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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开展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 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共识 ，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 不断完善 ，
大数据为城市规划评估

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技术手段 ，
能够更加准确地监测并评估城市各类要素 ， 深刻 了 解城市要素间 的作用 ， 评估城市可持续

发展能力 。 本文基 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研究 ， 重点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的相关 内容 ， 分析 ２００６ 版城市总体规划 实

施情况和城市发展的 实践 ， 针对天津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 ，
客观分析城市现状发展情况 ，

结合未来发展趋势 ，
提 出 关于城

市发展和总规编制的一些具体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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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引言

实施评估的内涵是对已付诸于实施的规划 ， 在实

施
一段时间后 ， 通过对实施效果与实施环境进行监测 ，

对比实施结果与规划 目标 ， 从而对规划形成结果的作

用和影响进行的评价 。 总规实施评估的本质是公共政

策实施过程中的评估 ， 是总规成为公共政策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 是总规各项政策实施过程中反馈政策

实施信息 、 评价政策实施绩效、 指导政策适度调试的

关键环节。 同时 ， 总规实施评估也是 《城乡规划法 》

赋予城市政府的法定职责 ， 开展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

估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共ｉ只。

２
． 总规实施的主要方法与城市实践

总规实施评估的方法可以分为定性、 定量以及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三类 。 我国早期的总规实施评估主要

采用定性的方法 。 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 ， 但定

性分析对事物的认知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 定性的方法

在总规实施评估中运用的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 ， 而在

于评估主体的选择 。 我国以往的总规实施评估主要由

规划编制单位和专家进行 ， 仅对实施评估的结果组织

象征性的公示 ， 忽视了公众的意见 。 近年来 ， 以指标

体系为代表的定量评估方法以及基于 ＧＩＳ 、 遥感等手

段的空间分析技术逐渐得到广泛应用 。 未来 ， 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是我国总规实施评估＾法的发展

方向 。随着我国城市空间信息数据库建设的 日臻完善 ，

评估数据的采集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 定量评估工作

的开展将会逐步铺开 ，
而对于诸如城市发展政策 、 规

划委员会制度 、 信息公开制度等决策制度的评估仍将

以定性的方法为主 。

在城市实践的理论方面 ， 我国规划实施评估实践

开展得较早的城市有深圳 、 广州等。 ２００１ 年 ， 深圳

市政府组织编写了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

策 》 ，
对％版总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 。 ２００３ 年 ，

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
“

广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

划实施研讨会
”

，
对战略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

２００４ 年 ， 广州市政府又编写了 《广州市城市总体发

展的回顾与展望 》 ， 对总规的实施状态进行了评估 。

２０ １７
，
北京市结合党中央 、 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 要求 ，
开展编制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

度实施评估框架研究 》 ，
从综合体现 、 年度评估以及

评估机制等方面确定了相关要求 。

３ ． 天津总规实施评估的思路与框架

依据 《城乡规划法 》 和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办法 》 ，
天津总规评估的工作思路是在系统总结实施

成效 ， 梳理发展条件 ，
全面 比对现状发展情况和规划

阶段 目标吻合度 ， 发现规划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 ，
研

究实施偏差原因的基础上 ， 针对 ２００６ 版总体规划实

施后出现的新形势 、 新要求和新问题 ，
重点研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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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村庄总体定位

经济对天津城市建设 、 规划实施的影响 以及区域环境

变迁对城市发展的诉求 ，
最后总结问题并提出相关建

议 。

同时 ， 由 于考虑到城市建设与规划实施都是动态

过程
，
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故不能单纯地以阶

段指标落实情况来评估规划的实施程度 ， 而应通过城

市发展历程与规划蓝图设计的对比 ， 找出现状城市建

设与规划 目标差异的根源 ，
从而判断规划是否需要调

整 。 因此 ， 天津总规实施评估构建了
“

总规年度执行

情况报告 ＋ 总规实施评估
”

共同构成的评估体系 ，

其中对于总规实施评估形成基于城市定位指标体系的
“

三个时间维度 、 四个空间层次 、 多个专题
”

