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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为推动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旨在通过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为市民创造更

加优质的生活环境。本文基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揭示了城市发展阶段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影响。初创城

市、升级城市、成熟城市和转型城市各采取不同策略：初创城市聚焦卫生知识普及和城市治理，以脱贫解困为

目标；升级城市注重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增强市民城市认同感；成熟城市强化健康意识教育，优化民生保障；

转型城市通过规划引导与人力资源开发，推动经济转型。结合不同阶段学习型城市具备的多元、全纳、公平、

可持续和包容等特点，文章提出以福祉为导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策略，旨在为全球城市规划者、教育专家及

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共同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全球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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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

通过学习型城市建设共享知识和资源，不仅能够提

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繁荣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如何根据城市

发展阶段有效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提高市民福祉

并实现城市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还有待探讨。本文

以提高社会福祉为导向，基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探讨全球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践和成效，分析不同

类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策略与路径，以期为未来城

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城市发展阶段理论与全球学习型
城市建设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的功能

和结构日趋复杂，关于城市类型和发展阶段的研究

应运而生。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是理解城市演变、

规划及其管理的重要框架，也为构建学习型城市提

供了多维度支持。

从横向维度观察，城市发展有明显的集聚效应。

早在 20世纪初期，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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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组合城市”（Conurbations）概念，描绘人口

组群发展（population-grouping）的特定形态，并基于

对纽约城市群发展的前瞻性预测，提出城市生命周

期理论。这一理论为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应对挑

战提供了指导。从纵向剖面看，城市发展存在周期。

城市生命周期理论一般将城市发展分为城市化、

郊区化和分散化（Elliott，1997）或城市化阶段、郊区

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Van den
Berg，et al.，1982）。我国研究者把城市群发展分为

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

熟发展阶段（陈群元等，2009）。整体看，城市空间

会经历增长、扩张、衰退和市中心再复兴的阶段更

迭（孙斌栋等，2023）。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都市圈通过

促进城市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不仅能增强区域竞

争力，还能推动文化的交流与共同进步。这对学习

型城市建设尤为关键。简•戈特曼（Gottmann，1961）
分都市群为孤立分散阶段（1870年前）、城市间弱

联系阶段（1870～ 1920年 ）、大都市带雏形阶段

（1920～1950年）和大都市带成熟阶段（1950年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进入以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不再仅仅依赖

资源的高效配置，越来越注重提升社会文化的内涵

与环境的长远保护。新的发展策略强调多元化和

可持续性，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兼顾生态平衡和

社会福祉。这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和机遇（李凯，2024）。研究者（Saito，2022）基于

日本仙台市的城市规划与扩张过程发现，现代城市

扩张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展，更是城市功能、社会

经济影响力的外延，核心城市的资源和功能向周边

地区辐射，城市从单一核心区发展转向多中心协同

发展，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

城市改变了资源的空间配置，城市集群中不同

类型城市优势互补，能扩展城市间的社会分工，使

产业要素在更大空间和更高层次上优化配置（周爵，

2008）。在集群内部，发达经济体城市在先进生产

服务业、科技创新和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占领先优

势，发挥着对外辐射引领的作用，使得全球城市网

络长期由新兴经济体城市主导（周振华，2023）。这

一理念迅速被学习型城市网络建设者所吸收，不仅

促进和发展了学习型城市概念，也促进了学习型城

市、学习型社会理念的全球扩散，加速了学习型城

市建设经验的全球传播（国卉男等，2022）。
为包容不同发展的阶段城市，集群建设是当前

全球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终身学习研究所（UIL，2024）把五个集群主题凝练

成四个：可持续发展、公民权和包容性（citizenship
and  inclusion）、健康和福祉 （health  and  well-being）
以及教育规划和监测（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mo-
nitoring）。这些集群利用以主题为重点的在线平

台，促进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GNLC）成员间知识、资源和实践的

交流。每个集群由两个协调城市领导，将对某主题

感兴趣的城市网络成员城市纳入其中。例如，可持

续发展集群的协调城市是德国汉堡和我国上海。

截至 2024年 9月，加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成员

城市有 356个。

由于所涉城市多，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

人口和社会背景差异大，  将全球学习型城市逐一

归类为某一发展阶段并不容易，本文以获得全球学

习型城市奖的 48个城市为例，管窥当前全球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基本发展样态（见表 1）。
由表 1可知，获奖国家遍及亚洲、非洲、欧洲、

