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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传统西方文化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共同影响
,

中国都市计划理念增添了近代西方城建的 内

容
,

从现代主义规划原则
、 “

倡导性规划
”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规划界对规划的后现代主义及
“

联络性规

划
”

的探讨
,

构划 出近 50 年来都市计划理论 自身的演变
,

这个演变充满 了复杂性和矛盾性
。

因此
,

关注中

国都市计划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

逐渐确立起有中国现时代特色的且能和 国际接轨的现代规划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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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
,

不同的科学设计思想和不同的实

施手法
,

造就了今天人类形形色色
、

风格殊异的

空间文明
。

一个有计划建设起来的城市
,

犹如一

部有序构造而良性运转的大机器 ; 而当一个城市

有计划地持续发展时
,

它便带动了
、

体现了一个

区域的文明进程
。

本文不仅要带读者一起去追溯

中外都市计划的源头
,

还将向读者展示近百年来

都市计划成长
、

成熟以致流派呈现的轨迹
。

一
、

近代中国都市计划的演变与分化

近代中国都市计划的转型
,

是从 1 9 世纪中

叶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
。

受传统西方文化与近代

工业革命的共同影响
,

中国都市计划理念增添 了

近代西方城建的内容
,

使城市建设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都市生态环境的开放化和新城市空间概

念的呈现
。

所谓城市开放空 间是由园林
、

公共绿

地
、

市民广场等组成的城市自由活动区
。

它的出

现完全是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
。

首先
,

它为城

市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

城市是人类和 自

身为生存而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

建立起来的高

度人工化的环境
,

可以说是一个人工形成的动态

系统
。

从理论上讲
,

城市越发展
,

人工化的程度

就越高
,

人们的满意度及舒适感就会越强
,

但城

市的发展历程靓显现出相反的事实
。

由于传统的
规划往往只重

巍
市经济的发展

,

而忽略社会生

活的需要
,

因此大大减少了城市的吸引力与集聚

效益
。

近代都市计划为城市居民创造了享有物质

与精神生活的社会环境
,

因而
,

为城市居民创造

了良好的生态空间
。

西方城市中保存有古希腊与

古罗马的文化精神
,

城市拥有众多的广场
、

绿地

等开放的公共空间 ; 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整体结



构的完整性与社会结构的层次性
,

使得中国城市

中缺乏开放的空间
。

方形
、

轴线
、

对称的平面布

局建立了简洁严格的社会秩序
,

以王宫为主体
,

意味着王权的尊严 ; 以家庭为本
,

意味着结构的

稳定
。

在垂直隶属的社会结构中
,

城市居民除了

住宅以外仅在城里共同拥有
“

一夫
”

之地的商业

空间
,

却无西方城市中人们能够自由
、

充分表达

意志的那种开放空间
。

在废除封建专制的斗争

中
,

人们对西方民主的向往空前热烈
。

南京作为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家的首都
,

为改

变体现封建等级的城市结构
,

接纳体现西方民主

精神的城市布局
,

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

以期为

居民创造 良好的心态空间
,

充分享受民主 自由的

气息
。

具体措施有
:
一是把原象征着权势与地

位
,

并且不对外开放的贵族花 园
—

园林
,

辟为

开放空 间
,

任人参观
、

休憩
,

如玄武湖
、

瞻园

等 ; 二 是建立 一批新的开放空 间
,

如公园
、

广

场
。

2
.