的技术

框架 。

首先 ， 根据总规发展要求 ，
对每年总规的执行情

况进行跟踪研究 ， 从经济社会 、 城市规模 、 城市大事

件 、 重大产业项 目 落地 、 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政策

法规等的颁布以及年度各类规划编制等方面分析总体

规划的年度实施效果 ， 实现年度数据的整合和分析 ，

为总规实施评估奠定数据基础 。

其次
， 根据已明确的城市定位指标体系 ， 按照

“

过

去 、 现在和未来
”

三个阶段对总体规划实施进行全面

评估 。

“

过去
”

重点评估规划的实施成效 ， 社会经济 、

决策机制与相关政策对规划实施的影响以及各类规划

编制对总体规划的落实 。

“

现在
”

着重对城市发展战

略与方向的定性评估和城市发展情况的定量评估，未

来
”

则从区域发展环境和城市内生格局变迁等方面进

行分析 ， 判断城市未来发展趋势 。

再次 ， 在空间维度上 ， 从市域 、 中心城区 、 滨海

新区 、
外围区县四个空间层次对城市发展方向 和空问

布局 、 阶段 目 标实施情况 、 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 、 决

策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 相关政策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 以及各类规划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 通过多部

门互动 ， 掌握大量
一

手基础数据 ，
运用 Ｇ ＩＳ 技术与遥

感影像空间 分析 ， 建立城市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 。

采用以定量分析为主结合定性分析的方法 ，
增强评估

的科学性 。

最后
， 针对天津市面临的新形势 、 新问题等开展

专题研究 。

４
． 天津总规实施评估主要结论和思考

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涉及城市发展 目标 、 空间 、 规

模 、 用地、 产业 、 居住 、 环境 、 交通和市政等诸多方

面
， 本次工作遵循

“

聚焦重点
”

的原则 ， 基于客观分

析 ， 得出五方面的主要结论 ，
这也是未来城市发展需

要关注的重点方面 。

４ ． １ 城市发展与总规提出 的总体定位仍然存在
一定差

距

０６ 版本天津市总规明确提出 了 天津将打造北方

经济中心 、 国际港 口城市 、 生态宜居城市的总体定位 。

通过对定位进行细化分解 ， 本次实施评估建立了
一套

系统的定位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 将城市发展情

况进行定量分析 ， 找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根据指

标体系 的整体测算 ，

２０ １ ４ 年天津市城市定位总体实

现情况为 ５８％
，
在综合实力 、 服务中心 、 港 口城市等

细分指标方面实现水平较低 ，
按现有发展速度 ， 难以

达到预期水平 。

与 ０６ 版定位相 比 ， 城市实力逐年增强 ， 但北方

经济中心作用并不明显 。 特别是区域辐射能力有限 ，

通过对福射范围能力计算 ，
区域辐射能力弱 ， 仅为北

京 ５０％
， 并且区域辐射范围小 ， 仅为冀北 、 山东 、 陕

西等部分地区 ， 并未发挥区域生产组织中心作用 ， 与

北方经济中心定位有较大差距 。

４ ． ２ 总规确定城市整体空间格局基本形成

城市空间布局是支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重要载

体 。 按照总体规划要求 ，
天津加快推进市域

“
一

轴两

带
”

的空间布局 ，
逐步形成 了与北京 、 河北省联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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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天津城市定位指标体 系 实现情况



２０ １８ 城市发展与规划论文集

表 １ 华北、 华东地区中心城市区域辐射能力对比

撒示 ：
）瞭 天津 济南 青岛 太原 概 合肥 南京 上海

呼和

雜
银川 沈阳 大连 长春 哈汛滨

经济综合

实力辐射力
０ ． １６ ５ ０ ． １４４ ０ ． ０４ ５ ０ ．０７ ４ ０ ． ０ １ ８ ０ ． ０８０ ０ ． ０４６ ０ ． ０９ ５ ０ ． １６ ７ ０ ．０ ３ ９ ０．０４６ ０ ． ０１ ８ ０ ．０ ８ ８ ０ ． １ １４ ０ ． ０ ３ ３ ０ ．０２ ６

