心理健康指的是孩子的精神和情感状态，

以及他们对自己和未来的看法。儿童的心理问

题突出表现为焦虑、孤独等状态。根据《中国儿

童发展报告》[5] 2010年的数据统计，约有21%

的儿童感到抑郁，20.1%的儿童感到不幸福，

22.1%的儿童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等，使得“儿

童心理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 [6]。

2010年，以深圳市宝安区3所学校共计1 335名

儿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显示②，流动儿童的心理

健康问题要明显严重于常住儿童。其中，流动男

童在评估其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

责倾向、过敏倾向、总焦虑因子等方面的得分均

明显高于常住男童；流动女童在学习焦虑、恐怖

倾向等因子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女童。究其

原因，与儿童成长环境中缺乏稳定的社会关系

密切相关。大城市的高流动性，让儿童容易处于

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缺少完整的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成长环境，同时难以形成强

烈的社区归属感，并享有积极的社会交往和丰

富的社区生活。这一方面是快速城镇化带来的

社会关系剧烈变迁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在微观

层面缺乏安全的户外公共空间和社区环境而导

致的儿童户外活动、社会交往减少有关。

（3）儿童意外伤害问题十分严重

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死亡或致

残的首位原因，意外死亡占儿童总死亡率的

26.1%。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

导致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的前5大原因依次为溺

水、交通事故、中毒、跌落和窒息[7]。有相关数据

表明，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85万14岁以下的儿

童死于交通事故，该数据是欧洲的2.5倍，是美

国的2.6倍。以深圳为例，2014—2016年12岁

以下儿童交通事故发生特征主要有：32.43%的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研究采用《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手册(MHT)》进行调查、评估、对比，结果显示流动男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总焦

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男童(P值均<0.05)。流动女童的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女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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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死亡发生在小区和城中村；在逗留和

玩耍的过程中死亡的比在交通工具上死亡的人

数多，占了全部死亡数的82.29%；儿童的交通

事故死亡主要发生在家长上班时段，占全天死

亡的59.46%③。儿童安全问题突出，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一方面，因为缺少系统的交通安全教

育，导致儿童的自我安全意识不足；另一方面，

城市建设中存在一些细节不足，如缺乏安全限

速的街区环境、缺乏儿童友好的过街设施等。

2.3　儿童健康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发展策略

如何营造适应儿童健康需求的城市空间环

境和社区物质环境，并引导儿童产生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完善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命题。《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重点人群的

健康服务，其中应对儿童健康方面，需重点关注

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与疾病筛查、儿童的营养改

善等方面。着眼于当前儿童健康存在的突出问

题，在健康城市建设中，有更多与儿童健康相关

的工作迫在眉睫，需要尽快去推动。 

3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细化健康城

      市建设策略的新维度

3.1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内涵

针对儿童福祉，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通过了儿童友好型城市④（CFC）的决议，

CFC行动框架中提出了9个重要的建设版块，具

体包括：儿童公共参与、CFC法律支持框架、全

市范围的儿童权利政策、每一项儿童权利和应

对机制、儿童评估和评价、儿童财政预算、定期

全市儿童状况报告、大力宣传儿童权利和为儿

童开辟独立的宣传板块。到2015年9月，全世界

已有1 157个城市和地区申请到了儿童友好型

城市的称号⑤。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

到，儿童权益将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

指针。北京、南京、长沙、深圳等城市先后启动了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相关研究、实践探

索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筹备申报认证工作。

3.2　儿童友好与健康城市的共识

CFC计划界定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应具备的

12个特征[8]：（1）儿童们有能力去影响这个城

市有关于他们自己的决策；（2）可以自由表达

自己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城市；（3）可以参与家

庭、社区和社会生活的事务；（4）可以得到基本

的医疗健康和教育服务；（5）有安全的饮水资

源和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6）得到保护，免受

暴力对待和虐待；（7）可以自己一个人在街上

安全出入；（8）可以独自约见朋友玩耍；（9）所

在城市中有可以容纳植物和动物的绿色空间；

（10）生活在一个未被污染的环境；（11）可以

    WHO给出的健康城市应具有的特征 《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给出的健康城市应具有的特征

