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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我国于

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全国和

各省市出生人口随生育政策调整短暂攀峰后快速

回落。为适应人口变化新形势，2021年 8月 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将“三孩生育政策”写

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1]。尽管政府已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三孩生育政

策”配套措施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但人口问题

依然严峻 [2]。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末

全国人口 140 96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08 万人，

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出生人口 902 万人，比上

年末减少 54 万人，连续 7 年下降；总和生育率 1.0
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列倒数第二，这标

志着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转折。作为社会

经济的基础要素，人口变化将深刻影响社会发展

的基本格局。

目前，健康城市规划研究主要关注的弱势群

体包括老人 [3] 和儿童，鲜有研究关注到女性和育

龄青年群体的健康需求。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

现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背景下，充分关注以女性

为核心的育龄青年群体生育行为所引发的特殊健

康需要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并在城市规

划中予以响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背景，笔

者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第一，生育友好

与健康城市有何关联？第二，生育友好需求及其

对应的空间要素是什么？第三，在规划层面，可

以通过哪些路径来满足生育友好需求？针对上述

问题，本研究分析生育友好的需求，基于需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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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规划是引导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老

龄化和少子化趋势背景下，充分关注以女性为核心的育龄青年群体生育行为所引发的

特殊健康需要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并在城市规划中予以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生育友好的视角出发，首先综述了国内外生育友好的相关研究，总结了生育友

好的概念框架及其与健康城市之间的联系；其次，从生育行为全过程的三个阶段——

基础准备、孕产期和子女抚育，总结了各阶段生育主体的具体需求，并识别了其对应

的空间要素；最后，通过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机制，提出了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

路径，从规避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提供生育健康的空间资源、促进生育行为和健康

生活的空间支持、关注生育主体的空间治理四个方面回应生育友好需求。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guid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ities, 
urban planning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tasks of coping with the crisis of declining birthrates 
and aging population, improving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cities.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fertility 
friendlines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ertility friendlines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althy cities. Secondly,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basic preparation,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and child care in the fertility process, the specific 
needs of fertility subjects at each stage are condensed,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patial elements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planning path response for a healthy city from the fertility-friendly 
perspective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active planning intervention of healthy cities, the planning 
intervention path of healthy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rtility friendliness is proposed, 
and the fertility-friendly demand is responded to from four levels: avoiding spatial risk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providing spatial resources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promoting spatial 
support for 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healthy life, and focusing o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reproductive subjects.

关键词： 生育友好；健康城市；空间要素；规划干预 ；人口可持续发展

Keywords:  Fertility Friendliness; Healthy City; Spatial Element; Plan Intervention; 
Sustainabl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2378051）

文章编号：1673-9493（2025）01-0027-08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3.457

国际城市规划2025-2.indd   27 2025/4/23   上午10:41



28  2025 Vol.40, No.2

本期主题 

向识别应对需求的空间要素 ；同时，针对这些生育友好的空

间要素，基于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机制，提出生育友

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以期促进生育友好型社

会建设，为应对我国低生育率所引发的长期人口风险提供规

划层面的解决方案。 

1  生育友好视角下的健康城市

1.1  生育友好的内涵
为了解生育友好的相关研究现状，笔者在国内外分别

选择了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

据库作为文献来源（截至 2024 年 1 月）。国外生育友好研究

主要关注“家庭”“妇女”“育儿”“生殖健康”“性别角色”

等领域。在总和生育率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最低的韩国，相关

研究集中在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和家庭友好政策等社会环境对

于生育率的影响 [4]。北欧作为欧洲大陆生育率较高地区，主

要关注女性友好和家庭友好的社会福利政策 [5]。美国的研究

以 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洛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为代表，集中在性别歧视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

等方面 [6]。欧洲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对于生育经济的补贴

可以带来短期的人口增长，对于长期人口增长的作用则较为

有限 [7]。

在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生育友好”的

提出和推进至关重要。 当前，国内对于生育友好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探讨和人口社会学领域，

