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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强 于 i弘

提 要 从 西方城市规划学科和行业面

临的严重 困境 出发
,

讨论 了中国城市规

划 学科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建设背景象下

潜伏的危机 指 出 目前 中国的城市规划

学科的核心理论的 空心化
,

理论创新的

惰性化 以及理论研究阵地的孤立化问题
,

提出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与国际城市规

划 学界处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上
,

但同样

面 临着从一 个相 关学科引入
“

规划 中的

理论 (T he
o ry in Pl an二 g )

”

为 主导的

发展阶段
,

进入一个 以人居空间研究为

中心核心研究对 象
,

建构新 一代的
“

规

划本位理论 (T h
o o卿 o f p lan n in g)

”

为主

线的理论体 系创新 的新的 历 史性时期
。

文章进一步讨论 了城市规划理论界未来

进行理论突破的重点 方向
,

进 而 指 出中

国规划理论学界必须结合 l) 资源和能

源供应极限的环境特征 ; 2) 高强度城镇

化的区域特征 ; 3) 全球化背景 下竞争性

的动力特征 ; 4 ) 社会结构历 史性转型的

人群特征 ; 以 及 5) 信息网络新科技引

起的空间聚散特征
,

回 归城乡空间规划

对应 时代特征的空 间复合意 义的扎实研

究
,

在提供对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

实践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的 同时
,

也完成

对 国际城市规划理论体系新一轮构 建的

贡献

关键词 城市规划 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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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 吴志强
.

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于 私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

院博士研究生

1 1 20 05 年 9 月
,

在马来西亚槟城 (Pe
n

an 幻 召开 了第八届 APS A 会 f月 双年国际大

会
,

除 APS A 的亚洲学者以外
,

A E SOP
、

A CSP
、

AN ZAPS 闭 等世界其他大洲的规划

院校组织也有众多学者参会发言
,

在会议期间所折射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
一方面

,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
,

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国际规划学界上达到了一

个空前的有影响力的地位
,

专程赶来筹备明年世界大会的世界规划院校大会 国际指

导委员会主席 肠ui s ABR ECH仆 教授在大会上强调
,

在最近的 5 年中
,

中国的城市

规划教育对世界规划界开始产生重要影响
,

同济大学是全世界影响力提升最快的规

划学校
。

在亚洲最高级别的城市规划学术论坛中
,

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学者进行发言

交流令人高兴和鼓舞
。

另一方面
,

西方的规划院校都普遍面临招不到好学生
,

招不

满学生的状况
,

不得不依靠国际学生特别是亚洲的学生维持适当的规模
。

很多城市

规划专业的系
、

所不断缩小
,

这很令人震惊
。

为什么欧美的城市规划专业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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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80 年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术拓展后
,

今天规划教

育反而面临如此窘境
,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

1
.

2 柏林工大 (TU Be rli n) 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所走过的

道路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

19 72 年
,

柏林工大在欧洲大陆所有

的大学中间
,

最早地创办了独立于建筑学之外的城市规划专

业
,

5 位城市规划专业教授与另外 6 位来 自城市经济学
、

城市

社会学
、

国民经济学
、

区域地理学
、

建设法学和统计学专业的

志同道合的教授携手
,

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专业
—

城

市与区域研究所
。

该所完全与建筑系平行
,

在德国代表了一个

全新的城市规划学派
。

这一代人把城市规划从纯粹的物质城市

设计地位提升到了城市经济
、

城市生态
、

城市社会
、

城市土

地
、

城市地理等更广阔的天地中
。

他们发起成立了欧洲城市规

划院校联合会 (A E SOP)
,

形成欧洲城市规划的一面旗帜
。

然而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
,

随着这批教授的退休
,

这个研究重地在

学校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

最终被建筑学院重新整合
,

这面旗帜

最终倒了下去
。

处于春天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
,

难道不会面

临这样的危机吗 ?

的挤压了
。

形成这样的观念无疑是与我们目前的规划教育方法

和内容有直接关系的
。

学科构成的多元化模式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必然潮流
,

但西方城市规划学科走过的道路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惑都提

示我们发达国家的模式并非完美
,

我们进行多元化教育的目标

和内容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

2 今日城市规划学科的危机

1
.

