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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工 业文明 时期 ， 空间 资源配置

以适应 工业 生 产 为 导向
，
追求

“

工业 区

位
”

和
“

规模经 济
”

。 进入生态 文明 时

期
，
城市发展动力发生重大 变化 ，

服务
、

创 新和 消费 成为新的三驾 马车 ， 生态可持

续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导向
，
新的要求促

使空 间资源 配置方式发生 变化。 回顾 了 空

间资源配置的历 史实践及其理论基础 ，
并

对生态文明 时代的新 变化进行 了展望
；
并

且以岳阳为 例
，
探讨 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

文明
，
城市空 间资源配置的 范式转向 ： 提

出在竞争 力和可持续 的 双重价值取向下 ，

重新认识和评估岳阳 的空 间资源价值 ，

从

功能与 空 间的优化配置 、 生态 资源 的价值

挖潜 、 特 色本底的魅力彰显等三个维度 ，

确定生态文明 时期岳阳空 间资源配置的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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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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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资源配置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 ， 要求 在对空间 资源价值科学认识的基础

二Ｉ二 ｈ ， 将各项功能与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匹配 ＝ 这项工作带有很强的实践特性 ， 需

要建立在
一

定的价值准绳和理论方法基础上 ， 并伴随时代背景的变化不断演进 。 当

前 ， 中 国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变化 ， 城市系统更趋复杂 ， 价值

导 向 更趋多元 ， 空间资源配置变得更加复杂 。 ２０
１
６年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

城市

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 间 、 生活空间 、 生态空间 的 内在联系 ， 实现生产 空间集约高

效 、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

。 如何应对统筹 〒生 （生产 、 生活 、 生

态
） 空间的总体要求 ， 实现空间资源配置理论方法的更新 ， 是城市规划行业面临的

重点问题 。

基于以上认识 ， 本文首先回顾空间资源配置理论的历史演进 ， 梳理未来可能带

来的趋势变化 ；
然后 以拥有多元资源的岳阳市为例 ， 剖析其空间资源配置的历史与

机制 ； 最后 ， 基于 岳阳 实践 ， 探讨如何适应新的发 展环境 ， 重新认识空间资源价

值 ， 确定城市远景空间战略 。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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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空间资源配置理论与实践回顾

１ ． １ 理论实践 回顾
：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

文明
， 从生产到生活到生态

１ ． １ ． １ 第一阶段 ： 建国后至 丨９７８年 ， 早

期工业化时期 ， 生产 １ ．０导向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 在建设
“

工业

化强国
”

的政策导向之下 ， 城市空间安

排的第一要务 为满足生产 。 国家层面以

三线城 市和
“

１ ５６项 目
”

布局 为特点 ，

战略安全成为首要原则 。 城市层面受前

苏联规划思路影响 ，

“

强调城市在中央政

府控制下的工业生产职能并尽量地减少

城市消 费职能
”

（马 学广 ， 等 ， ２００９ ） 。

靠近水源 、 能源的地区优先布局 工业 ，

大厂大院作为经济活 动的基本单元 ， 生

活空间附属于生产空间 ， 这一阶段可称

作生产 １
．０导向时期 ＝

１ ． １ ．２ 第二阶段 ： １ ９７ ８
－

１９９８ 年 ， 市场

经济逐步建立 ， 生产 ２ ．０导向

在改革开放前 ２０年 中 ， 中国经历了

前所未 有的工业化 ， 市场经济逐步建

立 ， 工业发展仍然是这一时期的纲领 ，

经济特区 、 各类开发区层如雨后春笋出

现 。 这一时期 ， 生产空间 布局受地理学

者克里斯泰勒
“

中心地理论
”

、 经济学者

佩鲁
“

增长极
”

理论以及经济学经典的
“

规模经济
”

理论影响很深 ，

一是强调从

资源邻近导 向 向
“

沿路 、 沿港 、 沿边
”

的 区位导 向 ， 二是强调生 产与生 活 分

离 ， 通常选择空间资源富集地势平坦的

地区布局工业 ， 这一 阶段可称作生产 ２ ．０

导向时期 。

１ ． １ ．３ 第三阶段 ： １９９８
－

２０ １ ２年 ， 快速

Ｔ．业化和快速城镇化 ， 生产 ３ ．０ 和生活

１
．０导 向

这一时期发生了两大事件 ，

一是全

球化席卷世界 ， 中国通过十余年的快速

工业化 ， 建立 了 完善的工业体系 ， 成长

为
“

世界工厂
”

