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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山地人居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Review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Settlements Science in 
Mountainous Regions

曾  卫  袁李姝  ZENG Wei, YUAN Lishu

摘  要：第三届山地人居可持续发展国

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山地人居环境的

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主要就当代山地“城

市-建筑-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理论延续

与深化，山地人居环境资源利用与发展

保护，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防灾减灾与工程

技术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历史、人

文、社会学途径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扩展了人居可持续发

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资

源利用；安全；重庆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Settlements 

Science in Mountainous Regions focuses on the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science in mountainous regions. It mainly involves four topics: 

enriched tripartite theory of ‘city-architecture-landscape’ in contemporary mountainous 

region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tection of mountainous region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r human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historical, human and social approach to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in mountainous regions. It has broadened the wi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Keywords: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Reg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Security; Chongqing

1. 会议概况

2012年5月11日-13日，第三届山地人居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

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共同主办，中科院建设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研

究中心、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CN-ICIMOD）、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山地

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大学建筑学部、

重庆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联合承办。会议的主

题为山地人居环境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当代山地“城市-建筑-风景园林”

三位一体理论的延续与深化，山地人居环境资源利用与发展保护，山地人居环境建

设防灾减灾与工程技术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历史、人文、社会学途径等专题。

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著名高校、研究

机构、规划设计机构的150余位专家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

下的山地人居环境科学面临的新挑战和重大问题。会议旨在深化国际性的山地人居

环境研究，推动我国人居环境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加强该领域海内外专家学者的

交流与合作。此次盛会不仅得到了业界的热烈响应，还得到了《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山地学报》、《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建筑师》、《城市发展

研究》、《规划师》、《新建筑》杂志社及《室内设计（暨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等媒

体的关注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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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沿革与变迁

在国际上，人居环境研究一直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我国的人居环境科学研

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3年，建筑

学界以吴良镛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学者，

提出了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张。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为研

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

系的科学。山地人居环境是人类住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中国这样一

个人多、地少，山地多、耕地少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其重要性更是非同一般。

中国的山地主要集中在西部，在西部大

开发和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高度珍惜

并合理利用有限的山地资源，尽量避免

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负

面影响，建设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山地

区域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山地城市

（镇），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1］。

1997年，在已故山地城市规划学奠

基人黄光宇教授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

建设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研究中心、重庆

大学（原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主办的“首届国际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共

有来自加拿大、美国、德国、马来西亚、

尼泊尔、奥地利、日本等国和我国香港、

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的多个大学、科

研机构等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在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