3 学科的拓展给学生造成的迷茫同样不容忽视
。

目前全国

城市规划院校的数量呈现一种爆炸性的扩张 (图 l )
,

城市规划

学科课程设置也逐渐与国际接轨
。

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指

定的核心课程减少到了 8 门
,

所占学时也下降到了总学时的不

足 1/ 3
,

各个院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渊源
,

开设了包含地理学
、

管理学
、

林学
、

信息技术等诸多相关专业的课程 (陈秉钊

20以 )
。

一时间
,

城市规划教育覆盖的领域空前扩大
,

城市规

划学科的外沿不断向外延伸和扩张
,

形成了多领域
、

多模式
、

交叉性的结构体系
。

2
.

1 核心理论空心化

很多规划教育工作者都已经注意到
,

19 60 年代以来
,

西方

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逐渐出现了转型
,

设计和工程学科的主导

地位受到动摇
,

社会
、

经济
、

政治和环境生态学的思想对城市

规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19 80 年代以后
,

城市规划理论中的主导思想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偏移 (图 3)
,

城市规划学者不但丧失了对城市发展的话语

权
,

而更不幸的是
,

为了争夺这种话语权
,

或是试图进入决策

者的语境
,

城市规划学科简单地
“

交叉
”

了政治学
、

管理学
、

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诸领域的观点来武装 自己
。

这种
“

交叉
”

在

一定的时间内形成了规划理论研究的蓬勃局面 (19 60 ~ 19 80)
,

但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地深人
,

城市规划却只能亦步亦趋
,

完

全丧失了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
,

形成了规划理论的空心化局

面
。

学科交叉并非是核心理论空心化的罪魁祸首
,

学科的交叉

的目的是形成
“

嫁接
” ,

形成独立的
、

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

域和科学理论
。

而目前城市规划的交叉却没有形成 自己的
“

知

识产权
” ,

反而促成了一大批其他领域的
“

大家
” ,

或是将城市

规划的学者
“

装扮
”

成了其他领域的专家
,

城市规划专业的影

响力受到了明显的削弱
,

他们中的代表有
:

图 , 全国 (不含忍澳台地送 ) 升办城币理划专业则阮杖戴一笠化同

学科 的发展令人振奋
,

但却也造成了许多的误解
。

在

A BBS 论坛上学生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
,

有

不少人提出
:

城市规划是一门基础课
,

目前与城市相关的专业

课都要学
,

但最后什么都讲不清楚
。

如果不把城市规划进行分

解
,

划分为各个具体的相关专业
,

其结果就像经济管理专业一

样毕业分配没人要
。

我们的学科 日益拓展
,

但其结果却是我们

的学生认为可以取消城市规划专业 l2] 。

从这个角度看
,

今天城

市规划的核心概念
.

在学生的脑海中不是扩大了
.

而是被空前

图 2 当前城市规划理论领域的几个热点人物
,

S as kia Sas s e n ,

Oav id

Ha rv ey
,

M a n u el Ca S lells
,

M iehe al Po rt6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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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3 撅币裂划甲料W化加点即服移(本 闺 甲的 用谷足 作有平入的 全理
,

共 甲 夕 月 琉捅
,

比汗垠埃珠八 )

sa ski
a

sA ss E N
,

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教授
,

转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任教授
,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巧E) 社

会学教授 ;

Man
u el CA STEL巧

.

19 79 被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

域规划学系引进
,

后索性到了社会学系做了教授
,

身兼两职 ;

D a城d 拟R v EY
,

J
o hn s H叩kin s 大学地理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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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规划主要思想的年代演进 M ie h e a l PO R TE R
.

H a rv a记 商学院教授

年代

18 9 0 之前

18 9 0 一 19 15

1 9 1 6 ~ 19 4 5

194 6 ~ 19 6 0

诚然
,

并非历史上所有的城市规划思想都来自于规划师的

脑海
,

甚至大多数不来自于职业规划师的创造
。

但历史上也从

未有一个时期
,

规划所依托的思想距离城市建设的实践这么遥

远过 (表 1)
。

当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 (AC SP) 依然将土地使

用规划列为城市规划第一任务的时候
,

我们是否考虑过对于土

地布局模式和空间选址问题的研究有哪些交叉后的创新 ? 有什

么思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对于社会科学
、

法学
、

地理学
、

管理

学
、

政治学的研究反映了城市规划的本质
,

是巨大的进步 ; 但

我们也必须看到
,

目前的规划理论依然处在
“

引用
”

阶段
,

在
“

放出去
”

的同时
, “

收回来
”

的观念却远远不够
。

如果不及

时纠正
,

城市规划核心思想边缘化的局面将伴随着学科低层次

的扩张而更加严峻
。

核心理论的空洞
,

已经导致了今 日西方城市规划教育的衰

弱局面 ; 核心理论的贫乏
,

已经致使规划师在城市决策中的发言

权越来越少 ; 常此以往
,

谁能保证我国规划行业不会走向消亡 ?