。 二是中国经历了
１
０ 余

年的快速城镇化 ， 城市人 口 超过农村人

口 。 在这
一

背景下 ， 为了应对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需求 ， 城市成为
“

增长机器
”

，

大量的新城 、 新区 以量产速度涌现 。 这

一阶段
，
生活空间从生产空间的附属转

变为同等重要的地域空间 ，
产城融合成

为新城新区发展的重要原则 ， 可称作生

产 ３ ．０和生活 １
．０导向 。

１
．
１

．
４ 第四阶段 ： ２０ １ ３年至今 ， 进入生

态文明新阶段 ， 生产 ４ ．０ 、 生活 ２．０和 生

态 １ ．
０导向

十八大以后 ， 中央提出开启生态文

明新时代 ， 实际上这
一提法适应 了 全球

发展从工业文明步人生态文 明的整体态

势 ３ 当前 ， 中闰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为三

个重要转变 。

一是全球持续面临经济衰

退的危机 ， 寻找新的经济动力成为城市

必须面对的挑战 。 在后工业化时期 ， 经

济动力从工业主导到服务创新主导 ，
工

业开始从规模生产 向以智能制造为特点

的 丁．业４．０转变 ， 制造价值曲线的两头一

研发和售后空间开始剥离 ， 新的生产空

间笛求出现 。 二是 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

大带来消费升级 ， 从基本需求消费向 品

质消费
、
个性消 费转变 ， 进而带来生活

和 消费空间 的升级。 三 是生态文 明时代

到来 ， 资源环境约束 日益加强 ， 同时追

逐生态环境的新经济空间兴起 ＝
这一时

期 ， 自 由贸 易区 、 科技创新区 、 休闲消

费 区等新空间兴起 ， 除了生产和生活导

向升级以外 ， 生态真正成为决定空间资

源配置的核心 导向 ， 因此这一阶段可称

为 生产 ４ ．０ 、 生活 ２ ．０ 和生态 １
．０导 向阶

段 。

总体而言 ， 前 ５个阶段的时代背较

处于工业文 明时期 ， 因此其导向均为生

产 和生活导 向 ， 区别在于生产和生活对

空间 资源的需求升级 。 第 四个阶段的时

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一是从工业文

明进人生态文明 ， 二是许多城市进人后

工业化时期 ， 因此应 对这
一

阶段的要

求 ， 空间资源配置的理论方法必须进行

全面和深刻的更新 。

１ ．２ 理论趋势综述

在生态文明 和后 ｒ业化背景下 ， 学

术界已经认识到空 间 资源价值的变化 ，

开始从理论视角研究空间 资源配置的范

式转向 ， 并从实践视角关注新的价值导

向带来的新空间类型 。

新 １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大卫哈维

（
Ｄ ．Ｈ ａ ｒｖｐ

ｙ
． １ ９７８

）
提出 了城市物质环境

创建的
“

资本的三重循环
”

理论 ， 认为

资本的
“

第一重循环
”

主 要集中于生产

领域 ，

“

第二重循环
”

发生在资本过度积

累而造成危机时 ， 资本将流 向城市物质

环境 ，

“

第三重循环
”

贝 是对科技创新和

社会 公共 空 间 领域 的投人 。 刘 云亚

（ ２０ １ ６ ） 运用
“

资本的三重循环
”

理论分

析了珠三角战略地区 的 发展路径 和展

望 ， 认为
“

创新驱动
”