发展总体思想框架指导下,  作出长期不

懈的努力,  逐步建立起山地区域与城乡

规划与设计的方法体系; 逐步建立起适

应山地社会、经济和自然、文化特点的建

设与管理的法规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的

教育体系”[2]。在研讨会上, 吴良镛院士、

黄光宇教授分别作了关于山地人居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报告。会议对联合

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伊斯坦布尔会

议）的“日益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

持续发展”主题和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

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十三章

的精神表达了充分的关注，研讨的内容

包含山地城市理论与方法研究、山地区

域发展与城市规划研究、山地城市设计

与建筑设计研究、山地城镇基础设施以

及三峡库区发展研究等专题 [3]。此次研

讨会完成了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理

论的初步架构搭建工作，开拓了中国山

地人居研究新领域。会议由黄光宇教授

提议，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山地人居宣

言》，这一重要文献后来被多次引用，成

为我国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基础性文献

之一。第一届国际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

发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85篇论文，分为

“理论与方法研究”、“区域发展与城镇

规划”、“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城

市基础设施研究”、“三峡库区发展研

究”5个部分，其中的优秀论文被《’97

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收录［4］。

“第二届山地人居与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在云南

昆明召开，此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居生态环境层面，

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山地人

居环境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山地环境

的利用与障碍、以人居为本位的城镇理

念等；二是建筑景观旅游层面，与会者

们的研究涵盖了山地空间形态和景观特

征、山地景区规划思路、景区建筑设计、

中国山地村落的聚居空间等方面的内

容；三是开发技术对策层面，聚焦全球

化、城镇化趋势和日益变差的城市环境

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山区开发的

工程技术方法和发展对策。会议出版了

论文集《2001’山地人居与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

论文包括吴良镛先生的《以区域视野，塑

造山地人居环境——滇西北人居环境可

持续发展规划研究》、日本山梨大学花岗

利幸教授的《日本国土规划和山地区域》

等颇具学术影响力的文章［5］。

在前两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

础上，第三届山地人居可持续发展国际

学术研讨会继续关注山地人居环境的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就当代山地

“城市-建筑-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理论

延续与深化，山地人居环境资源利用与

发展保护，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防灾减灾

与工程技术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

历史、人文、社会学途径这四个方面的问

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

们在研究的广度上，注重多学科融合、多

重视角交叉；在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

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研究对象也

更加细化。

3. 会议主题与新动向

3.1 主旨报告

联合国世界人居奖、2011年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因抱恙

未能到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

一教授代为宣读了吴良镛先生专为本次

会议撰写的主旨报告。吴良镛先生指出：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山地人居环境建设暴

露出生态、资源、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

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山地人居

环境建设又因地形起伏、气候多变、生态

敏感、文化差异、工程技术复杂等综合

因素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当前，较之

全国城乡建设领域针对平原地区的繁荣

的理论研究与活跃的实践创作，山地人

居环境建设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

差距，经验的积累与研究的储备仍难以

应对实际需要，进一步探索山地人居环

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范例迫在眉睫。报

告为我国未来山地人居环境建设提出了

以下意见：一、山地人居建设应顺应不

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区域发展

的背景，对地理、生态、风景、文化等资

源加以恰当的保护与利用。同时，在新时

期建设过程中仍需遵从尊重自然、天人

和谐的优秀传统，并对这些传统加以利

用、发展和创新，节约土地，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方便人民，复兴文化，创造出

良好的山地景观；二、在山地人居环境

建设的过程中，应考虑各种富有山地特

征场所景观的塑造，保持新与旧、历史与

现实在时空中的连续，表达出山地文化

的传统内涵，借鉴传统山地人居营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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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将建筑、规划、园林融为一体。同

时，在节约用地的原则下创造具有特色

的建筑-规划-园林“三位一体”的山地

人居环境；三、面向人居建设的新任务，

人居环境科学更要积极面对现实问题，

综合融贯地运用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方

法，建设科学共同体。他指出，当前山地

区域大规模、高速度、大尺度的城乡建

设已与传统概念中的山地建设大为不

同，需要从学术概念和规划方法上进行

更新和创造。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

已进入新阶段，开始逐步由沿海向内地

延伸，要求学界必须做好科学理论上的

准备，以免宝贵的山地资源遭到滥用和

破坏。山地人居是人居环境科学一个新

的发展与创新方向，新的形势下，要在大

的尺度上创造出新的山地人居环境建设

模式。现有的规划模式并不能完全指导

山地现实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更为细致

的工作，其中既包括对区域整体空间秩

序的营建，也包括对要害地点进行优化

设计。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赵万

民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山地人居环境学理

论与实践的现状。我国的山地大部分位

于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改革开放

以来，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东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差

距。目前，西部经济发展的骤然性和推

进城市化发展的跨越性，使得西部山地

人居环境建设现有的经验积累和研究储

备明显不够。必需的理论研究跟进和实

践探索引导，迫在眉睫。山地人居环境

学研究，是我国建筑科学界当前“人居

环境科学”研究整体框架中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山地人居环境学”的研究目

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检录山地

人居环境学的理论框架，使其成为我国

整体“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

个部分，指导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二是拓展和深化山地人居环境

建设实践工作领域，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做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支撑和反馈理

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我国西部大开发

推进山地城市化的工作服务；三是针对

西部地区人才匮乏，山地城乡建设需要

理论研究与实际人才的情况，从研究、

时间和管理三方面建设人才队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教

授就《山地脆弱人居条件下的城镇化之

路——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殊

路径》为题做了报告。在深入认识西部

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

上，王教授从总人口及人口增长、城镇

化水平、人口迁移等方面总结了西部地

区城镇化的现状和特征，进而从生态环

境保护、消除贫困、民族繁荣、边境安

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地区城镇化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协调发展重点。

