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现象研究

人类建设从起源上来讲本是一种自发现象，建筑如此，城市亦如此。在真正

意义上的建筑教育和城市规划产生之前，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按照某种天然

规则蔓延生长，构成了人类城市的早期雏形。

1. 现象背景分析

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联合国人居署数据表明，截至

2013 年底，全世界共有 8.63 亿人口生活在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中，约占人

口总数的 12%。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蔓延之势迅速。按照某些专家的预测，如果任由其发展，到 2030 年，全世

界将会有 30 亿人生活在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中，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达到

40%。在不同语境下，自发建筑和自发城市又有着贫民窟、城中村、棚户区

等不同的代名词。

目前，世界上 30 个规模最大的自发建筑群散布在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和

中东等广大区域，堪称巨型自发城市，每一个自发城市都容纳着数十万至数

百万的居民。虽然这些巨型自发城市的成因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的是其往

往与规划良好的现代城市相伴而生。自发城市环境品质恶劣、生存条件低下，

居住其间的人们往往承担着城市里的中低层服务，他们虽然贫困却是服务现

代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发城市的存在清晰地体现着现代城市的

需求，因此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无法否认。

与之相应，自发城市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讲，

自发城市是对城市土地的非法侵占，是对土地合法占有者权益的妨害。其极

大地改变了城市生态环境，产生出一块块“城中之城”，它们空间拥挤、建

筑质量差、卫生条件堪忧。另一方面，鉴于居住其间的人口稠密、收入低下，

难以和城市融合，很容易受帮派和毒品的影响，滋生暴力犯罪。参照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统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谋杀率在全世界的分布情

况与自发城市的分布呈现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