是下一阶段
“

空

间的生产％ 王蓓等 （ ２０ 丨 丨 ） 系统梳理了

科技 资源空 间 配置相关研究 ， 引 用 了

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Ｐ
ｉ ｔ ｔａｗａｙ 的 观点 认 为 ， 产业

Ｒ＆Ｄ活动与大学 Ｒ＆Ｄ的
一致性与临近性

对生产 率的提高有显著和积极的作用 ，

从 中微观尺度提出创新 型区域的概念 ：

袁奇峰研究了农业型战略性生态空 间资

源的策略 ， 提出划 定边界遏制城市 化张

力的同时 ， 还应以边缘区农业的发 展权

来实现保护的 帕 累托最优 ＝ 孔维峰等

（２０
１ ６ ） 认为城市规划应逐步转向以人居

环境为核心 ， 城市地理学逐步转 向新型

劳动地域分 Ｔ．

、 城市资源环境效益及可

持续发展 、 城市科技创新驱动 、 城市社

会空间重构等 。 周岚等 （ ２０ １ ６ ） 提出新

常态倒逼城市发展方式转型 ， 城市规划

应该关注存量空间 、 绿色生态空 间 、 乡

村空间 、 互联网 ＋等新空间类型 ， 把以人

为 本 、 尊重 自 然 、 传承历史 、 绿色低

碳 、 智蒽生态等理念融人城市规划全过

程 ＇

综 匕所述
， 新时期学者们更加关注

创新 、 生态 、 文化等新的价值导 向 ， 折

射在空间上必然产生新的诉求 ， 这些诉

求都是新时期城市空间 战略需要研究的

重点问题 。 笔者在承拘 《岳阳 ２０４９发展

战略规划 》 项 目 中开始认识到这一转变

的 重要性 ， 运用生态文 明思维 ， 从功

能 、 生态 、 特色 个维度重新认识和配

置岳阳的空间 资源。

２岳阳空间资源认识和配置的

历史路径

２ ． １ 岳阳概况
：

一座拥有多元资源的城

市

岳阳 是一座多元的城市 ． 拥有 多样

化的 空间资源 ， 主要表现在 三个 方面 ：

一是拥有多类塑 的生态空间资源 ， 岳阳

瀕临 ８００ 里洞 庭湖 ， 拥有 Ｉ ６３ ｋｍ 长江岸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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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三湘四水在此汇聚 ， 奠定了
“

衔远

山 、
吞长江 、 拥洞庭

”

的浩荡气势 ． 同

时境 内有幕府山 、
五尖山 等名 山 以 及丰

富的 湖垸 ， 形 成了
“

江 、 湖 、 山 、 林 、

田
”

景观特色 ， 生态本底优越 ；
二是拥

有多元化的文化空间资源 ， 岳阳古称 巴

陵 ， 是第 三批 国家历史的文化名城 ， 拥

有岳 阳楼 、 君 山岛 、 南湖等著名 的风景

名胜 区 ， 形成 了
“

名 楼 、 名 岛 、 名 文 、

名楼
”

的深厚 文化积淀
；

三是拥有多类

型的发展 资源 ， 岳 阳位于京广铁路和 长

江
“

金十字
”

动脉交汇节点 ， 地理交通

区位优越 ， 同时在长江 中游地区土地资

源相对丰富 、 环境容量 相对较大 ． 适合

各类功能的布局

２ ． ２ 历史 回顾 ： 三 个阶段 ，
从商 贸重

镇 ， 到两个基地 ， 到多元发展

２ ． ２ ． １ 历史上的岳阳 ： 鱼米之 乡 、 商贸

重镇

第
一

阶段 为建 Ｈ 之前 的农业时期 ，

历史上岳阳属于
“

云梦泽
”

地区 ， 先天

优势的农业资源使得岳阳成为我 Ｎ著名

的
“

鱼米之 乡
”

， 俗语
“

湖广熟 ， 天下

足
”

中的
“

湖
”

就包括岳阳 依托发达

的农业经济和便捷的水路交通 ， 商业贸

易功能逐步兴起 ， 岳阳城从 三Ｍ 时期的

军事重镇逐步成长 为
一

座小而繁 华的商

贸重镇 淸光绪 ２５ 年岳 阳开辟 为通商 口

岸 ， 水路和陆路两 条重要的 国际商业运

输线在此经过 。 这
一时期 ， 岳阳 因水而

兴 、 因商而 富 ， 城市重要的功能 主要沿

洞庭码头布局

２ ． ２ ． ２ 建Ｎ初的岳 阳 ：
农业基地和工业

基地

第二阶段为建 国初期 ， 为支持国 家

建设
“

工业化Ｗ家
”