最后，结合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典型

模式的归纳，提出以“国家干预，民生为

本，因地制宜，适度有序”为主要指导思

想，科学地推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健康

发展。 

在主旨报告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教授Gary Hack就世界各地城市的山

坡生态、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就山地建

筑和城市设计适建性、伦敦大学学院建

成环境学部教授CJ Lim就英国“伊甸

园”所呈现出的城市建筑与自然共生的

和谐状态分别发表了演讲，探讨了山地

人居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及可实现的 

途径。

3.2 会议主题

3.2.1 山地“城市-建筑-风景园林”三位一

体理论的延续与深化

广义建筑学提倡“建筑、规划和风

景园林”三位一体的设计思想，高度概括

了二十世纪建筑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

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在

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又互相制约。吴良镛

先生的报告指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

推进，山地区域城乡建设总量与尺度不断

增大，山地人居建设已不只局限于“三位

一体”，需要更多学科的融入。这就要求

学者们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山地“城市-建

筑-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理论进行延续与

深化。

针对世界各地不同的山地城市文化

地形的情况，华中科技大学万敏教授的

报告对文化地形学及其现代运用研究做

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从尺度、国度、学

科、手法、时间等多角度对文化地形的现

象进行了解读，认识到文化地形具有的

普遍性、多样性、跨民族性、连续性、生

活性等丰富内涵，结合对应用地形学功

利色彩的反思，提出文化地形学。报告

界定了文化地形的概念，从时间、空间和

学科等三方面对文化地形进行了分类考

察，并采用现象综合判断的方法将文化地

形归结为仙境型、具象型、风水型、联想

型、适用型、综合型等六大类。万教授结

合自己的项目实践经验，分析相关类别文

化地形的特征及其规划设计应对思路，

藉以说明文化地形学的广阔运用空间。

重庆大学杜春兰教授的报告《复合

型廊道在山地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中的适

应性运用——以重庆为例》指出，在全

球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下，山地城市文化

景观在原有多样化、脆弱化的基础上体

现出“破碎化、孤岛化”的特点。报告基

于景观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城市规划

学视角，结合重庆案例分析，提出保护、

建立和完善复合型廊道体系，缝合“破

碎化”的城市文化景观，试图为城市文

化景观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有效途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段德罡的报

告则主要分析了西北地区河谷型城镇建

设中山地利用的基础研究框架建构，提

出了应适时进行山地利用的主张。针对

河谷型城镇靠山却不用山的现象，以及

河谷型城镇山地利用研究基础薄弱的问

题，报告从五个层面展开了基础研究框

架的构建：首先从历史研究层面入手，分

析西北地区河谷型城镇对山地利用的客

观规律；通过现状研究层面的分析，了解

河谷型城镇利用山地的现状情况、发展

趋势及存在问题；通过对规划成果的全

面研究，找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对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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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影响；从当前河谷型城镇面临发

展困境的深入剖析，来论证其发展山地

的必要性；最后从生态、经济、工程及

空间四个方面进行山地利用的可行性研

究。以此来建立西北地区河谷型城镇山

地利用的基础研究框架，为后续基础研

究的展开提供研究平台。

专家们兼具多重视角，对建筑设计、

生态技术、中国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建

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规划对策

等论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讨论，内容

包括：复杂问题时代的设计教育，地理

城市景观与设计经济学，山地建筑设计

的失控与游观的设计策略，基于视觉分

析的山前地带风貌优化控制策略等理论

研讨，以及云南城镇上山的区域规划对

策，欠发达山地城镇化的新发展模式等

实际案例分析。专家们扎实的理论功底

与勤恳治学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工作中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当代山地