1. 拥有高质量的、安全的物理环境（包括居
住环境）

2. 拥有目前稳定、长期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3. 城市社区人们间有稳固的、相互支持的关

系，且没有剥削
4. 对于影响公众生活、健康和福利的讨论，

公众拥有高度的参与和控制权
5. 城市能满足所有居民的基本需求（包括食

物、用水、居住、经济收入、安全及就
业等）

6. 居民能获得广泛而多样的城市体验和资
源，拥有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互动、交流
的可能

7. 城市经济多样化、有活力，且富有创新
精神

8. 鼓励和过去、和城市居民的文化传统与生
物遗传、和其他群体及个人相联系

9. 拥有一种能兼容、且能增益前述特征的
模式

10. 有适合公众健康和病残护理服务的最适宜
标准，以使所有人均可从中获益

11. 城市人民拥有高度良好的健康状况（较高
的健康水平和较低的疾病发生率）

健康环境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统筹城乡污水处理厂、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深入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实现大
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便捷、安全的交通体系，提高节能水
平。加大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力度，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收集处理，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着
力解决城乡环境脏乱差问题，创造整洁有序、健康宜居的环境。 

健康社会
保障城乡居民在教育、住房、就业、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人群实现
基本覆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统筹
城市和农村养老资源。建立覆盖全过程的农产品和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
特殊群体有尊严地生活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 

健康服务
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
高疾病监测和干预能力。完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机制，提高卫生应急能力，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及
时处置传染病疫情。加强口岸卫生检疫能力建设。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 

健康人群
强化妇幼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倡导社会性别平等。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完
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建设健康步道、健康广场、健康主题公园等
支持性环境。保障中小学体育课时，大力开展青少年课外体育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加强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引导居民建立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增
强群众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健康文化
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康知识宣传，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健
康理念。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提升群众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大力倡导健康文
化，鼓励和支持健康文化产业发展。健全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公序良俗，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表1  国内外健康城市的关注重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HO region office网站、《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资料整理。

③来源：依据深圳市公安局访谈整理。

④“儿童友好型城市”最早源于1996年6月5日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二届人类居住会议，指的是“一个明智政府在城市所有方面全面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的

结果，不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或者社区，在公共事务中都应该给予儿童政治优先权，将儿童纳入决策体系中”。

⑤数据来源：深圳市妇女联合会官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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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12）不管种族、宗教、收