和保障粮食生产两

大任务 ， 岳阳做出 了重 要贡献 ．

一方面

通过大规模的围湖造 田 成为国家农业主

产区之
一

， 粮 、 棉 、 水 产在全国 占据重

要地位 ；
另一方面 ， 由 于交通 区位和环

境承载力 ， 岳阳成为 Ｍ家三线建设的 内

陆城 市之一 ，
林纸等 丨 ５６ 丁．程 以 及石

化 、 电厂 、 军工等 产业 先后在 岳 阳 布

局 这一阶段 ， 岳阳成为全国重要的农

业雄地和Ｔ．业甚地 ，
空间资源配 置呈现

Ｔ． 业主导的特征 ， 城市交通条件好 、 土

地规模大的地区优先发展 丁．业 ， 沿江 ．

沿铁路产业布局市级Ｔ业 区 ， 外围地区

布局岳化 、 长岭两个大厂 。

２ ．２ ．３ 改革开放后的岳 阳 ： 多元 、 多向

发展

第
＝

阶段为改革开放后 ， 受市场经

济 冲击 ，
岳阳在 １ ９ ９０年代初期经济遭遇

下 滑 ， 为应对危机岳阳依托多样化的资

源开始寻求 多 元拓展 ，
主要 有三大方

向 ：

一是继续做大化 １１ ， 承接全省化工

转移 ， 在芭蕉湖东岸布局省级精细化工

园 ； 二是做大港 口物流
， 依托城陵肌设

临港产业区 ， 建设产业基地 ；
三是拓展

旅游 ， 利用岳 阳楼 、 君山 岛 、 洞庭湖等

著名旅游 资源的开发带 动旅游业发展 。

随着功能 的多元 ， 城市空间也呈多向 出

击的态势 ，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突破 １ ００

平方公里 ：

２ ．３ 岳阳空 间资 源配置的问题

可以看 到 ， 岳阳 空间 资源配置从第

一

阶段的 自 发选择 ， 到第二阶段 的被动

选择 ， 再到第三阶段的多元选择 ， 其背

后反映 了时代背景的要求 岳阳经历 了

农业文明 到工业 文明 的过渡期 ， 在
“

工

业区位
”

和
“

规模经济
”

的导向 下 ， 岳

阳城市规模快速增大 ， 城市空间也在不

断拓展 ． 许多空间 资源 的配置问题在当

前阶段开始暴露

２ ．３ ． １ 问题
１ ：
功能多而 不强 ， 需要合

理取舍

Ｔ．业 化时期 ， 多元的资源为岳阳ｔｔ

得了诸多的发展机遇 ， 以石化 、 食品为

代表的工业和以港 口物流为代表的服务

业的发展
， 使得岳 阳取得了经济总量中

三省第六 、 全省第二的规模优势 ， 但是

从综合实力来看 ，
岳 阳并不 占 明显优

势 。 研究选取中三省 ３８个城市 ， 建立了

１ ０个维度 ４２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 系 ， 发

现岳阳在中三省和湖南省排名仅为第 １
４

位和第 ６位 ，
尤其是经济维度排名在中

三 角 为第 １ ０ ， 与 经济规模排位不相适

应 。 究其原因 ， 岳 阳在产业上追求数ｔｔ

和规模 ， 但整体发展质量不高 、 影响力

不强 ， 产业低端 例如 ， 在全国石化产

能过剩 、
自 身化工产业增速下降的形势

下 ， 城市仍将发展化工 、 建化工园区作

为重点 ， 使得城市 丰富的资源难以充分

发挥优势 。 因此 ， 在未来空间资源配置

上 ， 岳阳需要有壮上断腕的 勇 气 ， 合理

取舍 ， 抓战略功能 ， 放弃
一

般功能 ， 进

而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

２ ．３ ． ２ 问题 ２ ： 空间 资源错 配 ， 需要精

准配置

由于资源较为 丰富 ，
岳阳在工业化

时期 空间资源 配置的精准度有 所欠缺 ，

１ ２６



图 ３ 基于机遇城市的评价体系对岳阳的十项指标在中三省的排名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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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