“城市-建筑-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理论

延续与深化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与探索。

3.2.2 山地人居环境资源利用与发展保护

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

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规划

者及建设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如何有效

地利用原本有限的环境资源，除了需要

自身的探索之外，还应当借鉴各地的经

验，在不断的比较与学习中认清自身的

优势与不足，最终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日本千叶大学田代顺孝教授把

绿色基础设施引入城市规划，使绿色生

态成为城市有机生命体的一部分。同济

大学彭震伟教授以沈阳卧龙湖地区规划

为例，研究了基于生态保护的湖区发展

规划。其他学者的研究涵盖了生态系统

服务理论在山地城市规划中的运用和响

应山地环境生态特质的城市边缘区绿

色空间布局，并以鹤壁琪河生态区规划

及宝鸡市南部台塬区生态建设规划为案

例，做了深入浅出的说明。其中，对黄河

源区自然资本的保护及对生态理念下的

高山峡谷类型城镇总体规划研究较具有

代表性。

在分会场的发言中，中国科学院水

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方一平

研究员做了名为《黄河源区自然资本保护

对牧民生计的影响研究》的报告。方研

究员以详实的数据阐明了自然资本保护

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其中，牧民的人均纯

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资本指

标，肉奶产量为生计供给，草场围栏的面

积、牲口棚、草原灭鼠及人工草场为生

计保护，而生计供给与生计保护指标同

属有形资本。方一平研究员建立了一个

牧民生计保护及促进的相关模型。研究

结果表明，牧民的生计保护与牧民生活

的改进（或供给）之间有莫大的联系；从

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牧民的生计资本

（草场资源保护）与牧民生活的改善程

度之间存在着一个临界值；以人均纯收

入、人均肉产量分别作为单一的指标，

或是综合考虑前两者作为衡量指标，所

得出的栅栏面积、牲口以及人工草场的

面积各不相同。对于生计保护的边缘效

应来说，适当地减少栅栏和人工草场的

面积，而增加牲口棚的面积对于牧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

师任洁以福贡县城总体规划为例，对生

态理念下的高山峡谷类型城镇总体规

划做了分析。她以具有典型高山峡谷地

貌景观特征的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城

为例，分析了高山峡谷类型城镇的空间

分布形态、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等

特征，指出城镇总体规划亟待解决的问

题，并基于生态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高

山峡谷类型城镇总体规划的一般模式和

规划要点，包括：城镇特色的塑造，城镇

空间形态的控制与引导，城镇合理规模

的确定，土地集约化利用，城镇安全性

的提高等，希望以此对高山峡谷类型生

态城镇的创建有所参考和借鉴。

学者们的报告还包含了《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山地适

应性研究，西南山区典型资源型城市地

域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生态调控下的城

市空间结构，响应山地环境生态特质，

山地的交通模式等。从分会场的讨论中

可以看出，与会专家的研究对象更加细

化，他们不仅是站在理论的高度，更是

注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生态保护在实

际规划中所应占的重要地位。通过理论

与城乡空间规划的结合，城乡用地得到

优化，对我们以后的城市规划有着一定

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3.2.3 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防灾减灾与工程

技术方法

山地城市（镇）建设的防灾减灾工

作一直是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中的重中

之重。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孙玉平站在发

展的高度，就新一代高抗震性能的建筑

结构发表了专题报告。孙教授梳理了近

十年来抗震结构的发展过程、以往抗震

结构的优劣性，以详实的实验数据为支

撑，着重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日本九州

大学谷明勋教授把传感器系统引入了结

构破坏性探测，南京大学翟国方教授则

就“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城市规划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引发了与会者们的广泛

思考。近年来，国内外灾害频频发生，带

来了巨大损失。翟教授基于城市风险管

理理论，首先初步探讨了城市灾害风险

的类型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然后简

单介绍主要发达国家对城市灾害风险

管理的框架和做法，最后从城市灾害管

理的角度思考如何规划城市，使城市更      

安全。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韦方强做了名为《泥

石流危机的分区及其应用》的专题报

告。韦研究员对西藏大古乡泥石流沟、

云南深沟泥石流区做了深入而详尽的研

究，通过泥石流的冲击力以及建筑的极

限承载能力建立数学模型，将泥石流危

害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区。他进而指

出，为达到防灾减灾的要求，在进行城

市建设及交通线路的选址的时候，要

尽量规避高风险区。韦研究员的成果为

城市决策者们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必要

的理论支持。防灾减灾与其工程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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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讨论还涉及山地酸雨分布特征和