1 9 6 1 一 19 7 3

1 9 7 3 一 19 80

思想或著作

大城市的阶级间题

公园与城市扩展

城市市政工程设计

田园城市

城市艺术设计

工业城市

城市规划的数据调查

城市社会的种族向题

当代城市

新城运动

法西斯思想

城市之始与文明

中心地理论

城市更新运动

规划的标准理论

城市社会的本质

增长极理论

城市意象

文化遗产保护

社会决策批判

城市规划批判

规划中的多元倡导

理性主义与综合性规划

郊区化

寂静的春天

城市设计作为政策

马丘 比丘宪章

社会公正

城市复兴运动

1119 8 1一 l99())) 城市设计宣言言

城城城市社会政策批判判

我我我们共同的末来来

1119 90 以来来 新都市主义义

精精精明增长与紧凑城市市

沟沟沟通规划划

政政政权理论与城市政治治

妇妇妇女在规划理论中的方向性影响响

222221 世纪的城市
:

走向三大和谐谐

全全全球化理论与全球城城

倩倩倩息经济济

可可可持续发展展

深色部分是城市规划相关领城的引入理论
,

可以发现这部分的 内容在

近年 以 来有明显的增加
。

2. 2 理论创新的惰性化

一般地说
,

规划理论的集中产生总有特定的土壤
,

特别是

增长方式的革命
、

对大规模建设的反思以及思想方式的变革
,

在规划史上
,

它体现为 18 90 一 1 9 1 5 工业革命期间
、

196 1一 197 3

战后重建和民权运动期间两次规划的思潮爆发
。

今日的中国
,

几个重大的刺激外因几乎同时存在
,

正是应

该极大地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思想库的时代
,

而我们

的城市规划学术研究却 日益显现出人欲我欲
、

人云亦云 的惰

性
,

在大量引进国外时髦理论的同时
,

对于
“

中国现象
”

的研

究始终保持在一个不温不火的局面上
,

没有集中性的理论突

破
,

也缺乏持续性的观察研究
,

甚至连长三角
、

珠三角等中国

特有的城市问题研究也大量依靠国际学者
“

出口转内销
”

式的

研究来构建理论框架
。

今天的国际城市研究界
,

长三角研究引

用率最高的文献竟然是某国外建筑师的一本专著
,

这不能不说

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界的悲哀
。

这种问题的发生不能仅仅归咎与中国规划基础理论的长期

贫血
,

它与许多规划研究人员的浮躁心态是分不开的
。

一方面

引进一个新理论投人时间和精力少
,

另一方面还可 以迅速成为

某个方面的专家
,

比之穷年累月进行一个研究要显然要合算
,

更重要的是
,

还可以随时转变风向
,

迅速投人到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中去
,

成为永远的弄潮儿
。

当然
,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介绍国外理论和名著进入中国的

重要性
,

没有知识的接轨
,

我们根本无法建立与世界平行的研

究平台
,

但一个学科的巩固还是更需要创新型的知识和艰苦的

基础研究
。

理论创新的惰性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科成熟的进程
,

面对着

中国的环境和资源这两个危机性的难题
,

规划专业的无所作为

就更为
“

规划无用论
”

站脚助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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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7 一 20 0() 年我 国的城 市 总面 积从 10 8 16 km 2

增长 到

2 4s 7 5 skm , ,

增加了 2 3 倍
,

而同期的城镇化水平从 2 5
.

3 2% 增

长到 36 2 2%
,

仅上升了 10. 9% ;

200 4 年
,

中国的耕地资源总量下降到 18 亿亩的警戒线
,

直逼 16 亿亩的生存线
,

人均耕地 1
.