一 是功能的 错

配 ， 如南湖新区有湖有 山 ， 是 国家级的

风景名胜区 ， 应成 为岳阳人文旅游的重

要名 片 ， 为区域游客 和本地居 民提供休

闲旅游功能 ， 但是周边大量的房地产开

发逐步形成 丨
？

丨湖的态势 ， 浪 费 了南湖的

生态人文价值 ；
二是指标的错配 ， 如君

山区 的用地指标在空间上集中布局于城

区 ， 在功能上用于居住和工业 ， 但是君

山地势较低 ， 并不适合高强度建设 ，
大

力建设的工业园和居住区吸引 力有限 ３

实际 ｔ君山生态本底优越 ， 很多旅游休

闲项 目 看中君山 ， 却因没有土地指标而

无法落地 ５ 因此 ． 岳 阳需要重新思考生

态文 明的要求 ， 实现空间与功能的精准

配置 ，

２ ．３ ．３ 问题 ３ ： 山水特色模 糊 ， 需要 重

塑个性

历史上岳阳是一个滨江临湖的 山水

城市 ， 城市主要功能依水南北向布 局 ，

但是建国 以后 ， 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

市化 ， 城市建设追求效率 ， 空间上多向

蔓 延 ， 呈现出背江离湖 的态势 ， 同时宽

马路 、 大街区 以及
“

挖山填湖
＂

的建设

方式 ， 使得城市的微地形遭到破坏 ，

“

江

湖 名城
”

特色逐步丧失 。 未来 ， 岳阳如

何重新认识山水格 局 ． 重 塑城市特色是

空间资源配置的重要命题 。

３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岳阳空 间

资源配置策略

岳阳 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 还需

要经历若干年的工业化时期 才能进人后

工业化时期 立足 长远 ． 从生态文明的

视角 ， 文章认 为应从三个维度认识和配

置岳阳的空间资源 。

３ ． １ 功能维度 ：
识别战略功能空 间

３ ． １ ． １ 功能空间再认识 ： 从规模竞争到

价值竞争

全球工业化从工业 １ ．０ 到工业 ３ ． ０
，

经历了机器大生产 、 工业流水线和全球

化产业链等不同模式
，
规模和效率是前

三次工业革命的价值取向 ， 也是城市 的

核心竞争力 。 后工业化体现了 两个重要

转变 ，

一是以
“

智能化 、 信息化
”

为特

征的工业 ４ ．０革命 ， 科技创新成为核心动

力 ，
二是服 务经济成为经济的 主要驱动

力 ， 制造业从卖
“

产品
”

到卖
“

服务
”

。

在后工业化时期 ．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

在于 规模 ． 而在于在价值 网络 中 的地

位 。 对于城市 同样如此 ， 经济体量仍然

重嬰 ， 但是 吏为重要的 是在城市体系 中

的核心竞争 力 。 未来城市的竞争更多的

体现战略价直的竞争 ， 这就要求在空间

上做好充分准备 ， 识别城市的战略价值

空间 。

３ ． １ ．２ 岳阳应对 ： 以
“

双港双平台
”

为

核心 ， 实施门 户开放战略

以岳阳为例 ， 根据研究建立的综合

评价体 系 ， 在经济影响 力 、 智 力资本和

创新 、 区域门 户城市 、 技术成熟度 、 健

康安全与治安 、 交通和城市规划 、
可持

续 发展与 自 然环境 、
文化与居 民生活 、

宜商环境 、 成本十个维度中 ， 岳阳 的最

大优势在于区域门户城市地位 ， 特别 是

货运物流能力显著 。 由此判断 ， 货运物

流空 间是岳 阳在 区域中 的 核心 战略资

源 ， 研究提 出 了以
“

双港双平台
”

为核

心 ， 实施门户 开放战略 ： 双港分別为城

陵矶港和 三荷空港 ， 双平台为依托两大

港 ｎ 的 产业平台 。 未来
“

双港双平 台
”

将成为承载岳 阳高端制造和物流产业功

能 ， 引领城市产业转型 ， 提升区域竞争

力的 核心空间载体 。 如何发挥
“

双港双

平台
”

的战略价值 ， 需要关注区域竞合

和城市 自 身提升两个方面 。

首先 ， 关注区域的竞合关系 ， 寻找

错位分工与 区域联盟 ， 确定发展方向 。

城陵矶港要发挥开放层次高 、 优惠政策

多等优势 ， 与武汉港 、 九江港错位发

展 ， 建设长江中游的贸易物流港 。 三荷

机场则要避免与长沙黄花机场和武汉天

河机场在客运方面的竞争 ． 目标调整为

货运枢纽机场 ， 与长沙黄花机场形成
“

南客北货
”