城市道路系统的转型导致了传统城市形

态和发展模式的更新
。

城市交通手段和设施的变

革
,

特别是交通布局 的合理化
,

直接影响到城市

形态的形成与城市的发展
。

道路系统是城市的骨

架
,

在城市布局结构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中国

历史上道路布局是以体现威严与表现美观为主

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市规划已由追求外

表的威严与形式的美观转为追求便捷的实质效

果
,

这其中交通工具的改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

传统城市的美观转为追求便捷的实质效果
,

这其中交通工具的改进起到 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

传统城市中
,

人行
、

畜力是城市交通的 主要方

式
,

导致城市街道狭窄 ; 追求传统美观的意境
,

又使城市道路曲曲折折 ; 强调皇权
,

又使道路系

统成为以御道为中轴的对称型棋盘式的布局
,

民

国以前的南京城市道路布局多为这种结构
。

随着

机动交通工具的出现
,

中心环状放射型的道路系

统产生了
,

这极大地适应 了城市生活节奏和提高

后人们快速出行的需要
。

南京 自 1929 年迎灵大

道建成后
,

西方的这种道路形式就在山西路
、

鼓

楼
、

新街 口
、

大行宫等处相继出现
,

大大改变了

南京城的结构布局
.〕

西方城市道路的规划观念
,

使得近代中国大

城市的内外交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从而使城市

的内涵与外延均 出现了与以往不 同的新内容
,

特

别是对外交通的发展
,

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中封

闭性的特征
,

形成了一种积极与外界联系的新型

城市形态
。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市规划强调保

密性与防守性的概念
,

形成了交通越发达
、

城市

越发展的崭新的都市计划理念
。

3
.

现代景观系统的萌发
,

改变了传统城市
“

平面式
”

的建筑布局
。

中国旧式都市景观是讲

究整齐而灵活的
“

水平式
”

建筑布局
。

城市建筑

的布局形式大致有两种
:
一是整齐对称型

,

二是

曲折变化型
。

前者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

线
,

线上布置主要建筑
,

两边布置陪衬建筑
。

这

种布局主次分明
,

左右对称
,

对衬托主要建筑的

雄伟恢宏之势
,

庄严肃穆之气
,

多用于皇宫
、

坛

庙
、

陵寝等
,

以体现礼敬完善
、

等级森严的传

统
,

这是中国文化之本
。

后者则与之相反
,

不用

整齐划一
,

只求布置相当
,

其特点是因地制宜
,

追求意境
,

讲究步换景移
,

多为园林
、

民居等
。

这两类建筑均是平铺直叙的
,

虽有高大宏伟之

象
、

峰回路转之意
,

但绝无高层建筑之言
。

高层

建筑的出现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

技术的发展为其

出现提供了条件
,

钢筋混凝土
、

电梯
、

电灯 的使

用使得城市的空间结构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

改

变了传统城市
“

水平式
”

的发展模式
,

出现了向

高空发展的
“

立体式
”

模式
。

代表人物法国著名

建筑师勒
·

可比西耶 (Le C o th us ie r
) 就说过

:
高

层建筑
、

低密度
、

大片绿地和高效的系统
,

可以

大大改善城市的生活环境
。 » 这种建筑形式很快在

西方流行
,

并于 19 世纪传人中国
,

国内一些先

开放地区的大中城市建设就逐步由此转向近代化

的景观特征
。

19 世纪中后期
,

是西方都市计划理念
、

城市

规划科学
、

手段 移植到中国的渗透和融人阶段
。

20 世纪上半叶则是中国都市计划的历史突变和裂

变时期
,

它由一系列重大变革所组成
: 一是由于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城市的发展取向

发生了分化
,

出现 了由帝国主义列强主持规划并

参与建设的租界型城市
,

如香港
、

澳门等
,

它们



的现代景观系统 留有 明显的欧陆风情
。

二是 20

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开始研制的 《首都

计划》
,

该计划 涉及范围很广
,

包括人 口 预测
、

功能分区
、

交通计划
、

市政工程及城市管理等 27

项条例和 59 幅附图
。¼历史上的第一部都市计划

成文法规
,

是中国都市计划早期规范化
、

体系化

和科学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

三是城市系统规划理

念的形成
。

1945 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最先

提出了城市系统规划
,

以适应 国家建设需要
。

当

时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两个月
,

他以

为国家即可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

踏上工业化大

道
,

每个市镇都到了蓬勃生长期
,

所以就在 《大

公报》上发表文章
“

市镇的体系秩序
” ,

提出要
“

预先计划
,

善于辅导
,

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

组织体
,

—
否则一旦错误

,

百年难改
,

居 民将

受其害无穷
” 。 ½ 但是

,

随后全国进人了全面 内战

时期
,

上述愿望未能实现
。

作为 20 世纪前期都市计划变迁的产物
,

我

国出现了与古典主义发展理念完全不同的近代城

市类型 ; 主要有以下四种
:

一是租界大城市
。

根据帝国主义占领方式的

不同
,

有三种类型
,

一类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

同占领
,

城市中有多国的租界
,

由于各国各 自为

政
,

各行其事
,

造成城市布局的不合理
,

交通不

畅
,

城市面貌混乱
,

如上海
、

天津等 ; 一类是由

一个国家独占的
,

占领时间较长
,

一般租约 99

年
,

因此都作了城市规划
,

并按规划建设
,

如英

国占领的香港和葡萄牙占领的澳门等等 ; 一类是

先后由几个国家占领的
,

并都按照规划进行建设

的
,

如大连
、

哈尔滨
,

先是俄国占领
,

而后是 日

本
。

二是交通发展及新兴工业发展而出现的新城

市
。

近代铁路的修筑
,

在枢纽要道或是铁路
、

河

流交汇处出现了一些新城市
,

如陇海路与京广路

交会处的郑州
、

京浦线和淮河交点的蚌埠等都是

由于铁路枢纽而兴起的
,

以及因矿业而发展起来

的有唐山
、

焦作
、

萍乡等
。

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经

营的新城市
。

南通市是近代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发

展起来的
。

城市中的工商业是 由与封建统治有密

切关系的资本家张誊独立经营的
。

城市有一定的

规划和建设的意图
,

在建筑面貌上也较完整统

一
。

整个城市成集团式布局
,

工业 区
、

港 口区
、

生活区成三足鼎立并有合适距离
,

旧城南面开辟

新区
,

不破坏旧城格局
,

利用城壕水面造成良好

的城市风貌
,

南通的建设成就赢得了巴拿马世界

博览会的大奖
。

四是台湾地区的城市发展道路
。

由于政权管理体系变更的特殊性
,

台湾地 区的都

市计划走出 了与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不 同的道

路
。 1945 年台湾光复

,

由于 1939 年颁布的都市

计划法过于简略
,

未能符合台湾光复后 的发展现

状
。 1964 年首次修订公布

“

都市计划法
” ,

明文

规定都市计划种类包括
:
市镇计划

、

乡街计划
、

特定区计划及区域计划
,

即增列区域计划为都市

计划之一种
。 1973 年为有效管制非都市土地发

展
,

第二次修订公布施行都市计划
,

将区域计划

分离
,

并成为都市计划的上位指导计划
,

使都市

计划法成为市地发展和土地使用规划管制的专责

法令
。

19 7 9 年为减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

调和各

种发展用地的冲突
,

以及各项空间建设的合理安

排等目的
,

乃制定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计划为土地

使用规范与管制的最高指导计划
,

以及一个目标

性
、

政策性的长远发展计划
。 19 8 7 年基于实际需

要与健全县市地方政府制度
,

当局颁布县市综合

发展计划实施要点
,

作为县 (市 ) 政府研拟县市

综合发展计划的依据
,

来综合县 ( 市 ) 辖区内都

市及非都市土地的发展政策
,

并为县市研制中程

计划的基础
。¾

二
、

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城市规划

建国以来的 5 0 多年
,

是我国都市计划发生

重大转折
,

历经多次曲折而终于走向现代化
、

制

度化和特色化的重要时期
。

这时期的中国城市发

展和计划研制受政治经济的变革影响最为突出
,

它的几个重要变革阶段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

完全同步
。

1
.