产业辐射力 ０ ． ２ ３０ ０ ． ０１ ８ ０ ． ０ ５ ３ ０ ．０２ ７ ０ ．０４ ４ ０ ． ０２ ７ ０ ． ０ ００ ０ ． ０４４ ０ ．０ ６ ２ ０ ． ０４４ ０．０８ ０ ０ ． ００９ ０ ．０ １ ８ ０ ．０ ０ ９ ０ ． ００９ ０ ． ０ ５ ３

ｉｋｌｋ辐射力 ０ ． ０６９ ０ ． ０９１ ０ ． ０２ ３ ０ ． ０６ １ ０ ．０２ ８ ０ ． ０６４ ０ ． ０２ ０ ０ ． ０６２ ０ ． ２ ０ ０ ０ ．００ ９ ０．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 ９ ０ ． ０２ ３ ０ ． ０１ ５

开放辐射力 ０ ． ０ ５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８ ０ ． ０２ ２ ０ ．００ ３ ０ ． ０２ ２ ０ ． ００９ ０ ． ０２ １ ０ ．０ ９８ ０ ．０１ ２ ０．０ １６ 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７ ０ ．０ ５ １ ０ ． ００ ４ ０ ．００ ５

科技辐射力 ０ ． ０７ ９ ０ ． ０ ３３ ０ ． ００７ ０ ． ０ １ ３ ０ ．０２ １ ０ ． ００９ ０ ． ０３ １ ０ ． ０２ １ ０ ． ０ ９０ ０ ．０ ０２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 １ ７ ０ ．

０ ３ ２ 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１ ８

基础设施

辐射力
０ ． ０７４ ０ ． ０ ３８ ０ ． ０１ ０ ０． ０ １４ ０ ．００ ８ ０ ． ０２ ５ ０ ． ０１４ ０． ０２ ８ ０ ．０ ７６ ０ ．０２ １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 ０ １ ６ ０ ． ０ １ ６ ０．００ ５ ０ ． ００ ５

人力资源

辐射力
０ ． ０ ５２ ０ ． ０２ ４ ０ ．０２ ３ ０ ． ０ １ １ ０ ．０１ １ ０ ． ０ ３３ ０ ． ０１ ４ ０ ． ０２ ５ ０ ． ０ ３９ ０ ．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 ４ ０ ． ０ １ ０ ０ ． ０ １２ ０ ． ０１ ７

甜 ０ ． ７２ ６ ０ ． ４ １３ ０ ．１ ６８ ０．２ ２ １ ０ ．１ ３ ３ ０ ． ２ ６０ ０ ． １ ３４ ０． ２９６ ０ ．７ ３２ ０ ．１ ５ １ ０ ． １４９ ０ ． ０３ ３ ０ ．２ ２ ６ ０ ． ２ ８ ０ ０ ． ０８ ７ ０ ． １ ４０

展的格局 。 其中
“
一

轴
”

空间发展基本实现。 随着京

滨发展主轴上大项 目频繁落户 ， 使武清新城 、 滨海新

区核心区的用地规模实现 ３０％ 的增长 ，

“

武清新城一

中心城区一滨海新区核心区
”

三个主要节点空间用地

增长超过总规预期 。 同时 ，

“

两带
”

上空间极核正在

加速形成 ， 东部城镇带用地规模增长 ４０％
，
人 口规模

增长 ４０％
； 西部城镇带用地规模增长 ３０％

， 人 口规

模增长 ２５％。

与此同时 ， 天津城市空间结构在不同空间层次出

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一是中心城区和环城地区

已呈连绵发展态势 ， 近年来 中心城区周边地区成为房

地产开发的热土 ，
加之 多轮保障性住房基地选址在该

地区 ， 大量新增居住用地在此集聚 ，
直接导致中心城

和周边地区建设用地的连绵发展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３ 年主城

区共新增建设用地约 ７０ 平方公里 ， 其中分布在环城

四区 ６０ 平方公里。 同时 ， 部分新增建设用地位于总

规增长边界范围外 ， 中心城区楔形绿地和津滨之间的

生态绿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 占 。

此外 ，
从中心城区内部功能发展看 ， 随着城市服

务业设施的不断建设 ， 整个城市发展重心开始 由沿海

河地区向城市南部区域逐步转移 ， 随着居住设施的建

设以 及相关配套 设施服务的完善 ，
城南地区发展速度

和发展质量得到进
一

步提高 。 特别是在城市主中心集

聚的基础上 ， 在华苑高新区周边形成以信息和科技为

镆实现度 ： ９ ０％

图 ３ 天 津市
“
一

轴两带
”