同时涉及性别视角、医学健康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研究。关

于生育友好的内涵，石人炳提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指在生

育主体所处的环境中，生育主体及其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尊

重，社会为生育主体的生育需求的实现创造一个安全、舒适、

和谐的环境，使生育主体的生育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8]。穆光

宗认为，生育友好体现了国家、政府和社会对生育的积极态

度和行为取向，强调了生育的价值和权利认同，包括生命至

上、权利至上和健康至上三大理念，重视母婴生命权、生存

权和健康权 [9]。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生育友好的研究和表述，

笔者从女性友好、儿童友好和家庭友好三个层面阐释生育友

好的基本内涵。

首先，生育友好体现在对女性友好上。女性是生育的主

体，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从女性的根本利益出发，重视

她们的实际需求，保障好女性的合法权利 [10]。在生育友好

型社会中，应该给予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充分的自主权和决定

权。北欧的研究表明，在妇女问题上，生产与生育的矛盾

一直是核心问题，对此，黑尔佳·海纳斯（Helga Hernes）

提出，打破生产与生育的划分，并将生育议题推向公共领域，

是实现女性友好的关键步骤 [11]。

其次，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应该对儿童友好。完善的儿童

服务设施和托育服务体系能够有效减轻家庭在养育子女方

面的压力。韩国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市

有助于提高育龄群体对育儿环境的满意程度，并可能增加

他们预期的子女数量 [12]。目前，我国在儿童友好型城市领

域的研究日趋丰富，为生育友好型城市的研究提供了良好

基础 [13]。

再次，生育友好型社会必然对家庭友好。家庭不仅是组

成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也是普遍生育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

美国的福布斯（Forbes）、利基（Niche）和基尔南（Kiernan）

的最新调查显示了从美国家庭的角度定义家庭友好型城市

的标准，欧洲的霍姆迪（Homedy）提出的标准则更加全面，

更重视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和出行交通的便利性 [14]（表 1）。

1.2  生育友好与健康城市的关系
在城市空间层面，韩国学者李辉贞和金庆敏研究了城

市环境对世宗市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15] ；日本早稻田大学

的里拉·普罗维·德里安达（Riela Provi Drianda）探讨了家

庭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并质疑现有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研究

是否足以为在城市中生育和养育的家庭创造更好的环境 [16] ；

中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指出，空气质量显著地影响了人们的

生育欲望 [17] ；周璇和张琪进行了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政策

下的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在城市规划领域已有

的女性友好型城市研究基础上，丰富了生育友好的内容 [18] ；

表 1  家庭友好型城市评价标准

评价

标准
福布斯 利基 基尔南 霍姆迪

1 住房可负担能力 住房水平 社会经济发展 住房水平

2 拥有住房 家庭设施水平 教育和托幼服务 教育系统

3 教育水平 公共教育水平 健康和安全 医疗保健

4 收入中位数 高等教育率 购买力 安全

5 生活花费 生活花费 家庭娱乐 污染

6 通勤情况 犯罪和安全水平 交通情况

7 犯罪情况 户外活动水平 产假和陪产假法

8 0~17 岁居民占比 失业率

9 多样性程度 * 幸福感

10 儿童友好型机场

11 儿童活动

12 绿色空间

13 家长的看法

14 专业人员的看法

注： * 多样性程度指城市的多元化程度，可以从空间、活动等角度的多

样性理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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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城市方面，陈哲等研究了女性健康导向的社区规划，

剖析了促进女性健康的社区需求，并提出了相应的健康社

区规划策略 [19]。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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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并强调