20 世纪 50 年代的
“

行政性照搬型
”

规划

模式

新中国成立 后
,

城市规划得到了重视和发

展
。

19 53 年 3 月
,

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成立了

规划处
,

聘请一些苏联专家对一批重要城市进行

规划
。

因而 50 年代的城市规划工作基本上是在



苏联专家指导下全面开展起来的
。

当时对城市规

划的定义是
“

国民经济计划 的继续和具体化
” 。

所谓
“

国民经济计划
” ,

实际上 主要 是苏联援助

中国的 巧6 个重点工业建设项 目
。

这些重点工业

建设项 目安置在哪里
,

那里就编制城市规划方案

以适应城市的大发展
。

一般说来
,

各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都能在 3

年左右的时间内建成投产
,

职工的生活设施也有

基本保证
。

然而
,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

城市发展

的动力主要是外来的工业建设项 目
,

对城市 自身

存在的内在发展动力没有认识
。

没有外来工业建

设项目的城市
,

一般都没有编制城市规划方案
。

正在编制的城市规划方案
,

往往只考虑重点工业

建设项 目给城市带来的相应发展
,

却没有考虑城

市自身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

由于当时 国际政治格

局和美国的封锁
,

加上 自已不愿意学习资本主义

的城市规划
,

所 以
,

对 西方城市规划理 念
、

方

法
、

技术知之甚少
。

这时期城市规划
,

由于照搬

苏联模式
,

难免有不符合国情的地方
,

形成了计

划的
、

行政的
、

福利的
、

集中的
、

工业型的城市

规划模式
。

2
.

19 5 8 一 19 7 6 年间城市规划的无政府状态

1 95 8 年开始的
“

大跃进
”

和 19 66 年开始 的
“

文化大革命
” ,

前后断断续续近 20 年的工作失

误
,

使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政

府状态
。

1958 年
“

大跃进
”

开始
,

城市规划也纳

人了
“

大跃进
” ,

规划部 门到工业区现场规划
,

“

快速规划
”

使城市规划走歧途
。

19 60 年 国家宣

布
“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 ,

1966 一1 976 年的
“

文

化大革命
” ,

城市规划被列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

谁搞城市规划就批判谁
,

谁搞规划就是修正主

义
。

因此
,

从 19 60 年到 19 76 年只有攀枝花和唐

山两个城市制定 了都市规划
。

前者 由于发现 了优

质铁矿
,

后者由于地震
。

然而在另一层面上
,

有

学者注意到
“

这一段起伏动荡的历史世界上也很

罕见
,

它为我们认识城市内在力量运动的规律提

供了难得机会
。

现在 已经有可能冷静地 回顾当年

的所作所为
,

寻觅事物发展的轨迹
。

然而
,

至今

人们只注意到这段 历史在总 体上违背了客观规

律
,

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破坏
,

却很少注意那些在

无政府状态下 自发发挥作用的某些客观规律的有

益表现
,

而这些规律很有可能被用来作为推进今

后城镇发展的动力
” 。 ¿

3
.

