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型

城市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指出，“优化儿童发展环境，

切实保障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

和参与权”，并明确提出“开展100个儿

童友好城市示范”[1]。在“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指导

下，深圳、上海、长沙等地率先提出儿童

友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并从社会治理、

城市发展和产业经济等领域付诸实践[2]。

儿童安全是构筑儿童友好的基石，

也是规划建设城市的底线。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一项覆盖65

个国家、共35 000名儿童和青少年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5%的儿童

在其生活的城市没有安全感，1/2的儿童关心的主要安全问题是犯罪，

超过40%的儿童在乘坐公共交通和在住所外行走时感到不安全，1/4

的儿童在公园里感到不安全[3]。因此，有必要引介一本从城市空间角度

探讨儿童保护的学术专著——《儿童易遭侵犯空间的分析及其对策》。

该书原著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2006年经翻译引入我国，在当前规划

界高度重视儿童友好议题的学术氛围里，以及各地的建设实践亟待指

导的现实需求下，不失为一次颇具价值的“重新发现”。

本书作者中村攻教授，任教于日本千叶大学，长期从事儿童游戏场

所的空间形态与活动行为研究，特别是与此特定空间场景有关的儿童

犯罪问题。他积极主张运用区域规划、城市设计以及景观设计等空间手

段和政策工具，对社会生活实施有效干预，而非事后消极处理或仅仅依

赖警力、巡逻等治安措施[4]。本书是中村攻教授在城市环境和儿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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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学术研究代表作，也是一本深入浅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操作手册。

前言开宗明义，从“儿童、城镇与犯罪”言简意赅地阐述写作

缘起。日本城市布局过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及欧洲的一半。以

高密度为特征的居住环境空间是否与儿童受害问题有一定关联

性？本书作者在1990年代赴警署调研所获取的儿童犯罪资料显

示，基本是儿童参与犯罪，而非作为受害者，由此意识到该领域的

研究尚且空白、亟待开拓，遂在东京、千叶两地开展调查，涉及300

多处地点和8 000余名小学高年级学生。

主体部分有7章，叙述主线围绕“与儿童有关的犯罪在哪里、

有何空间特征、以怎样的形式、发生何种伤害”展开。第1章总体阐

述空间规划和危险空间的关系。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划造就了公

园、绿地、居住、办公，以及仓储、停车场等空间类型，具有城市功能

的各类空间场所和设施用地也可能成为对儿童造成危害的空间因

子，诸如空旷无人区（仓库、停车场）、产业转型区、待开发区域（已

腾退且尚未建设）等。

第2、3章进一步详细描述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及流动性导致的

危险空间。与城市转型有关的空间类型主要包括从开放式改为封

闭式的街区、因停业或夜间经营而白天关闭的商业设施、立体停车

场的前后及上部空间、居住与办公邻接区域、经济泡沫破灭后遗留

的烂尾楼和倒闭厂房、旧城改造（城市更新）中的拆迁和施工现场

等。流动性引发的危险空间包括车站站台本身、站台周边楼宇（尤

其不临街面的）、主要商业街区周围的胡同（也称“后街”）。其中，

不同类型站台的安全性也不同，公共汽车站比地铁站更安全，作者

认为或与占地面积有关，前者占地仅为后者的1/3，且人员的聚集性

和流动性存在差异。由此，作者从儿童安全而非土地价值角度出发，

倾向于在规划布局城市交通网时更加强调发挥公交车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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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围绕住区、街区两类空间展开，试图穷尽地铺成各类危

险空间及城市情景。以居住区为核心，其内部空间包括高层住宅的出入

口、电梯、中庭、绿化、小区内部商业设施甚至自动售货机，都是犯罪行

为可能发生的场所。居住区周边环境也存在危险空间因子。因卧室一般

朝南，作者特别关注北侧临街（也称“反侧”）的公园、广场，往往由于

缺乏居民的目光关注，儿童可能面临更多的危险和侵害。同理，位于住

区山墙一侧的公共空间也是人影稀少、视线不能覆盖的隐蔽地方。在城

市街区尺度，作者详细列举了遮挡视线的行道植被、填土垒起的小山

坡、含不透明材料的体育健身设施、高架桥下、无人值守的停车场和治

安亭、旅游场所、单身公寓等。

第6、7章分别为“危险的公园”“安全的公园”，从正反两面比较、论

述公园、广场作为犯罪场所的空间因子、形成机制和解决方案。作者再次

强调临时性、流动性、隐蔽性的空间设计对于儿童安全可能产生的潜在

危险。导入人流、组织活动、功能混合、提高空间利用率、减少不必要的高

差、消除视线盲区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犯罪行为。作者尤其关

注公园树木的品种选择和布局方式，认为合理科学的设计要兼顾茂密和

通透，灌木乔木适度搭配，且在植物生长变化过程中勤于管理，并恰如其

分地添加人工缓坡和流动水溪，从而营造出儿童游玩的“私密空间”。

结语曲终奏雅，倡导“面向孩子们的安全城市”，并提出具体建议：

一是城市作为复合机能集合体，各类功能和空间的有机衔接尤其重要，

儿童遭受侵犯的场所大多为不同功能空间的交界地带，如居住与休闲、

开敞与封闭、公共与私有等。二是人要靠人来保护，实施伤害的是人，保

护孩子的也是人。作者对信息化社会带来的人际关系疏远、邻里交往减

少以及无人化设施应用感到担忧，并基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提出依靠健康的老年人来保护孩子们——当然，希望作者也“年轻爸

爸们周末少打高尔夫球，与年轻妈妈们一起陪孩子们玩耍”。三是重新

评估公园的价值。鼓励本地居民从使用便捷和预防犯罪两个角度参与

公园管理运营，以弥补造园者从设计出发留下的缺憾，真正建成“大

家的公园”。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有3个显著特色。一是调查方法。展现出日本

学者较为典型的细腻深入、“小题大作”的研究风格。作者亲赴犯罪

现场，开展大量访谈和实地观测，辅以空间要素分析，精准地给受害

者和实施侵犯者“画像”，获取了儿童被侵犯的经验数据，并与空间

环境建立关联及探寻规律。具体而言，8—10岁的儿童，在寒暑假期

的15：00—17：00，易遭受来自陌生成年男子的暴力犯罪或性侵害。

调查数据还表明，孩子们成群结队并不意味着更安全，“三人以上”

时仍有接近半数的侵犯行为发生。二是空间思维。始终强调空间之于

儿童安全的重要性，并林林总总地按不同“应用场景”分类阐述和

提出改进措施。三是问题导向。全书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几乎所有

笔墨都倾注在问题剖析和解决方案上。

本书出版于21世纪初，所调查的是1990年代日本城市状况，笔者

认为，鉴于亚洲城市特别是东亚地区高密度城市的互鉴价值和可比意

义[5-8]，对当前我国方兴未艾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仍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并应在学习、消化、吸收过程中不断转化和创新。首

先，要强调地方化的空间类型分析。以上海为例，传统里弄角落、高层

建筑楼道、老旧小区的底层挑高（常停放非机动车）、屋顶人工花园、

大量的地下空间（连接通道或商业设施）等，均是值得关注的本地化

潜在危险空间。其次，要顺应城市数字化转型趋势，不拘泥于本书作者

对于“无人化”的质疑和否定，而是进一步思考数字赋能儿童安全的

应用技术和典型场景。最后，还要认识到空间问题的“社会性”以及

实现“空间正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把空间优化手段放在经济快速转

型、社会多元治理的背景下，强化“防患于未然”，事前积极干预防范

比事后追溯惩罚更有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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