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基本权益，将改善弱势群体

的生存质量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2023 年，一

项关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全国横断面调查研究指出，

生育率与人群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研究

表明，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政治地位、受教育程

度）和健康水平（如是否患有慢性病和抑郁症）是影响生育

率和子女数量的共同因素 [20]。生育友好型社会发展促进了健

康城市建设，而健康城市规划也会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发

展，两者相辅相成。生育友好可以作为健康城市领域的视角

补充和研究细化 ；应对生育友好的需求，促进人口可持续发

展也是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生育友好需求导向下

的对应空间要素，可基于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从城市

物质空间环境层面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发展提供支撑，促进生

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图 1）。

2  生育友好需求和对应空间要素识别

笔者将生育行为的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生育基础

准备、孕产期和子女抚育，对各阶段中生育主体的需求进行

分析和总结，并识别生育行为全过程中的生育友好需求及其

对应的空间要素，可为后续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提供支撑。

2.1  生育基础准备阶段

2.1.1  居住养育需求——适宜家庭生活的居住空间

在生育的基础准备阶段，生育友好需求首先体现在对生

育的居住空间需求上。在我国传统观念中，青年在社会化过

程中承担着两项重要任务，即“成家”和“立业”，青年一

旦结婚成家，居住问题就会客观地摆在他们面前。拥有一个

安放小家的住房不仅是结婚和生育的物质基础，也是影响青

年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 [21]。因此，在生育友好的视角下，提

供适宜家庭生活的居住空间是不可或缺的。

2.1.2  生育观念和意愿——氛围友好的社交空间

受 到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叠加市场化和城镇化的

作用，我国形成了一种低生育文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23]

将低生育率归结为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女权主义等后现代

性特征的集中体现。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和

舒适快乐的生活，对于晚婚、晚育、少育，甚至是不婚、不

育的接受程度更高，但社交活动依然是他们不可忽视的生活

和情感需求。社区通过功能性封闭空间提供的安全感，降低

了人们对周围环境和他人的关注。正如哈贝马斯所述，高度

“工具理性”的空间往往缺乏“交往理性”，从而限制了真

正的社交行为 [24]。城市生活的功能性过剩增强了年轻人的边

界感，使他们更依赖网络来满足情感需求。

氛围友好的社交空间是缓解当前社交问题的关键要素。

通过空间营造，可以促进育龄青年的社会交往，提高年轻人

的婚育意愿，也能够促进妇女和儿童的交往活动，为营造更

轻松的养育环境提供支持。

2.2  孕产期阶段

2.2.1  生殖健康和母婴健康——呵护生育健康的医疗空间

计划生育、妇女保健、婴幼儿保健和性传播疾病的控制

是生殖健康的基本要素。目前，我国在生殖健康方面面临的

突出问题包括不孕不育、出生缺陷和人工流产 [25]。因此，保

护生育力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应防控育龄群体的不孕不育

问题，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促进生殖健康融入全生命周期。

在母婴保健方面，通过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弱势群体的孕妇

能够定期接受科学的孕期保健，确保新生儿的健康。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还设立了母婴健康项目，并发布了《母婴健康卫

生与营养手册》[26]，从保护母婴健康、预防疾病和加强营养

三个方面提出了注意事项。

一个体系完善、致力于呵护生育健康的医疗空间，能够

为精细化的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容器，从而促进孕产期阶段的

生殖健康和母婴健康。

2.2.2  孕产期心理健康——舒缓心理压力的自然空间

孕产期精神障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平均发生在

15.9% 的孕妇和 19.9% 的产后妇女中 [27]。产后抑郁症在中

国至少影响着 1/10 的妇女 [28]，并且很可能对其他家庭成员

甚至婴幼儿健康产生影响 [29]。《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母婴健康图 1  生育友好与健康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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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经世界卫组织指南审查委员会批准的指南》（WHO 

Recommendations on Maternal Health: Guidelines Approved by 

the WHO Guidelines Review Committee）建议：及时评估产

后抑郁症，筛查家庭暴力，并在妇女分娩后 10~14 天内提供

社会和心理支持 [30]。

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空间具有舒缓压力、疗愈情绪和改

善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女性的生育结果的作用 [31]。在高压的现

代城市生活中，更加需要一些能够有益于心理健康的自然空

间，以支持生育友好的环境。

2.3  子女抚育阶段

2.3.1  婴幼儿照护需求——提供精心照护的托育空间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位居世界前列。对双职工家庭而言，