北美洲等，有些地区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表现尤为突

出，如亚洲的中国和韩国，欧洲的埃及、爱尔兰和

英国等。这些城市作为区域代表，在本土引领学习

型城市发展，也参与全球学习型城市集群建设。基

于城市面临的困境和解决之道，结合城市发展阶段

理论，本文将获奖城市和部分特色明显的城市分为

雏形发育阶段的初创城市、快速发展亟待扩张的

升级城市、各方面相对完善的成熟城市和经历高

速发展后需适应新时代的转型城市（见图 1）。
 

表 1    学习型城市奖获奖国家的次数与类型

国家类型 获奖国家（获奖城市数量）

发展中国家
阿根廷（1）、埃塞俄比亚（1）、巴拉圭（1）、巴西（2）、菲律宾（1）、哥伦比亚（1）、几内亚（1）、喀麦隆（1）、卡塔尔（1）、墨西哥（3）、

尼日利亚（1）、沙特阿拉伯（1）、突尼斯（1）、乌克兰（1）、匈牙利（1）、印度尼西亚（1）、约旦（1）、中国（4）

发达国家
埃及（3）、爱尔兰（3）、澳大利亚（2）、丹麦（1）、德国（1）、法国（1）、芬兰（1）、韩国（4）、马来西亚（1）、葡萄牙（1）、

日本（1）、希腊（2）、英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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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48个城市的发展阶段呈中间大两

头小的特点，这和全球城市发展状况基本吻合（见

图 2）。各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

展问题，如初创城市需要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升级

城市面临城市能级提升和人口蓄留的双重压力。

但从“城市”这一概念的纵向发展看，几乎每个城

市都会经历从初创到转型的发展历程，始终不变的

是增进民生福祉。在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的框架

下，这些城市正试图以学习型城市建设为抓手，拉

动城市全面发展。 

二、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特点

提高人民福祉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价值目标。

为了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特点，本研究选择特

征明显的部分获奖城市和全球学习型城市进行

分析。 

（一）初创城市：关注卫生知识普及和城市治理，

致力于实现市民脱贫解困

1. 强调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健康和卫生是城市建设

的基石。非洲喀麦隆比科克市（Bikok）正面临着这

方面问题。2024年，该市提出改善参与式治理、儿

童和社区的福祉以及人口整体健康的建设目标。

比科克市森林广阔，提出教育儿童重新造林、提升

环境卫生的倡议，并增加城市的绿地数量。这些可

持续发展举措的目的是维护健康和环境，防治污染

和保护人民健康。在实践方面，比科克市通过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伙伴关系，构建儿童友好城市

的形式，来保护儿童权利，推动教育、健康与卫生领域采

取可持续的措施。同时，该市通过建设“清洁学校”

来教育和培训儿童和青年，使他们了解重新造林和

卫生对确保健康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UNESCO，

2024）。
2. 使用治理手段，帮助市民脱贫解困。国际社

 

初创城市 升级城市 成熟城市 转型城市

图 1    不同阶段“学习型城市奖”获奖城市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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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阶段“学习型城市奖”获奖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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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形成合力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不少发展中国家

以学习型城市建设为引擎，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加

大资金投入、优化服务供给等措施，为处境不利的

市民提供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和贫困。例如，2015年获得学习型城市奖的埃塞

俄比亚巴哈达尔市（Bahir Dar），重视政府的管理与

指导作用，通过整合资源推进共同建设。埃塞俄比

亚教育部组织的成人扫盲综合教育项目帮助青年

和成人提高读写和计算能力；高等教育机构为成人

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私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面向小

