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近年來，中國各地對城市中破敗、老舊或不適應城市發展的區域進行更

新，不僅成為推進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在「十四五」（2021-2025）規劃
中更升級為國家戰略。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中國城市更新的展望」為題，

邀請了多位專家學者與讀者一同深入思考相關問題。劉志指出，當前中國的

城市更新出現了投資衝動與現實需求背離的情況，並衍生了許多低效、無效的

投資項目；若要減少浪費國家資源，必須實行多方面的改革，如加強地方政府

公共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和審批程序、激勵社會大眾監督地方預算的積極性、鼓

勵大學增加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課程等。田莉、姚之浩認為，自2009年廣東
省「三舊改造」（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改造）實施以來，中國城市更新政策

經歷了從鼓勵引入市場力量、公私合作，到國營企業主導、市場參與不足的轉

變，在目前城市更新動力減退和財務成本難以平衡的情況下，適度放鬆規劃管

控，在金融工具方面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實為推進改革的必要條

件。因應現有中國城市更新模式面臨的困境，如「釘子戶」大量湧現、更新改

造後的「紳士化」現象以及「反公地困局」等，陶然提出了「兩個競爭加一個騰挪」

的創新思路，並具體細化為城市更新六步法，為加快更新速度並降低成本提供

一條可行的出路，期望社會各界深入討論。

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出三篇文章，關涉戰後東南亞的不同歷史課題。

戰後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在港英政府不願資助興建公營房屋的背景下，貧

窮階層住屋不足的問題非常嚴峻，徐頌雯考察了非政府機構對戰後香港房屋建

設的貢獻，認為在香港房屋史上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
毅然實施出口躍進政策，姚昱和李海媚的研究指出，除了與大躍進運動有關之

外，更需結合三個層面作出更全面的解釋，包括全球冷戰因素、中國政府的

「經濟治國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s）和國內不同系統的外貿及商業部門之間
的博弈。游覽認為，在1960年代老撾革命問題上，之所以能夠在中國主導下
形成中、越、寮三方一致對外的局面，與蘇聯的消極取態和三國聯合對抗美國

的因素密不可分，但隨着內外部形勢的變化，中越兩國的關係最終從合作走向

疏離，並為後來爆發的衝突埋下伏筆。

近月美國大學校園爆發的抗議運動引起極大迴響，身在哥倫比亞大學的 

張豐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的深入觀察。朱嘉明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顛覆了不 

同學科的研究內涵和基本假設，未來勢必成為「科學的科學」。中外學界對於

「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討論興趣與日俱增，張劼穎和丸川知雄撰寫的兩篇
可讀性甚高的書評，尤其值得向讀者推薦。

c203-houyu.indd   161c203-houyu.indd   161 4/6/2024   上午10:184/6/2024   上午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