照护子女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影响父母双方的职业

发展。在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祖辈的协助

照料已成为不少家庭再生育的核心条件 [32]。研究显示，北京

市有 70% 的家庭依赖祖父母进行隔代照料，这不仅是传统

习俗的延续，也是当前托育机构缺失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33]。

一项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实的调查显示，人们担心婴幼

儿无处可托是阻碍其生育意愿的最大障碍 [34]。

我国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采取积极行动。2023 年 3 月，国

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利用住宅，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的场所，并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

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中国香港的经验值得

借鉴——在《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的指导下，为婴幼儿

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并逐步推动社区保姆的职业化发展 [35]。

因此，规划应提供相应的托育空间来满足婴幼儿照护的需求。

2.3.2  职业保障需求——平衡生活工作的空间布局

生育对职业女性的职业生涯产生显著影响，许多女性在

生育前后不得不面临职业中断或低潮期 [36]，这常使她们在劳

动力市场中陷入不利地位，遭遇“收入惩罚”“性别隔离”“玻

璃天花板”等“生育陷阱”[37]。因此，不少在职女性因考虑

到职业发展而选择回避生育。同时，生育后家庭支出的增长

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育龄妇女对职业保障

的需求。

此外，研究表明，女性的就业场所通常离家较近，而居

住在郊区的妇女在就业上面临更严重的空间限制 [38]。这反映

了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的思想，它基于男性的生活认知，忽

视了家庭的生产作用和对社会的贡献，从而影响了家庭生活

的连续性 [39]。为满足育龄妇女的职业保障需求，城市空间规

划应提供更便捷、更有利于工作生活平衡的就业空间，以减

小生育对育龄青年个人发展的阻碍。

2.3.3  妇女儿童安全保障— —安全便捷的出行空间

妇女和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在外出活动中需要更加周到

的安全保障。“儿童优先、母亲安全”已成为一项全社会共识 [40]。

在子女抚育过程中，家庭照顾者尤其是女性，会面临接送孩

子等更多家庭琐事，这带来了一定的出行压力。研究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步行和公共交通是妇女最频繁和最重要的出

行方式 [41]。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出行选择，女

性对公共出行的恐惧主要与街道照明、人行道特征、隔离设

施和社区特征等因素有关。此外，这种恐惧也是女性长期以

来被社会传统的性别观念建构为“易受侵害者”所造成的 [42]。

安全便捷的出行空间不仅能提高女性出行的安全感和便

捷度，还能促进儿童独立通学的能力。在城市物质空间环境

方面，这为子女抚育提供了有力支持。

3  生育友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

健 康城市规划干预的相关研究表明，国内外实施规划干

预的路径主要包括减少健康风险暴露、提供健康资源、促进

健康行为、关注重点人群四个方面 [21]。在生育友好需求导向

下，笔者针对生育友好需求所对应的七类空间要素进行主动

式干预，进而从规避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提供生育健康的

空间资源、促进生育行为和健康生活的空间支持、关注生育

主体的空间治理四个方面提出生育友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

划干预路径（图 2）。

3.1  规避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
生育友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首先体现在

对城市系统负向风险因素的消除和减少上，即规避生育健康

的空间风险。因此，需要对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点进行识别，

并基于识别的风险点，从规划角度进行应对生育健康风险的

空间安全性提升。

3.1.1  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点识别

考虑到在城市中生活的生育主体暴露在多重环境污染源

和健康风险当中，受到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多源复杂诱因

影响，在实施规划干预、规避生育健康风险之前，首先需要

识别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点，开展城市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

评价 [43]（表 2）。
根据生育各阶段识别的空间健康风险点，可进一步结合

生育主体人群分布特征和健康状况的统计数据，形成生育健

康风险的规划分区地图。

 3.1.2  应对生育健康风险的空间安全性提升

在识别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点后，可对各规划要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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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育友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形成机制