空 间结构 实现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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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００９
－

２ ０ １ ３ 年天津市 中心城 区与环城 四 区建设用地分布

图 ５ 天津市 中心城区与餐饮人均消费分布与 写字楼物 业费用分布

图 ６ 中心城区重点 服务业 企业营 业收入 和就业 人口集 聚度分 析

主的新服务业集聚区 。

二是滨海新区空间扩张无序 、 用地结构不合理 ，

核心区制造生产与居住 、 高端职能共存 ，
生活出行与

货运交通交叉、 影响 ， 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相比失衡 。

４

三是新城发展相对滞后。 新城对优化空间 、 集聚人 口

和带动发展的作用未充分显现 ，
公共设施 、 公共交通

和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存在不足 。

表 ２ 滨海新区各类用地占比表

用地性质 占比 国标

居住用地 １ １
．４０％ ２５ 〇^－４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３ ． ７０％ ５％？

８％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４ ． ９０％

工业用地 ２７ ． ７０％ １ ５％－

３０
〇
／〇

物流仓储用地 ８ ． ２０％

公用设施用地 １ ． ６０％

绿地与广场用地 １ ４ ．

１０％ １ ０％－

１ ５％

４ ． ３ 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造成城市规模不断突破规划

要求

随着近年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实施等 ，
天津

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
从而带来城市规模不断突

破
，

“

人地
”

矛盾突出 。 截止 ２０ １４ 年底 ，
常住人 口

达到 １ ５ １６ 万人
，
超出规划预期接近 ２００ 万人

，
通过

对近年来发展实际的分析 ， 评估认为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战略 、 国家大项 目 的落户 以及天津人口政策的不断

出 台是全市人 口呈现超常规发展的主要原因 。

但随着滨海新区 近儿年明 显放缓的开发建设速

度 ， 加上对居住选择较低的吸引力 ，
导致其人 口增速

下降 ； 中心城区 由于居住空间向环城四区调整 ， 造成

■ 离层ＳＡ才

■
ｔ＊他政策

图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 １ ４ 年出 台人 口 吸引政 策数 量和类型分析

人 ｜ 丨 ＜人 ＞

Ｃ －４ ２Ｚ
Ｕ

Ｍ ｒｔ ｌ

■Ｉ 

ｍｒｇ
ｉ

－

ｉ
ｎｕｉ

Ｕ ｌＨｒ ． ＷＭＷ

图 ８ 天津 ２ ０ １０ 常住人 口规模分布和天

津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０ 常住人 口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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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３ 年天 津市 建设 用地增长变化示意

禁不止。 从规划实施和现状建设情况看 ，

一方面由 于

刚性过强 ，
缺乏弹性空间

，
造成规划与市场运行不相

适应 ，
从而使得实际建设与空间规划产生矛盾 ；

另一

方面 ， 由 于侵占规划外用地的违法成本相对较小 ， 使

得规划被突破的现象 日益增多 。

二是囤地成本较低以及近年来实体经济运转困难

等原因导致用地集约较低 。

一方面部分企业对于未来

市场发展趋势处于观望态势以及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

出现困难等原因
，
造成企业拿地后不开发或开发进度

过慢等 ， 使得土地 。 另
一

方面 ， 由 于各区招商处于竞

争状态
，
部分地区没有设置地均产出和地均投资等进

人门槛 ， 造成企业用地效率较低 。

三是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用地开发成本等因

素造成人 口和用地的空间分布匹配 。 由 于中心城区具

备相 对完＃的各类服 务设施等 ， 对于新增人 口的吸弓 丨

力较大 而同时中心城区外围地区土地开发成本较低 ，

造成用地规模不断增加 ，
从而进一步加剧 了用地和人

口 的空间不匹配 。

四是居住空间与产业空间的失衡造成职住不平衡

问题凸显。 市内六区功能单
…

，
居住为主 ， 就业岗位

人 口开始疏解
；
外围区县由于经济快速发展 ， 示范园

区加快建设以及大项 目 开始逐步落户等 ，
人 口增速加

快 ，
从而在全域范围内人 口空间变化出现

“

双城减缓 ，

外围突 出
”