学生和大学生的培训和教育服务（Raúl et al., 2015）；
非政府组织在设计和提供成人教育、基础教育和

妇女赋权方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关注公平与普及，提高教育惠及面。教育的

公平和普及程度是衡量城市文明进步和社会和谐

的重要指标。该阶段的城市普遍使用治理手段分

配和监管教育资源。巴拉圭伊比圭市（Ybycuí）自
20世纪 70年代经济倒退以来，一直面临公民失业

难题。2014年，伊比圭着力构建学习型城市，提出

“伊比圭学习与发展”计划，设计了“政府日”活

动；为妇女提供性别平等教育；组织儿童、青少年

和成人阅读，开展扫盲教育（Raúl et al., 2015）。伊

比圭成为该国第一个学习型城市，也是首批获得学

习型城市奖的城市之一。 

（二）升级城市：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城市

认同感，实现城市能级提升

1. 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提高市民对城市的认

同感。能级提升对许多处于发展瓶颈期和现代化建

设前列的城市非常重要。通过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

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学习型城市能够不断

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增强其对城市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韩国面积小、人口不多，其学习型

城市建设不以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为单位，而以

常规理解中的“区县”为单位。除了首尔、釜山等

相对大型城市，该国有大量中等规模的“待发展”

城市。韩国光明市是首都首尔市的卫星城，扮演着

“郊外住宅区”的角色：许多市民住在光明市，工作

在首尔。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光明市带来人口繁荣，

但也限制了该市的发展和独立。20世纪末，由于没

有高等院校，光明市无法充分满足市民高涨的学习

需求，也无法帮助市民自我完善，许多居民在经济状

况有所提升后，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为实现城市的

持续、包容发展，满足市民的各类精神文化需求，营

造更环保且设施齐全的城市氛围，光明市提出将建

立终身学习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蒋亦璐，

2016）。光明市建立了“光明市终身学习中心”，后

更名为“光明市终身学习社区中心”，将光明市成

人教育机构连接成网络，开展面向所有居民的教育

项目。同时，和韩国其他城市类似，光明市建立了终

身学习委员会、终身学习部（在市政厅）、终身学习

研究所等组织。按照发展阶段，光明市有计划地制

定了学习型城市政策，将终身学习中心逐渐转化为

光明市社区大学，构建了终身学习型城市的国际模

型，为人才蓄留、城市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2. 构建学习型城市支持体系，提高城市服务能

级。与光明市类似，韩国南杨州市 （UNESCO，

2024）建立了“1—2—3”学习型城市体系，这些

数字指公民和终身学习设施之间的距离。“1”
指市民 10分钟内能步行到最近的社区学习空间，

该空间被称为“学习灯塔”，是整个学习型城市

体系的核心。学习灯塔不仅旨在促进学习，而且

通过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见面和分享想法的空间，

形成社区意识。“2”指居民 20分钟内可步行至

更大的社区中心，“3”指步行到图书馆的时间不

超过 30分钟。通过学习型城市建设，南杨州市着

力推动当地人才专业能力建设，并凭借这一创新

实践获得学习型城市奖。同时，南扬州市建立了

多类终身学习机构，如经理学院、社区学院、绿色

种植学院、CEO学院和传统茶礼仪教练学院等，

培养志愿者、市民讲师，提高企业家和农业领袖

的受教育水平。毕业生通过志愿服务和积极参与

城市课程回馈城市。南杨州市还建立了人力数据

库，600多人注册为公民讲师。在终身学习计划结

束后，南杨州市鼓励毕业生组成学习型小组并登

记备案，政府为这些团体提供持续支持，甚至为由

学习型小组孵化的社区创业团体提供启动资金。

目前，南杨州市注册有 180个学习型小组，40个已

孵化为企业（Raúl et al., 2015）。 

（三）成熟城市：强化健康意识教育，增进儿童

等人群的健康福祉

1. 应对青少年发展问题，促进健康与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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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墨西哥儿童肥胖率较高，

儿童健康意识薄弱。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墨西哥城

将建设学习型城市作为核心战略。该市通过调整

教育资源分配，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教

育资源；关注培育居民健康意识，将健康教育纳入

学校课程，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生活习惯；积极推

进教育福利政策，推进教育公平。这些努力取得了

良好成效。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开展的评

估表明，学习型城市实践已经对孩子的生活产生了

明显影响，参与该计划的儿童肥胖率明显下降，从

21.3%降至 17%，这对公民整体素质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市，墨西哥城正在为孩子

们创造健康、公平的成长环境（Raúl et al., 2015）。
2. 优化民生保障，聚焦市民身心健康。市民身

心健康是各国保障民生的重要工作，我国学习型城

市建设始终把保障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二十大报

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强调：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