入、性别和身体状况，都享有接受城市服务的平

等权利。对比WHO与国内提倡的健康城市应关

注的重点内容与特征（表1），可以发现国内外

健康城市标准都强调国民应拥有良好的健康水

平、健康的物理环境、健康的生态环境、健康社

会与健康服务；但WHO更加强调公民权利与控

制权的表达，增加了对城市经济健康的要求；而

国内健康城市除健康人群、健康环境与健康服

务的关注内容外，会更加关注健康文化，具体的

关注细节要求会更加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同时，将健康城市的要求与前文中提及的

CFC计划定义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特征对

比可以发现：大部分与儿童应享有的健康服务、

健康环境、安全环境直接相关，需要通过物质空

间、公共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来实现。同

时，儿童友好型城市还要求赋权儿童参与社会

事务、主张权利的考量，强调儿童在家庭、社区

中的活动参与、文化传承和权利的表达。儿童友

好型城市同样注重高质量、安全的物质环境，注

重医疗健康和教育服务，注重安全的食品与饮

用水资源，注重稳定、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等，也

关注健康城市国内外同时关注的健康环境、健

康人群、健康社会、健康服务等方面；这意味着

儿童友好型城市与健康城市的关注特征有着高

度的重合度，健康也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过

程中的重要目标。

4　儿童友好视角下的健康城市建设策略

目前，国内的健康城市研究建设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软体项目

多，硬件建设少”[9]等问题。为此，健康城市建设

可依托“儿童友好型城市”，重点探索如何塑造

对儿童具有吸引力的物质空间环境，如何通过

物质空间环境去鼓励并倡导一种对儿童健康的

生活方式，如何通过物质空间环境的规划调整，

加强儿童的社会参与及社交等，从而主动寻求

促进儿童健康的机会，为探寻面向儿童的更具

针对性、普世性、具有可推广价值的健康城市建

设工作做出“锦上添花”的贡献。

4.1　公共空间应需专辟儿童活动场地, 按

        规模设置独立、安全、多样化的空间

（1）公共空间布局应系统化、均衡化，并提

高空间及设施的可达性

首先，公共空间的布局应系统化、均衡化，

按照市级、社区级进行相应规模与等级的设施

布置。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广场等大型公

共空间的设置应专辟儿童活动场地，以儿童友

好型设计理念为指引，根据公共空间规模按比

例设置服务儿童的独立、安全、多样化的活动

空间。其次，要考虑儿童活动范围，提高空间及

设施的可达性。不同年龄的儿童活动范围有所

差异，德国城市规划中明确指出学龄儿童适合

的活动距离为300—400 m，12岁以上的少年

儿童，由于能骑自行车，其活动距离可延伸到

1 000 m，婴幼儿的活动范围则限定在父母住

宅周围[10]。也有研究认为，成年人步行400—

500 m的距离就需要休息，“儿童的步行距离

最好不要超过300 m，以100 m为佳”[11]。为此，

在布局城市公园及公共活动场所时，应增加儿

童友好的相关指标，参考不同儿童的活动距

离，保证每个儿童能够最大限度地自由选择自

己的目的地、路线和出行方式，以确保公平的

可达性。

（2）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需求，

空间构建与活动供给应呈现差异化与多元化

由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儿童对活动需

求存在差异（表2）。在布置区域内公共活动空

间与设施时，应考虑差异型的儿童需求，活动的

供给应呈现多样化与差异化，要根据不同年龄

的儿童的需求差异，提供实物探索、单纯游戏、

寓教于乐等不同功能的活动场地，并应注重场

所对儿童交往活动的促进作用；针对不同性别

的儿童的需求差异：男生热爱探险、攀爬，女生

喜欢安全、舒适等心理特征，提供多种属性与功

能的场所空间。

（3）精细化设计儿童活动场地及其周边环

境，提高安全性、趣味性与自然性

首先，从保障儿童安全的角度出发，加强对

儿童活动场地的精细化设计，提高其安全性。儿

童活动场地应与居住区的主要道路相隔一定距

离；游戏器械选择和设计应尺度适宜，避免儿童

被器械划伤或从高处跌落，可设置保护栏、柔软

地垫、警示牌等；设置对儿童安全的空间尺度，

表2  因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儿童的心理状态不同而对活动的需求的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儿童友好”出发点 不同类型 活动倾向

尊重儿童的心理发展
阶段⑥

婴儿期（0—1岁） 直接的情绪性交往活动

幼儿期（1—3岁） 摆弄实物活动

学龄前期（3—7岁） 游戏活动

学龄初期（7—11岁） 基本的学习活动

少年期（11—15岁） 社会有益活动

青年初期（15—18岁） 专业的学习活动

尊重儿童的性别差异

男童

幼儿园
路径感知力稍强，更愿意探索陌生空间，对

虚空兴趣大

小学 运动量大，对垂直空间的攀爬感兴趣，易冲撞

中学
空间死角和危险空间成为男生乐园，倾向有

特色的空间

女童

幼儿园
路径感知力稍弱，害怕探索陌生空间，对实

体兴趣大

小学
运动量大，对平面空间更感兴趣，结伴现象明

显，对安全要求高

中学 重视光线，倾向轻松舒适的空间

⑥按儿童心理阶段进行的活动差异划分，作者主要参考的是艾利康宁和达维多夫的儿童活动特点分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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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有害物种、视线遮挡带来的安全隐患，铺地

