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1．自给自足

· 人类是自给自足的，因为我们是栖息地的一部分。

· 在 21世纪，我们的自给自足是全球化的。

· 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制造能源、食物和其他生存必需品。

· 每个个人、每个社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在构建属于自己历史

时代的栖息地，以满足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

· 强大的市民，造就强健的社会。

· 自给自足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衰落。

I 2．城市

·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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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工人－消费者”之后将是 21世纪的“企业家－生产者”的

时代。

· 21世纪城市面临的挑战是再次提升生产力。

·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世界。

· 城市是人们实际居住的地方，也是实体经济的诞生地。

· 我们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信息化时代，资源管理模式也正从集中

化转变为分布式。

· 那些能够以最少量的资源为周边地区创造价值的城市和地区将成为

全球的领军者。

· 如果我们理解了信息社会的经济是以创新为基础的，那么现在的城

市设计是多么不经济、不明智。

· 城市是个多层级的系统，除了物理层和功能层外，还应加一个代谢层。

· 许多“慢城市”共存于一个“智慧城市”之中。

I 3．网络

· 每一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

· 任何行动都发生在连续的多重空间与时间尺度的我们所居住的真实

世界。

· 空间被凝聚成了对象，而对象每天都在变小。

· 人们如果有兴趣裸居在大自然中，那就不需要房子或城市了。

· 优秀的建筑和城市是作为地球上某个地方的历史的一部分出现的，

就像是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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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一个城市可以从城市的机构开始，如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空间、建成区、信息和人。

1．住宅

· 住宅是人们居住环境的核心。

· 房屋像一个电脑，那么结构就是一个网络。

· 商业互联网和社交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出现，城市互联网也将出现。

· 电脑消失了，内容占据了空间。

· 世界上每个物体和每栋建筑都拥有一个数字身份、一个地址。

· 我们想把物理世界“上传”到互联网上。

· 每个物体都有其物质史和形态谱。

· 住宅能把人联系起来，而非把人分隔开来。

2．楼宇

· 建筑是居住的艺术。

· 虽然在 20世纪，建筑物的物理结构已经功能完美，但在 21世纪，建

筑物会将自身的新陈代谢纳入其中。

· 如同数字化改变了信息世界一样，电气化也将改变物质世界。

·19世纪土地通过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实现增值，到了 21世纪，

我们能够通过再造城市，让城市实现自给自足。

· 低价建楼，高价售楼，然后转身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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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服务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中，想做成生意就要留在客户身边。

· 能源决定形态。

· 建筑物需要人工建造、自然管理。

· 为了让建筑物实现自足，它们首先必须智能。

· 我们须将建筑物变成有机体，城市变成自然的生态系统。

3．城市街区

· 住宅依然是重点。

· 自给自足型城市街区应该运行在一个具有互联网的分布式模式的能

源和水的网络上。

· 制造椅子的人既保留了椅子，又保留了椅子的制作方法。

· 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利用网络上的共享知识和当地的资

源生产出任何产品。

· 人类就是生物化学转换机。

4．社区

· 社区是城市的器官。

· 在城市结构中，社区是人们凭借工具进行活动的地域范围。

· 人们并不仅仅是在各自家中生活，人们的栖息地是一个多空间组成

的连续统一体，包括了公寓、楼宇、社区或城市，这样的栖息地才能够同

时满足个人和集体的基本需求。

IV 自给自足的城市 The Self-Sufficient City



· 我们可以建造一种不是传统结构的具备一定密度和功能多样化的城

市环境。

· 一群紧挨着的房子并不能组成社区。

5．公共空间

· 在城市世界里，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为公众所使用的公共

空间的基础设施的水平。

· 信息技术革命可以使城市通过重新规划提高运行的效率。

· 高密度的城市更加渴望和平相处。

· 城市总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

· 在信息化社会中，我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

· 在网络化社会中，我们可以同时打造高速的全球系统和低速的本地

系统。

· 文明若想实现自我超越，就得使用更少的能源，管理更多的信息。

· 为了使城市变得更加高效，我们需要提高对既有信息的分辨能力。

6．城市

· 城市是明智的能量。

· 城市如组织，有其自身的诀窍。

· 城市跟生物一样，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 每一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时钟，它展示了城市功能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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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存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是增加它。

· 每一个新的城市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经济模式（反之亦然）。

· 我们面对的是从产品经济到服务型经济的转变的时代。

·“一城一策”，城市的理念是其居住者理念的总和。

· 20世纪城市设计的特点之一，是城市工业区功能失调。

· 城市的改造应是重塑其地理中心。

·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世界里，是我们生老病死的地方。

· 19世纪的地球由帝国统治，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21世纪则是

属于城市的时代。

· 城市不再消费工业提供给它们的产品，共享标准能加速创新和工业

发展。

· 没有一个城市能在世界上孤芳自赏。

· 城市协议应该构架一套城市评估系统，并成为信息时代知识共享的

平台。

7．大都市

·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从未有现在这般充分，建造城市

的方式也从未如此接地气。

· 同一座城有许多不同的城市生物时钟。

· 为了城市的更加自然，需要减少公共空间中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

· 我们在靠近河流的平原地区进行了数十年的交通、物流和城市化的

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需要恢复城市化破坏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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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需要被设计成一个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封闭循环系统。

· 我们要把人类当作人来进行教育，并教授他们如何生产本地生活所

需的资源，如何与全世界分享人类、环境和地球积累的知识。

· 城市要转变吸收产品生产垃圾的模式，进出城市的只能是一样东西，

那就是信息，城市应在本地生产其所需的资源，从“产品进垃圾出”转变

为“数据进数据出”。

结语　从大城市到超级栖息地

· 大城市是不连续的大都市。

· 连接自给自足的城市改变世界治理层级，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大陆联

盟中的城邦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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