人民健康促进策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习近平，

2022）。尤其是后疫情时代，面对各种健康和卫生

问题，各城市也着力解决疫情带来的各种次生问题。

获得 2022年学习型城市奖的上海，采用关注市民

身心健康与卫生知识的普及。例如，近年来上海市

民艺术夜校受到市民的好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且被上海市政府列为民办实事项目。该校为市民

提供丰富的健康和卫生常识课程，涉及合理饮食、

科学锻炼、疾病预防和日常保健等实用技巧（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2024），有效改善了市民生活方式。 

（四）转型城市：以规划为引导，深度开发人力

资源，推动经济转型

1.将学习型城市建设融入城市建设规划。大

多数转型城市经历长期的高速发展后，传统的工业

化生产方式已无法为城市建设提供新动能，城市面

临转型与发展问题。不少国家以学习型城市建设

为抓手促进城市的整体升级，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

建设热情。英国 1995年就建立了学习型城市网络，

连续多届均有城市获得学习型城市奖。英国从政

策高度明确教育是提高个人福祉和城市整体福祉

的关键因素。1998年 11月，英国发布绿皮书《学

习的时代》（The Learning Age），强调英国迫切需要

面向所有人建立终身学习体系（UK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1998）。2009年 3月，英

国发布成人非正式学习白皮书《学习的革命》（The
Learning Revolution），目的是将 21世纪的新观念带

入人们的生活，帮助成人学习，推进健康的娱乐、

市民自我价值的提升和社区发展。综上所述，英国

通过政策手段，将学习型城市建设融入城市和国家

的整体发展规划，以此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而以教育为着力

点，加速经济转型，推动城市经济向更高质量和更

高效益的阶段迈进。

2.以学习型城市为动力，深度挖掘人力资源存

量。学习型城市建设让更多市民享有优质的教育资

源和服务，同时通过提高市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素

质，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动力。爱尔兰贝尔法斯特（Belfas）市设立了

劳工市场伙伴关系（Labour Market Partnership，LMP）
项目，通过采用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改善就业水平和

劳动力市场条件，帮助更多就业者实现发展转型，找

到有助于自身发展的职业。在“体面工作和创业精

神”（decent work and entrepreneurship）计划中，围绕

维持和创造新的就业途径的目标，贝尔法斯特市

制定了支持学习的举措，鼓励充分利用城市的资

产和资源帮助市民获得体面的工作或开展创业

（UNESCO，2024），让市民充分享受学习型城市建设

带来的福祉，又通过市民的发展促进城市的进步。 

三、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福祉内涵
 

（一）体现多元，实现 UNESCO 对学习型城市

功能的要求

UNESCO（2023）将学习型城市定义为“增进

个人权利和扩大社会包容度，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

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认为学习型城市应

具备六方面的功能：有效调动各部门的资源，促进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振兴家庭和

社区的学习；促进工作场所学习；拓宽现代学习技

术的应用；提高学习质量和卓越表现；培养终身学

习文化。围绕这些功能，学习型城市建设应具有公

平与包容、合作与共享、可持续发展等特点。 

（二）体现全纳，保障个体权利，促进人的终身

发展

从定义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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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祉。正如杜威提出的，每个人都具有自主性和实

现人格平等与自由的机会，且自我是一个持续生长的

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具备学习的能力（洛克菲勒，

2010）；罗杰斯（2015）也提出“个人中心取向”的观

点，重视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体验

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市民可以获取新知识、新技能，

增强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实现个人价值

和提升经济地位。同时，学习还可以丰富市民的精神

生活，提升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增强市民的幸福感

和满足感。社会福祉强调人的尊严、平等和全面发

展，关注社会中的“所有人”，能够衡量个体的生活

满意度（Cummins et al.，2003），所有人都应得到社会

关注（肖开益，2016）。学习型城市概念的内涵表明，

要增强个人赋权和社会包容，有效调动各方资源，促

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纳学习，“全纳”涵盖

各种阶段、各种状况的人群，旨在保证每个人平等的

学习权利，并致力于通过学习促进每个人的发展。 

（三）体现公平，保障各阶段的学习

国际学习型城市致力于构建包容性学习环境，

让不同背景、文化和能力的居民都能平等地获得学

习机会。通过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尊重，增进城

市的社会和谐，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这也是

福祉理论强调的重要方面。在公平方面，罗纳德•德
沃金（Dworkin，2008）从福祉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
与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方面阐述了平等的