4 亩
,

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2/ 5
.

而根据一般预测
,

中国还将有 20 %左右的人 口脱离农业

生产
,

进人城镇 ;

与此同时
,

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
,

全国 60 0 多座城市有 2 /3 供水不足
,

特别是北京和西部部分城

市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的程度 ;

目前我国油气需求量为 2. 7 亿 t ,

而实际产量为 1
.

8 亿 t左

右
,

预测 202 0 年能源需求为 4. 5 一6 亿 t ,

目前我国的能源需求

中的 36 %依靠进 口
,

预计 20 20 年达到 60 %
,

而其中建筑能耗

占全部能耗中的 28 % (汪光熹 20() 4 ) :

人实证和结论部分
,

还是干巴巴讲一些 19 50 刁 9 6() 年代规划师

的 口头禅
,

那些进 口的理论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

博士生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
,

如果这部分青年学

者不能有清醒的认识和应用的能力
,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尤其困

难
。

今天
,

我们这些的教育者责任重大
。

3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

提出这些规划学科和教育面临的问题
,

并非是为了让大家

对学科交流提高警惕
,

严防门户
,

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样一个

良好的局面面前保持必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

中国的城市规划

学科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

还需要利用学科交叉的有利条件
,

填补理论的空白
,

创造更多的
“

硬件
”

支撑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如果在这些方面不

能有所应对
、

有所突破
,

城市规划学科的地位将难以避免地会

进一步下降
1

2. 3 研究阵地的孤立化

理论和研究的惰性在规划教育上产生的后果之一
,

就是多

学科的交叉在一些领域徒有其表
,

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城市

规划专业的实践性 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理论空白
,

难以形成紧

密的连续
。

由于学科领域的不断外延
,

反而导致了城市规划学

科的科研资源不断减少
。

同时
,

经济学
、

管理学
、

社会科学都

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主导力量
,

面对社会需求也更有灵活性
,

惟独城市规划学科和学生面对的需求市场越来越狭隘
。

在许多领域
,

并非是有了
“

城市
” + ‘

,X X 学
”

这样的组词

结构就可以实现学科的交叉和交融
,

就可以让城市规划在其中

占有一席之地
。

例如
,

城市生态学
、

城市社会学等领域早 已经

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学科
,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学科却在其中

应用较少
,

参与甚少
,

贡献更少
,

几乎已经完全成为了
“

人家

的学科
” ,

这样的交流恐怕迟早会变成
“

蚕食
” 。

孤立化的多学科教育对以技能培训为主的本科生教育造成

的影响相对较小
,

但会造成我们前面提到的
,

一些青年规划师

的虚无主义
,

认为
“

规划师什么都可以说说
,

但说什么也说不

明自
” ; 影响到硕

、

博士生的教育则是表现为研究能力的下降

和研究领域的狭隘
。

在近年不少的硕
、

博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

这样的问题
:

理论综述部分经常是旁征博引
、

诸子百家
.

但进

3
.

1 学科核心理论的向空间化回归

当前西方城市规划学科的衰弱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城

市规划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思潮相联系的
。

在这个否定权威
、

强

化多元
,

呼吁个体价值观的时代中
,

城市规划的学者进行了多

方面的反思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调是城市规划专业形成了
“

话语霸权
”

(wi lle m Sal et
,

A d re as Fal u 击
,

19 99 )
,

认为以前

的规划是利用一系列的术语将非专业人士隔绝在门外
,

形成了

规划专家自己的沙龙
。

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
,

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进人沟通
、

交流和对话的规划方法研究中 151 。

城市规划的

霸权主义消除了
,

同样消饵的还有城市规划的理性 自信和生长

空间
。

我们并不否认这种自我批判的意义
,

但这种批判一旦被错

误地引申为城市规划不需要自己的权威领域
,

不需要构建一个

城市规划具有主导地位 (而不是服务地位 ) 的
“

理论场
” ,

城

市规划学科能否名副其实就大成疑问了
。

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支撑体系有四元论
:
经济学

、

公共管

理学
、

社会学
、

政治学 (梁鹤年 20 04 ) ; 或三元论
:

理想主义
、

理性主义
、

实用主义 (仇保兴 2 (X) 5 ) 等不同的认识 ; 但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空间和城市设施是各种思想的共同目标