材料应尽量采用草坪、沙坑等软质材料，减少儿

童在动态活动中的安全隐患；注意室外照明，保

障儿童夜间活动的安全等。

其次，应尊重儿童的心理需求，积极调动儿

童参与活动的热情。尽可能设计内院、花园、阳

台、可上人屋顶等空间，给儿童提供日常锻炼和

娱乐；色彩可鲜艳，但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等。

此外，应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应注意功能的多样

性，如在活动场地设置中设计清晰的标识系统，

标明专业活动场地和多功能活动场地；保留或

创造与自然接触的可能等。

互联网时代中的儿童与大自然逐渐决裂，

形成不爱室外运动、只爱室内插头的“塑料儿

童”，《林间最后的小孩》[12]提倡要建立更加本

真、野性的城市，通过拉近儿童与自然的距离，

重新建立孩子们与自然的连接，让孩子们在自

然探索中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创造力。目前

国内儿童公共空间的质量较差，缺乏自然化

的、基于儿童尺度的体验型设施，未来应引导

设置可以亲近自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动空间，

通过采用绿色等材质和材料，明确公共空间安

全改善措施，进而可以为儿童提供更加天然的

公共空间。

4.2　街区环境应力保安全, 重点保障儿童

        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1）尊重儿童出行特征，保障儿童的交通

安全

儿童更愿意选择更具吸引力、更利于探索

和游戏的小巷捷径或曲线道路，场地环境设计

应尊重儿童的出行特征，对路径选择、路面设

计、沿街景观等方面进行安全性的引导。规划应

对街道路网进行分级，把大量快速交通排除在

居住区之外。在居住区内部划定无车区、限车区

和限速区等，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为保障安

全的通道，适宜用防护栏分割道路并设置高路

缘石。应用不同的颜色路面区分人行道和自行

车道，或者用行道树等植物分割。针对儿童出行

频繁的路径，应尽量把儿童频繁到达的场所设

置在步道或自行车道旁，在适当区域放大节点，

以便于儿童休息停留。

（2）提高“街道眼”作用，提高儿童人身

安全

重视街区“街道眼”的作用，减少儿童易

遭侵犯空间的产生。中村攻在《儿童易遭侵犯

空间的分析及其对策》[13]的研究中指出：儿童

易遭侵犯的空间往往是那些缺乏“街道眼”监

督的区域。为此，应避免将儿童的活动场地引导

在住宅区反侧和山墙侧的小型公园和活动场

地、高层住宅的一层停车空间、繁茂的遮挡视线

的楼间绿化、合并的大型的商业设施、分割住宅

与城市道路的街边乔灌木丛、利用性低的住宅

旁等空间。

4.3　构建健康的儿童社会关系网络, 提高

        儿童在社区与家庭中的归属感

针对健康城市建设中流动儿童感到不幸

福和缺乏好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尤其是针对血

缘大家族关系缺失的大城市，应主动为儿童构

建稳定、丰富的社交关系网络，“儿童友好型社

区”⑦支持在安全友好的社区公共空间里提供

包括文化、教育、健康等多维度的普惠型服务，

提供图书阅览室、学龄前儿童活动室、乒乓球

室、户外活动中心，并配置了文体器材、户外设

施等设施，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定期组织不同年

龄段的儿童开展教育、娱乐、游戏、心理支持等

活动，让孩子们在社区内构建良好的交往关系，

提高儿童在社区与家庭中的归属感，促进儿童

在非网络的线下空间内构建健康的人际交往关

系，与邻近小伙伴共同快乐游戏、健康成长。

4.4　促进儿童的社会参与及权利保障

应补齐在儿童权利领域的软性措施短板，

如应尊重儿童权利，让他们有能力去制定可以

影响城市的有关儿童的决策；增加基于儿童视

角的公共参与，在规划与实施的各个环节纳入

儿童的真实意见，联合儿童共同来对城市政策

施加影响等。

5　展望

健康城市在探索健康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

系中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探索与研究。通过规

划优化人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可以使健康增益最

大，已经逐渐被大家普遍接受。但针对儿童健康

问题的空间处理方法仍然较少。儿童作为城市

发展的未来，健康城市的建设不能脱离对儿童

健康的考虑。针对现在儿童常见的身体健康问

题、心理健康问题和身心安全问题，“儿童友好”

视角下的城市和社区规划与策略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健康城市应对儿童群体具体策略的

空白。对规划师而言，其空间方面的策略建议更

具针对性，对有效破解健康城市中的儿童健康

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总体而言，国内整体

对儿童的研究尚有很多不足，研究数据较之国

外有很多缺失，我们对儿童的了解还比较片面，

针对儿童所提的空间策略仍然比较初步，需要

大家持续共同的关注与继续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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