意义，认为福祉平等要求“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

资源，直到再也无法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更平等”，资

源平等则要求“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

再也无法使他们在总体资源份额上更加平等”。这

从社会福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社会应为不同的人

提供平等的自由和均等机会，并在保证平等分配权

利和义务的同时根据个体差别适当采取补偿措施

（谢影等，2023）。其中，教育和学习被广泛认为是提

高个人和社会福祉的关键因素。通过教育，人们能

提升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做出更好的选择，提高生

活质量。国际学习型城市都将完善和发展教育系统

作为提升居民福祉的重要途径，包括提供公平的教

育机会、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终身学习环境。 

（四）体现可持续，构筑全民终身学习文化，迈

向全球共同利益

国际学习型城市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改善。以福祉理论的视角看，环境的质量和可持续

性对居民的福祉至关重要。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24）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 4个目

标（SDG4）为“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

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强调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

福祉涉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涵盖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第 11个目标（SDG11）
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

城市和社区”。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全球学习型

城市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构筑全民终身学习

文化。在福祉理论的视角下，可持续学习不仅是个

体发展的需求，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习型城市建设从重视物质文化

需要转向凸显美好生活的需要（徐文文，2023），将
幸福生活与生活质量有效统一（李惠梅等，2013），
并将发展的可持续性视为社会福祉发展的重要属

性（黄甘霖等，2016）。学习型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实践载体，正通过构筑全民终身学习文化，

逐步迈向全球共同利益；通过终身学习文化的推广，

激发市民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提升市民的知识水

平和技能，进而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这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经济福祉，也能为社区的和谐

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

型城市之间以教育为载体，充分共享学习与建设经

验，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为促进经济、社会的

合作提供了机会。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城市正

以关涉未来世代发展的立场，通过推广环保理念、

发展绿色经济和鼓励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为居民创

造更加宜居、健康的环境，提升环境福祉。 

（五）体现包容，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体

现集群效益

面对复杂多样的国际形势，教育是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的有效手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途径，是面对世界大变局中层出不穷的挑战的关键

（怀进鹏，20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举办国际

学习型城市大会，传播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原则、建

设目标、建设维度及建设方案（苑大勇，等，2022）。
在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大框架下，面向更广范围的人

民福祉提升，学习型城市以教育为抓手形成了跨越

洲际的帮扶与合作。韩国光明市与第三世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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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布基纳法索（Bureukina Faso）签署了教育备

忘录，旨在推进后者居民的终身学习并支持青年的

发展。光明市通过分享终身学习理念、扫盲教育

的教学内容和教师培训项目协助该国，还为其提供

电脑等学习设备（蒋亦璐，2016）。除主动帮扶外，

城市之间也借助学习型城市大会开展交流与合作，

如 2013年伊比圭市到访北京参加首届学习型城市

大会，具身体验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成果，并由

此开启学习型城市建设，积极实施终身学习政策，

推进公民参与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

育开展终身学习。这些举措促进了公民的社会参

与，缓解了失业和城市贫困。通过资源的跨域共享，

学习型城市之间加强了交融合作。 

四、综合提升策略

基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福祉内涵，本研究从福

祉构建、福祉维护和福祉提升（李琰，2013）三个层

次探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路径。 

（一）福祉构建：精准匹配城市发展阶段，定制

学习型城市建设策略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不同类型和

发展阶段的城市面临独特的挑战与机遇。城市发

展阶段理论为理解城市演变、规划及管理提供了

框架。未来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应精准匹配城市发

展阶段，定制推进策略。初创城市应聚焦基础卫生

健康教育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引导和资

源整合，解决市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如普及卫生知

识、改善治理环境，帮助市民脱贫解困。升级城市

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注重提供文化服务和

增强城市认同感，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促进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成熟城市

应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强化健康意识教育，特别是

加强针对儿童等特定人群的健康福祉保障；关注民

生保障，提升市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转型城市应考

虑将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通过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推动城市的经济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 