的航空格局 ， 共同建设中部

改革 幵放后 的岳阳

Ｉ裂難 国家级经 ：

区
＇

图 ２ 岳阳城市空间拓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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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岳阳市用地布局方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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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项 目 组绘制 ．

图 ５ 岳阳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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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项 目 组绘制 ．

地区的航空 枢纽 ， 支撑 Ｍ家轴辐式航空

枢纽体系的建设

其次 ， 以
“

门 户 ＋基地
”

的方式锚固

战略功能空间 依托水港 、 空港 的核心

价值 ， 错位发展枢纽经济 如城陵矶临

港产业要按照深水深用的原则 ． 发展航

运物流 、 大宗商品贸易 、 区域仓储配送

分拨等物流贸 易产业 ，
以 及装 配式建

筑 、 再制造等新型临港工业 ： 空港产业

园则利用空港带来的时效性优势 ， 发展

快件物流 、 冷链物流 、 保税物流等现代

物流业 ， 以 及 临空 指 向 的 高新技术 产

业 ， 从而将交通优势转化为功能优势

３ ． ２ 生态维度 ： 识别风景新经济空间

３ ．２ ． １ 生态空间再认识 ： 从工业区位到

生态区位

工业化时期 ， 工业区位论成为研究

生产活动 中的空间分布和空间选择的逻

辑规律 ， 该理论关注交通 和地理区位对

城市空间 布局 的影 响 生态 文明的 到

来 ，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 的环境品质和生

态休 闲 ＝ 放眼全球 ，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和高科技 制造 业的布 局呈现 出 新 的规

律 ， 开始追求生态环境优 越的区域 例

如 ， 美 国黄石公 园旁边 的波兹曼从落后

的 内 陆小城市 成长为 创新经 济 的集聚

区 ， 其背后 原因就是 生态环境 在发挥重

要 的作用 。 可见 ，

“

有风誤的地方兴起新

经济
”

成为空间资源 配置的新 趋向 ． 生

态区位成为空间资源的判断准则之一

３ ．２ ．２ 岳 阳应对 ： 推进南湖 、 君山地区

的功能转？和模式转 型 ． 实施生态引 领

战略

岳 阳生态资源丰富 ，

“

江 、 湖 、 山 、

休 、 田
”

交融 ， 南湖地区和君 山 区是最

具代表性的两个生态地区 ， 拥有特色的

景观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 然而在工

业化时期 ， 景观人文 资源 并未得到发

挥 。 因此 ， 研究认为需要推动南湖 、 君

山 两个地区在功能和建设模式两个方面

的转型 ， 实施生态引领战略

一

是功能的转型 ： 这类生态地区担

负 着生态保护的重任 ， 大规模 的工业园

区和居住社区与生态保护存在 矛盾 ， 因

此南湖和君山应逐步调整功能 ， 严禁工

业布局 ， 控制居住功能 ， 大力植入休 闲

旅游 、 文化创意 、 科技创新等生态导 向

的新经济功能 ， 激活生态地区的价值 ：

二是模式的转型 ： 生态地区不同于

城区 ， 生态环境承载 力较低 ， 开发模式

应该以不破坏生态本底 、 保持生态特色

为前提 ． 从传统的集中建城模式转变为

低强度 、 分散化的组团布局模式 ， 将指

标分解到有景观资源和休闲项 冃需求 的

地 区 ， 建设规模在 卜２ 平方公里左右的

精致的特色功能小镇 ， 通过风景优美 、

环境优越吸引 企业和人才集聚 ， 将生态

区位转化为具有魅 力和吸引 力的特色功

能 。

３ ．３ 特色维度 ： 塑造城市魅力空间体系

３ ． ３ ． １ 特色空间再认识 ： 从经济导向 到

人民导向

工业催生的现代城市是工具理性 的

形象表征 ，

“

雅典宪章
”

反映了上
一时期

城市布局 的特征 。 在理性原则主导 下 ，

功能布局上强调严格分区 ， 建设模式 Ｉ

－

．

采用追求效率的宽马路 、 大街区 ， 导致

城市 山 水特色丧失 ， 千城一面 ， 同时忽

视 了人性尺度
，
缺少对市民的关怀 。 在

城市之间 的经济差异逐渐缩小的 当下 ，

城市特色已成 为提升城市吸引 力的核心

要素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

城镇建

设要尊重 自然 ， 顺应 自 然 ， 看得见山 、

望得见水 、 记得住 乡愁
”