脱离了城市空间的城市规划无法成为一种职业
,

城市规划学科

也难以立足
。

纵观百年以来的城市规划理论演进
,

城市设计始终是城市

规划学科的支柱之一 (图 3 的框架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
。

其

间城市设计潮流虽屡有起伏
,

也多次嫁接了其他学科 (如社会

分层理论
、

公共政策理论 ) 的思想
,

但其植根于城市规划学科

的本性却基本没有受到挑战
,

至今英国的规划教育体系中仍有

62 % 的院校设置城市设计专业
,

在英国规划院校的专题研究课

程中位居第二位 (唐子来 2 00 3 )
,

这是与城市设计无法动摇的

空间属性是不可分割的
。

随着对城市规划本质问题认识的不断升华
,

我们从艺术角

度处理空间的观念逐步过度到从经济
、

生态
、

社会
、

政治等各

个角度来认识城市空间形成的原因
、

研究分布城市空间的技

术
、

完善管理城市空间的手段
。

在从巨大的理论思想宝库中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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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营养的过程中
,

城市规划学科拓展应该立足于巩固
“

空间问

题
”

这个基石
,

对周边学科的空间属性进行挖掘
,

将城市空间

的多重属性与相关学科的空间化指导意义相融合
,

形成不断扩

大的城市规划核心理论圈
。

图 5 概念性地表达了城市规划核心理论的构筑模式
,

其中

心思想
,

是通过相关学科空间化的研究
,

将
“

放出去
”

的城市

规划理论视野
,

在经过吸收
—

创新的过程后
,

形成独立的多

元空间或区位理论
,

并以此形成城市规划学科具有权威话语权

的思想和实践领域
.

应对我们所实际操作的工作对象
。

图 5 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概念性框图

(本 图并不 全面
,

仅做示意性说明 )

在这个圈层中
,

仍然有巨大的理论空白点等待规划工作者

来弥补
,

如表 2 :

表 2 巫需弥补的城市规划理论空白

产产业 区位理论论 研究新经济
,

网络化等浪潮造成的产业选址问题题

社社会区位理论论 空 间布局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

社会的和谐或骚乱乱

与与与空间规划的关系系

空空间生态理论论 各种生态要素在城市中的合理分布布

城城市定位理论论 多背景条件下城市的性质
、

规模定位
、

以及 由此此

产产产生的矛盾的解决方案
。。

空空间管理理论论 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经营和管理的价值标准
,,

符符符合和谐发展观念的城市空间评价体系系

以上各种理论空白点仅仅是管中窥豹
,

它们都是今天的城

市规划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

随着这些研究领域的推

进
,

城市规划的技术权威性和实施可能性都可以得到根本上的

提高
。

今天的城市建设已经出现了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
,

公共参

与的一票否决
,

城市规划何时能够提出自己的
“

一票否决
”

技

术要求
,

也才真正能够确立本学科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
。

3. 2 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应用研究

成功的经验是学习的榜样
,

但并非成功的保证
。

步人城市

世纪
,

我国城镇快速增长
,

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41
.

7 %
,

按

照世界城市化规律曲线
,

已处于城镇化加速起翘期的中期
。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经验
,

伴随城镇化的深人
,

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

国民的收人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

得到改善
,

逐渐走向发达和富裕
。

但同样也存在反面的案例
,

拉美国家的经验同样表明
,

如果没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发展

思路
,

城镇化发展也可走向过度城镇化和城市贫困化的反面极

端
。

探索和研究根植于本土
,

顺应自身发展需求
、

适应地区发

展规律的城市规划理论
、

技术
,

既是学科 自强 自立的要求
,

也

是今日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责任
。

从中国的现状出发
,

我们的学科至少在三个方面的研究是

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

3. 2
.

1 区域尺度的空间规划研究

在
“

十一五
”

期间
,

中国将进人这个城市化加速期关键性

的中期
,

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将从根本上奠定未来中国城

镇化的普遍模式和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形态
。

国外的经验表明
,

发达国家都是异常重视这个城市化曲线

起翘阶段的全面空间规划
。

这一方面是由于建设总量巨大
,

产

生的历史影响深远
,

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促使人们

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聚居形态
。

英国大伦敦规划
、

德国国家国

土空间规划都是在这一时刻的前期开始编制实施
。

在
“

十一五
”

期间
,

中国赖以成功的低成本低门槛的竞争

优势面临严重的挑战
。

同时在国际间转移的低端产业的总量会

逐渐减少
,

分羹的对手却越来越多 ; 而在中高端领域
,

任何一

个中国城市在与国际高等级对手竞争的时候都显得底气不足
:

上海
,

市区面积 2 05 7k m 2 ,

200 2 年人 口 为 13 34
.