的趋势 。

从建设用地规模上看 ， 现状建设用地指标已经大

大突破总体规划确定 的要求 。 ２０ １ ３ 年底 ， 城镇建设

用地 １ ６７０ 平方公里 ，
超 出规划 ２２０平方公里 ，

人均

建设用地 １ ３ ３ 平米 。 虽然人均用地指标持续降低 ， 但

是与 ０６ 版总规要求仍有
一定差距 。 从建设用地的空

间分布来看 ， 中心城区不再是建设的热点地区 ，
环城

四区和五区县新城是增长的主要区域 ； 滨海新区产业

功能区建设快速增长 ， 新区整体保持年均 １ ８ 平方公

里增长速度 。

本次实施评估分析认为 ， 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展 ，

主要是 由于总规实施以来
一批重大项 目落户建设以及

其引发的下游产业集聚 ， 对天津建设用地总量拓展起

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 同时 ， 天津经济总量和人 口总量

的快速增长 ，
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等 ， 都成为

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

深人思考和分析造成天津现状城市发展规模 、 空

间分布与总体规划要求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 本次评

估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一是规划缺乏弹性以及

违规成本小等原因导致城乡 建设用地突破规划现象屡

？滨海新区

■
外围区县

■ 环城□区

■市内六区

图 １ ０ ２ ００８
－

２ ０ １ ３ 年 天津市 分区域新增 人口 占 比变化

图 １ １ 天津市 ２０ １ ３ 年居住用地和就业 人口 空间分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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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天津市中心城区工作热力图与滨海

新 区各功能区瞬 时到访人员分布

明显不足 ； 新区外围区县大多呈现职住不平衡状态 ，

县城和园区是主要就业地 ； 滨海新区由 于产业用地过

于集聚 ， 造成就业密度偏大。

４ ． ４ 增长迅猛工业 用地与用地效率和带动能力 之间不

匹配

天津是具有 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 ， 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国家支持 ，

以大飞机 、 大火箭等为代表的
一批工

业大项 目 快速落地实施 ， 使得工业用地规模超过预期

增长 。 ２０ １ ３ 年较 ２００５ 年约新增 １ ６ ５ 平方公里工业用

地 。 其中
一

带
一

轴新增工业用地占 ７０％
， 滨海新区新

增工业用地 占 ４４％
， 是工业用地增长的主要空间 。

但从工业用地实际使用看 ，
目前存在工业用地效

率总体偏低 ， 新增用地突破规划边界的问题 。 ２０ １ ４年 ，

天津市工业用地地均产出 ５４ 亿元 ／ 平方公里 ，
要低

于北京和上海。 同时单位工业用地提供工业就业机会

为 ３２２ １ 人 ／平方公里 ， 也同样低于远低于上海和北京 。

此外 ，
工业用地分布突破规划范围 ，

现状工业用地中

有近 ３ ５％位于 ２０２０ 年规划用地范围外。

分析造成工业用地效率总体偏低的主要原因 ，
可

以主要归结为
一

方面企业准人门槛相对较低 ， 产品附

加值较低或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 ， 造成地均产出相对

偏低 ；
另一方面企业圈地现象在部分地区仍然突出 ，

从而降低 了土地使用效率 。 此外 ，
区县招商和土地出

天津 北京 上海酿 东京

图 １ ３ 地均工业总产值 （ 亿元 ／ 平方公里 ｝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 ０％

２０％

０％

滨海新区天津上海浙江

■上游产业＿ 中游产业下游产业

图 １ ４ 天津市与其他省 市石油和化工产业链构 成对比

图 １ ５ 天津市港现状疏港道 路分布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ｚ
图 １ ６ ２０ １ ３ 年度国内 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运强度