， 城市空间的利

用方式迫切需要从效率导向转变为特色

导 向 ． 关注 山 、 水 、 文与城市空间的融

合 ， 塑造城市的特色个性和独特气质

同时在 当下 中 国 ， 城市之间的人才竞争

越来 越激烈 ， 并且近年来
“

用脚投票
”

选择城市 的迹象越发明显 ， 建设
“

人民

性
”

的城市 ． 成 为城市焕发生命活力 的

新方向 ；

３ ． ３ ．２ 岳 阳应对 ： 运用总体城市设计 ，

实施魅力 回归战略

《岳阳楼记 》 在
一

千年前就描绘了岳

阳
“

衔远 山 ，
吞长江 ， 浩浩汤汤 ， 横无

际涯
”

的景观形象 ， 研究借助总体城市

设计方法从三个层面再塑城市空 间 特

色 ， 力图实现岳阳城市魅力的回归 ：

首先 ， 在宏观尺度上确立
“
一

带四

楔
”

的带状城市空间形态 滨长江 、 临

大湖 是岳阳城区最显著的特色 ，
也是区

别于 国 内 其他城市 的 独特之处 。 可 以

说 ， 水是岳阳 的灵魂 ， 未来岳阳将从大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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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时代迈向大江时代 ， 城市空间发展重

心理应回归到洞庭湖与长江沿线 ， 确立

南北向依江临湖的生长主轴线 。 同时应

摒弃摊大饼的蔓延模式 ， 梳理山水脉

络 ， 锚固人城的 四条生态绿楔 ， 重现

“

吞长江 、 拥洞庭 、 衔远山
”

的宏观城市

格局 。

其次 ， 在中观尺度上建立
“

三链织

城
”

公共空 间系统 。 水是岳阳的灵魂 ，

研究提出打造滨湖人文链 、 湖荡休闲链

和洞庭 田园链三条滨水功能景观链 ， 将

山水特色 、 人文特色与城市活动融合起

来 ， 形成复合的交流空间系统 ， 为不 同

人群提供个性化 、 多样化的空 间体验 ，

以此提升城市的吸引 力和魅力 。

第三 ， 在微观尺度上形成
“

湖山 伴

城 、 水绿融园
”

的建设模式 。 主城地区

按照
“
一

湖 、

一 山 、

一城
”

的模式形成

五个尺度适宜的功能组团 ， 实现
“
一

湖

一主题 、

一山一特色 、

一城一功能
”

， 强

调差异化发展 。 君山地区按照
“

特色小

镇＋郊野公园 ＋观光农业区
”

的模式 ， 形

成三个各具特色的 田园组团 ， 合理配置

建设用地指标 ， 控制开发强度 ， 承载休

闲旅游功能 。

４结语

本文 以岳阳为例 ， 探讨了从工业文

明 到生态文明 、 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 ，

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范式转向 。 工业化

时期 ， 规划理念受传统区位论和 规模经

济理论的影响 ， 城市空间布局倾向于大

规模的工业 区 、 易于 复制 的新城新 区 、

小汽车导向的方格路网 。 进人到后工业

化时期 ， 传统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 亟需

转型 ，
生态可持续和文化吸 引 力正成为

城市新的价值取向 。 基于岳阳 的研究 ，

文章从三个维度提出 了面向生态文明的

应对之策 ，

一是功能维度 ， 再认识城市

在区域中的核心价值 ， 识别战略功能空

间 ， 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的新 引擎。
二

是生态维度
，
再认识生态空间的价值 ，

识别城市中的生态优势地区 ， 转变发展

模式 ， 激发新兴功能 。 三是特色维度 ，

再认识城市的山 水格局和文化脉络 ， 通

过总体城市设计确定城市的空间 形态 ，

构建城市公共空间系统 ， 调整城市建设

模式 。 总体而言 ， 进入后工业时期 ， 许

多 工业化时期 的高价值空 间优势 在下

降 ， 而生态空间 、 历史文化空 间等这些

被忽视的空 间资源价值得到 凸显 ， 新的

空间需求开始出现 。 基于岳阳 ２０４９的研

究实践是针对这类拥有多元资源的中等

城市空间 资源配置 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

对于类似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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