表 2  生育各阶段的空间健康风险点识别和规划干预要素

生育阶段 生育健康的空间风险点 规划干预要素

生育基础准备阶段 生活空间缺乏（过于拥挤）；不健康的生活环境（日照、通风、噪声）；社交支持空

间匮乏；家庭安全空间失序

住宅设计；住房类型和可负担价格；公共空间

孕产期阶段 道路交通伤害；环境污染（水、空气、化学物品、电子产品辐射）；社交支持空间匮乏；

自然疗愈空间缺失；医疗支持空间可及性不足；健康饮食保障空间薄弱；职业发展

支持空间断裂

道路交通安全 ；慢行系统 ；自然空间；医疗卫生设施

可达性；当地食物种植；雇佣机会和健康工作环境

子女抚育阶段 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失衡；儿童活动空间受限；儿童通勤安全空间存在隐患；儿童托

育安全空间缺失；教育空间环境对儿童产生压力；职业发展支持空间断裂

教育公平和可达性 ；健身服务设施 ；托育服务设施 ；

自然空间；雇佣机会和健康工作环境；用地混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3] 绘制

安全性提升以应对风险。对于体质虚弱的孕产妇和新生儿，

需特别关注气候环境对生育健康的影响。

公共空间的设计应避免死角和闲置破败区域，同时确保

育儿哺乳设施的完善。在社区中，应塑造规模适度的邻里空

间，儿童活动区应位于居民视线范围内，便于监护 [44]。在步

行系统中，考虑到携带婴儿车的出行需求，应特别关注无障

碍设施，避免设置过多台阶，在有高差处设置坡道。此外，

引入智慧城市技术，可辅助规避安全风险 [45]。

3.2  提供生育健康的空间资源
提供生育健康的空间资源包括生育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及

品质提升和倾向生育主体的健康公平补偿。

3.2.1  生育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及品质提升

生育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及品质提升主要涉及医疗卫生设

施、托育服务设施和体育健身设施。生育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通过居民居住地到最近服务设施的时间长短度量，反映居民

到达目的地的便捷程度，与居民居住地的临近性越高，越容

易吸引居民外出活动和步行前往。

（1）医疗卫生设施

针对生育健康，我国已完成孕产和分娩的医学化转变 [46]，

但农村、偏远地区的人群和流动人口群体仍面临生殖健康服

务不足的问题 [47]。为改善此状况，应开展生育健康的空间风

险分析，优化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确保充分考虑其服务范围、

供给规模和设施备用转换。同时，医疗设施建筑设计标准也

需基于空间风险评价进行指引。

（2）托育服务设施

社区托育设施是普惠托育服务的基础。在托育服务方面，

设施建设应考虑婴幼儿的不同需求，遵循多样化和差异化原

则，注重安全性和舒适性 [48]。在空间利用上，应活化存量建筑，

高效利用社区公共空间，以降低建设成本和缩短建设时间。

（3）体育健身设施

体育健身设施在生育友好环境中也至关重要。规划应注

重场所营造和环境维护 [49]，以促进生育主体和儿童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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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 [50]，城市和社区应加强各类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