（
万人次 ／ 公里 ＞

让的随意性以及规划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等是造成现

状用地布局突破规划的主要原因 。

４ ． ５ 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有待进一步增强

综合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 ，
按照总体规划

要求 ，
天津市已基本形成衔接国内外 、 辐射京津冀的

对外客货运交通运输网络 ， 但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和

空间拓展 ， 综合交通体系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 在综合

交通发展方面 目 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

一是与国际航

运中心相适应的国际
“

枢纽
”

功能有待提升 。 面向西

部腹地的铁路通道缺失 ，
大宗货物的多式联运能力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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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强 ， 集疏运效率有待提高 。

二是公共交通体系不够完善 。 常规公交与轨道交

通的衔接不足 ， 如地铁一号线沿线 ３０ 条公交线路 ，

其中有 １２条线路与轨道走廊重合 。 此外多种公交系

统网络和运营有待整合 。

５ ． 天津总规实施评估的战略思考

针对天津当前城市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和土地、 环

境 、 能源等资源紧约束的双重压力等突出 问题 ， 结合

国家
“
一

带
一

路
”

、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和国内外

发展趋势和环境 ， 借鉴国际同类型城市经验 ， 聚焦若

干事关天津市城市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提 出思考建

议。

关于发展思路与 目标。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要求 ，

未来天津城市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规划理念 ， 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 ， 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发展思路

与 目标需要进一步调整 ，
重点突出三个方面 ， 即发展

目标的综合性 ， 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生态文明

的均衡发展 ； 动力机制的复合性 ， 培育嵌人型和内需

型 、 内生型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
空间载体的多元性 ，

构建以城镇群为核心的国家竞争力体系 ， 以区县经济

为平台的基础保障体系 。

在这
一

发展思路和 目标指引下 ’
天津市未来发展

必须坚持有机疏散的理念 。 针对大城市过度集中 、 无

序蔓延等问题 ， 应强调通过辅城区建设 ， 疏导中心城

产业 、 人口
， 缓解 中心城发展压力 ， 形成新城与中心

城 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 同时 ，
坚持生态宜居的理念。

坚持环境优先 ， 加强生态建设 ， 提升空间品质 ， 控制

适度的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 ，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底线约束的理念也是天津必须坚持重点 ， 未来发展必

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 ， 控制人口和建设用地总量增长 ， 划定城市发展边

界 ， 确保生态用地总量不减少。

发展规模和总体布局 。 针对天津城市人口和建设

用地规模都到了
一个重要的临界点的现实状况 ，

天津

未来发展要研究如何加快产业转型 ， 优化人 口结构 ，

盘活土地存量 ， 维护城市生态 ， 控制人 口和建设用地

总量规模上限和生态底线 。 强化全区域统筹 ， 统筹协

调好人 口
、 资源、 环境、 基础设施、 产业等影响城市

发展最主要 因素 ， 优化资源配置和空间布局 。

关于总体规划的编制 。 结合总规实施评估 ， 在强

调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集约优化配置基础上 ， 同

时还应进
一

步反思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问题 ，

通过粗化总规用地性质布局 ， 预留
一定规模用地作为

机动用地 ， 满足不可预见项 目的使用等方式增加规划

的弹性 ， 并进一步提高总规的政策性 ， 包括提出收回

用地 、 增加罚款以及刑事责任等具体政策措施 ，
从而

增加违法用地成本 ，
进一步保障规划实施 。

６ ． 小结

在我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 ， 城市规

划的重要作用已不容置疑 ； 同时 ， 作为公共政策的城

市规划也亟需完善其 自身的理念和范式 。 基于此 ，
总

体规划由终极蓝图式规划向过程式规划的变革是历史

的必然 ， 发展的必然。 在城乡规划体系中 ，
弓

丨

人系统

的规划评估理念和方法已是势在必行 。 天津市总规实

施评估是建立总规 自适应系统 、 促进总规编制与实施

机制变革转型的一次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 希冀本文的

探讨能有助于推动规划评估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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