（二）福祉维护：强化福祉导向，构建公平全纳

的终身学习体系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向未来世代的需求，

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从构建全面的教育生态系统入

手，确保市民获得平等且持续的学习机会；构建开

放、多元、包容的学习环境，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

系，使市民在任何生命阶段都能参与学习，不断更

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提高

社会福祉。学习型城市建设并非仅依靠教育力量

就可完成，其实质是当代的城市再也不能单纯依靠

土地拓展、人口集聚等来发展，而应建立在现代科

技和创新的轮子上。多方面协同行动，形成合力，

支持企业、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参与学习型城市

建设；以构建“技能型社会”为基础，形成多种类

型的学习型组织，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建设学习型社会，让人人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

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终身的配套服务，不仅能激活

人才发展的一池春水，让每个人都获得人生出彩的

机会，还能凝聚创新发展的蓬勃力量，以教育之强夯

实国家富强之基（吴丹，2024）。习近平总书记（2023）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促

进教育公平融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

环节，教育公平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它关乎每个市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是社会福

祉实现的基本前提。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城市需要

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教育机会，通过政策倾

斜和资源整合，确保他们能获得必要的教育资源。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期待也在发生

着变化，由以往对量的追求发展到对质和量的追求，

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张

慧，2024）。这就需要加大对低收入家庭和残障家庭

的扶助力度，加强对低技能人群的教育帮扶，满足老

年人等高需求群体的切实需求，发展高质量的终身

教育，让每个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获得出彩的

机会；理顺社区各组织间的关系，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体制；设立专门的社区应急管理机构，在

治理理念、机构功能和角色分工等方面细致规划和

整体部署，提升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为社会福祉提

供保障。 

（三）福祉提升：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培

养，提升综合福祉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世界强国

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

素。学习不仅是个人的需求，更是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重要动力源。学习型城市建设应高度重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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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创新意识，通过举办各类创新竞赛、创业培

训等，激发市民的创新意识和潜能，提升其创新素

养和能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不断

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帮助市民持续更新知识技能，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密切关注城市转变，

不断优化城市规划和发展策略，推动城市间的协同

与融合，共同迈向更加可持续、包容和高质量的未

来；在集群发展的前提下，推动城市间的区域合作

与知识共享，更好地发挥学习型城市群的作用，实

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拉帮带”。例如，我国可基

于“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等城市群，构

筑本土化的学习型城市集群，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快

速流通，加速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型城

市的建设正步入前所未有的加速期。不同发展阶

段的城市都以提升居民福祉为核心驱动力，积极探

索和实践学习型城市的构建路径。学习型城市的

深化发展，不仅是当前社会福祉提升的关键举措，

更是对未来世代福祉的长远投资。在全球化和信

息化交织的复杂环境中，教育资源应更加精准地配

置至每个个体，学习型城市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

文化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规划者、

教育专家及政策制定者需紧密协作，充分利用科技

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创新学习型城市的构建模式，

拓宽学习渠道，以智慧、包容、开放和活力的姿态，

共筑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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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Guided by Improving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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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societal advancement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ities, pivotal vessel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facing  unparalleled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ies,
serving as  vital  engines  for  fostering  holistic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cultivate  a  superio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ir inhabitants by champion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anchored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stage, elucidating  the
attributes of various city typ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their ramific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cities. Distinct strategies have been embraced by startup cities, upgraded cities, mature cities,
and  transitional  cities  in  their  pursuit  of  becoming  a  learning  city.  Startup  cities  prioritize  the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urban  governance,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central
objective. Upgrading cities emphasizes providing diverse cultural services and bolstering citizens' sense
of  urban  belonging.  Mature  cities  should  reinforce  health  awareness  education  and  enhanc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Transitional  cities  facilita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trategic  planning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Drawing  on  the  multifaceted, inclusive, equitable, sustainable, and
integrative  features  of  learning  ci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this  study  advocates  for  a  welfare-oriented
approach  to  learning  city  construction.  The  aim is  to  offer  insight  and  inspiration  to  urban  planners,
educational  experts, and  policymakers  worldwide,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ies and attaining shared global interests.

Key words: city development stage；learning oriented city；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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