如健身步道、骑行道、多功能运动场等，以实现社区 15 分

钟健身圈的全覆盖，从而提升生育主体和儿童的身体健康

水平。

3.2.2   倾向生育主体的健康公平补偿

在健康公平方面，应倾向于为弱势群体配置更多公共健

康资源，通过调整资源数量、优化空间布局和提升空间品质

来增加其获益机会 [43]。生育友好视角下的健康城市规划应涵

盖医疗、托育、体育设施、蓝绿空间和步行环境等要素。在

生育健康资源调配中，应特别关注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

入人群的需求，以确保生育健康服务的公平公正。规划编制

层面，应明确公共空间和生育服务设施的用地、设施和服务

的配置指标、选址落位、使用规则、供给时序等，确保弱势

群体特别是生育主体的便利可达。实施管理层面，应优先保

障生育服务类项目的建设，并明确生育主体在各环节的参与

渠道和途径。

3.3  促进生育行为和健康生活的空间支持
促进生育行为和健康生活的空间支持，包括营建利于工

作与家庭平衡的城市布局，营造社交生活和接触自然的公共

空间，以及建设适宜家庭生活的社区环境三个方面。

3.3.1   营建 利于工作与家庭平衡的城市布局

提高城市用地混合度有利于形成工作生活平衡的空间布

局。在生育友好视角下，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应强调家庭的生

产作用和主体地位，将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来综合安排

生产、生活和娱乐等功能，以缓解交通压力、促进社会交往、

推进妇女就业，从而促进生育养育。多样化的土地利用开发

有助于缩短通勤时间 [51-52]，而多中心城市空间的塑造可以缩

短通勤距离，减轻职住的通勤负担 [53]。

3.3.2  建设适宜家庭生活的社区环境

为创建生育友好的社区环境，应调整住宅供应策略，增

加适合育龄青年的小户型和经济型租赁公寓，减少大户型和

高档次住宅，以适应性的住宅产品提供适宜生育的居住条件。

同时，应注重儿童房的流线设计，使其邻近主卧，满足孩子

成长需求 [54]。

对于女性的关怀也应该体现在生育友好的社区环境空间

支持中。例如：维也纳“女性工作城”是一个为女性规划的

社区，为了方便婴幼儿照护需求，大部分建筑高度被限制在

3 层及以下，且每层都设有婴儿车存放处，为女性提供最大

便利 [55]。此外，居住区和公共设施的布局应紧密结合公共交

通，增设公交线路以方便家庭购物和出行，从而全面提升家

庭生活的便捷性。

3.3.3  营造社交生活和接触自然的公共空间

在公共空间营造中，应注重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形态的

开放性和可共享性，以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社会交往，打

造全龄友好的社交环境 [56]。此外，还应为育龄青年、孕产期

妇女和婴幼儿提供舒缓压力的自然空间。研究表明，自然环

境能提升生育主体的幸福感，增强社会互动和凝聚力，减少

生活困扰 [57]，因此，规划应构建点线面结合的蓝绿空间体系，

形成蓝绿共生、连续开放的城市空间格局，促进生育友好的

环境建设 [58]。

3.4  关注生育主体的空间治理
关注生育主体的空间治理，包括制定实施生育友好的空

间政策和提升生育主体的规划参与度两方面。

3.4.1  制定实施生育友好的空间政策

韩国为应对少子化问题制定了全方位鼓励生育政策体

系，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59]。我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

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卫生部

门作为托育服务的牵头和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作为协同部门，共同发挥对婴幼儿照护服

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职能，还将 2025 年每千人口托位数

达到 4.5 个作为代表民生福祉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纳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2023 年 1 月，《龙岩市生育友好城市

建设实施方案》率先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助推生育友好城市

建设 [60]。因此，城乡规划学科及相关部门应当做好关于托

育服务设施等生育友好需求下对应空间要素的配置策略和空

间治理研究，并落实到空间层面，推动生育友好城市建设的

工作。

3.4.2  提升生育主体的规划参与度

妇女儿童和育龄青年作为生育行为主体，不仅是社区服

务的对象和社区空间使用者，也是社区建设者。要尊重生育

主体的权利，让他们有能力参与制定可以影响城市有关生育

的决策 ；同时，增加基于妇女儿童和育龄青年视角的公众参

与，在规划和实施的各个环节纳入其作为生育主体的真实意

见，共同对城市政策施加影响 [61]。

4  结语

生育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行为，事关人口可持续

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在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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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并存的现状下更加值得关注。笔者以生育友好视角为

切入点，首先综述国内外生育友好的相关研究，从规划角

度剖析生育友好的内涵和需求，并识别其对应的空间要素。

其次，在生育友好需求导向下，针对生育友好的空间要素，

基于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机制，从规避生育健康的空

间风险、提供生育健康的空间资源、促进生育行为和健康

生活的空间支持、关注生育主体的空间治理四个方面提出

生育友好视角下健康城市的规划干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健康城市应对生育友好需求的空白。希望推动健康

城市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应用创新，进而改善我国低生育率

现状，促进人居环境高质量建设，推动人口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虽然健康城市领域的研究已经逐步深入和广泛，但

总体而言，国内城市规划领域对生育友好的研究还很缺乏，

我们对生育需求的物质空间支持的认识还比较片面，所提

出的规划干预路径仍然有较大完善空间，需要大家持续共

同的关注和继续深入的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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