19 7 9 年之后的城市规划全面复兴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
,

全国各地国土开发

和整治规划正在逐步开展
,

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在

不断加强
,

随着城乡经济普遍繁荣
,

我国城镇化

发展速度正在加快
。

在新的形势下
,

城市在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

同时
,

专业联合和现代化生产
,

交通和通讯工具

的发展
,

又使城市与地区
、

城市与城市 ( 镇 ) 之

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密切
。

因此城市 (镇 ) 体系

研究在我国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

城市

规划界
、

地理学界
、

经济学界
,

以及许多有关的

实际工作部门都对城市规划和设计进行了大量工

作
。

19 8 0 年国家建委颁发了 《城市规划审批暂行

办法》和 《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
,

19 84

年国务院颁布了 《城市规划条例》
,

规定了北京

等 38 个重点城市的规划需报国务院批准
。

19 89

年 12 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城市规划法》
,

这是建国以来城市领域第一

部国家法律
,

它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进入了一个

新的法制化
、

科学化阶段
。

随后北京
、

上海
、

广

州
、

深圳等一些城市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

城市规划条例和法规
。

与此同时开展 了全国性
、

区域性规划研究
,

完成了 《200 0 年全国城镇布局

发展战略要点》
、

《京
、

津
、

唐地区国土规划城市

课题研究》
、

《上海经济区城镇布局规划纲要》
、

《长江沿江地区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
,

深圳
、

北

京等几十个大城市进行了分区规划
,

绝大多数城

市开展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

60 多个城市搞

了市域规划
,

300 多个县做了县域规划
,

几十个

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

这时

期国家召开 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出台了重要 的城

市规划文献
,

对中国未来的城市现代化发展都将

产生重大的影响
。

总结近百年来国际都市计划理论的发展和演

变
,

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发展趋势是值得我们重视

的
:

一是规划的领域从以建筑规划为主
,

发展到



多学科参与规划及研究工作
,

更准确地说
,

近代

城市规划学本身就是多学科发展的结果
。

1 929 年

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 (G
.

B a

rge ss ) 就是从社会经

济观点提出城市发展模式的
。

其它如城市地理

学
、

生态学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很早
,

只不过近二

三十年来
,

这种多学科发展的趋向更活跃了
。

二

是在规划工作的方法论上也有所发展
。

例如
,

盖

迪斯早期提出的
“

综合规划
” ,

强调
“

调查
、

现

状
、

规划
、

实践
”

等规划 程序
,

现在无论是微

观
、

中观和宏观
,

在方法上都有相当大的发展
。

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通讯技术的进步
,

国

家地区之间的交流密切
,

资料传递方法的进步
,

宏观的研究更显得重要
,

并具备了新的条件
,

城

市规划一区域规划一国家规划均要作 出综合研

究
。

希腊有个学派 (E Ki st ic s
) 甚至提出洲 际规

划问题 (事实上 《欧洲地质环境的规划建设》一

书已问世 )
,

规划 的制订强调
“

自上而 下
”

与
“

自下而上
”

相结合
。

过去我们长期把规划作为
“

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
” ,

下面总是等上面
,

实际

上中央和地方都应有总体计划
。

三是规划工作由

定性逐步走向定量
。

过去规划工作依据的指数数

据是很有限的
,

由于统计学的进步
,

随着电子计

算机与数学方法的运用
,

数据库的建立
,

并逐步

建立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
,

这样就为科学预测提

供了更确切的依据
。

四是现代都市计划还有一个

重要观点
,

就是更明确地认识到它是一个动态体

系
,

城市是逐步发展的
。

过去对此并非不理解
,

但是过去的城市发展比较缓慢
,

因此一个时期内

似乎仍然是
“

静态的
” 。

现在由于人 口增长
,

生

产力的发展
,

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了
,

城市作为一

个动态体系
,

就越来越被人认识了
。

城市建设与

房屋建筑和工业建设不同
,

后者即使建设规模很

大
,

像葛州坝那样的大工程
,

三年五年
,

十年或

更长时间就成功了
,

但是城市是永远不会完成

的
,

都市计划不是规划一次就万事大吉了
,

一个

都市计划图不能看作最终完成的蓝图
,

而是要连

续不断地进行规划
。

当然发展还是有阶段性的
,

过去只讲规划
,

很少反馈
,

规划 的东西究竟实践

效果如何
,

缺乏研究
。

五是
“

市民参与
”

规划与

设计
。

这个观点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
,

国

外相当系统地发展 了社会调查 的科学方法
,

如何

直接分析
、

直接观察
、

模拟方法
、 “

中性观察
” 、

参与观察和 自我观察等等
。

相 比之下
,

我们对市

民参与都市计划和设计
,

认识和重视都很不够
。

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在历经曲折
、

长期艰苦

探索的基础
,

在 20 世纪末开始走向成熟
,

并已

逐渐确立起有中国现时代特色的且能和国际接轨

的现代规划理念
。

19 97 年由同济大学几名学者发

起的
“

21 世纪城市规划师宣言
”

活动
,

既是中

国城市学者研究城市
、

建设城市的最新理论结

晶
,

又代表了新世纪中国都市计划运动的一种前

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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