城市发展的研究、汶川灾区城镇安居环

境重建、乐山古城历代水患与防洪措施

研究等社会关注热点分析内容，凸显了

与会专家们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人文      

情怀。

3.2.4 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历史、人文、

社会学途径

人的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

求。要建立理想的人居环境，达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除了诉诸于技术层面

之外，还需要历史、人文、社会学等学科

的介入。在批判性地吸收古代及西方理

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科学研究

方法，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各地具体

情况的人居环境之路，是与会专家关注

的热点之一。

重庆市规划局局长扈万泰以重庆主

城为例，研究了城市“山”和“城”的关

系。快速的城市化正在破坏我国山地城

市的特质性，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过程中

如何延续与发展山地特色是大家的共

识，其中，“山-城”的关系是山地城市

最主要的特点。研究传统山地城市“山-

城”关系的营造理论、城市实践对于当

前山地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与借鉴

作用。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研究院刘邵权研究员结合山

区实际情况，对川西南山区聚落宜居性

的空间进行了差异分析，建立山区聚落

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山区聚落宜

居性评价模型对川西南山区26个区县进

行系统评价，计算出川西南山区聚落宜

居性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ESDA分析

和相关性分析，研究川西南山区聚落宜

居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川西南

山区聚落宜居性存在正的相关性，表现

出很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在空间格

局上，川西南山区聚落宜居性呈现东南-

西北两极分化格局，并且以西昌、攀枝

花为2个核心呈核心-边缘梯级结构模式

特点；（3）H-H空间关联模式集中连片

分布在安宁河谷一带，L-L空间关联模

式集中连片分布于大小凉山一带，仅西

昌呈现H-L空间关联模式。（4）川西南山

区聚落宜居性与自然环境宜居度、经济

宜居度、社会宜居度均具有极显著的相    

关性。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周铁军

以《山地微气候影响下的城市设计策略

初探》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他指出，山地

城市由于地形条件的复杂性，气候条件

在具有区域共性的同时，还体现出不同

的“微气候”特征。报告以西南山地城市

适应气候的城市设计策略为研究对象，

讨论了山地城市地形、规划布局形式、建

筑物形态、绿地与水体、下垫面状况等因

素对微气候的影响，总结了城市微气候

的分析方法，进而从建筑群体组合、街

道空间设计、景观环境设计等方面提出

了山地城市在中观层面适应气候的城市

设计方法，为创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空间

环境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这个板块下，基于技术观的山地

城市设计研究，山地聚落公共空间的形

成与演变案例，山川形胜在南京古城中

的地位、作用与保护，贵州民族村寨的保

护规划体系研究，地势起伏度对三峡库

区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等有关山地人居

环境研究的历史、人文、社会学途径都

被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彰显了学者们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广阔视野和深厚的

专业底蕴。

4.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居环境系

统研究得以起步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

果主要体现在探索理想人居环境模式、

城市人居环境、社区人居环境、小城镇

人居环境、古城镇人居环境和人居环境

评价共6个领域，并且呈现出六大明显的

趋势，即规划-建筑-园林“三位一体”、

人与自然协调、人本主义趋向、重视传

统思想体系、应用高新技术、科学与艺术

融合［6］，这一系列的主题在本次研讨会

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第三届山地人

居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接收英

文和中文稿件共计100余篇，将于会议后

择优集结出版。研讨会以讲座、讨论、展

览及考察等丰富形式，使与会者们能更

好的参与到大会中来。与会专家们的积

极参与体现了专家学者与城市建筑从业

人员不仅对当下，更对山地人居环境未

来的发展有一种难以磨灭的热忱和责任

感。今天，我国山地人居环境的建设和发

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范

围内都已具有较大影响力。与会者们在

这次会议上不仅对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做了汇报和总结，更对山地人居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寄予了厚望。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面临着“转型”与“重构”

的时代重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山地

人居环境的道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山

地城市（镇），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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