23 万人
,

2 0( )4 年度上海市的 G D P为 76 0 亿美元
。

大伦敦
,

面积 一5 8ok m Z ,

2 (X) 1 年伦敦人 口为 7 1 8
.

8 万
。

按

市区人口计算
,

20 04 年度伦敦市的 G DP 为 2 847 亿美元
。

纽约
,

面积 7 80k 时
,

市区人口 7 00 多万
,

20 04 年度纽约市

的 G D P为 4 07 0 亿美元
。

东京
,

总面积 21 5 5k 耐
,

2 00 3 年人口 约 12 29 万
,

按市区

人口计算
,

20 04 年度东京市的 G D P为 7848 亿美元
。

香港
,

总面积达 110 3k 耐
,

200 3 年年底
,

香港人 口约 6 80

万
,

按市区人口计算 ,2 (X) 4 年度香港市的 G DP 为 164 0 亿美元
。

柏林
,

总面积 88 3k 时
,

人 口约 3 39 万
。

200 4 年度柏林市

的 G D P 为 10 17 亿美元 (图 6) ⋯⋯

低效能的土地利用和赢弱的经济实力显示了中国城市与国

际城市竞争高级产业时的无力
,

也指示 了我们未来的改进方

向
:
通过区域合作

,

集成比较优势
,

为迎接下一轮产业转移竞

争而准备
。

从国际学界的发展看
,

区域研究也同样进人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

对
“

新 区 域主 义 (N
e w Reg ion ali

sm )
” “

全 球 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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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德国城市化水平变化

四S0 一1% O 年代正 是德 国大规模

进行 国土 空间规划的时期

(G l
o b al R e g io n

)
”

的研究 已

经成为城市乃至国家应对经

济全球化的共同选择 (Ro g er

Si
mm

o n d s ,

G a叮 H a e k
,

2 《XX))
。

进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期以来
,

市场理论对国家

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

实践缺乏宏观引导
,

人口 和

资源的流动依赖不完全信息

条件下的市场杠杆调节
,

缺

乏应对国际竞争的布局企图
。

同时具有法定地位和实施强

制力的区域空间规划的缺位
,

使国家宏观的战略构想难以

实现
。

通过建立有效完整的全

国城乡空间规划体 系
,

尽快

结束没有战略性空间布局与

时间发展计划的盲目城镇化
,

推进中国 区域科学有序地发

展
,

对 国家已是 当务之急
,

重中之重
。

3. 2. 3 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研咒

土地和能源资源的紧缺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

但

规划研究的缺位造成的损失更加剧了资源矛盾的紧张程度
。

在 19 9 1 ~ 20(X) 年间
,

我国设市城市建设用地平均每年增长

102 2k m , ; 20() 2 年城市建设用地增加 24 6() k m 2 ,

征用 土地 2 880

k澎
,

建设用地增加值是前 10 年平均值的 2 倍多
,

征用土地是

前 10 年平均值的 3 倍以上 (陈秉钊
,

20( 又 )
。

同时
,

到 2侧)4 年底
,

全国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共闲置土地

7 20 km 2 ,

空闲土地 56 2km 2 ,

批而未供土地 一356 km , ,

三类土地

总量为 26 38 km 2 ,

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 7. 8%
。

当前的城市建设模式和人居模式相对与中国的资源状况已

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极限
,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
,

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
,

地球已经不可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型能源
,

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研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 日益凸显
。

人居环境研究是一个多层面的知识体系
,

从宏观的城市化

模式
、

城市空间形态到微观的社区 自组织系统
、

绿色建筑技

术
,

从面上的生态环境研究到点上的建筑生命循环周期都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显见的经济效益
。

城市规划长期将自己定位

为一个
“

龙头学科
” ,

在这样一个与人类生存密切关联的群体

性科学领域中
,

城市规划没有理由不用
“

领先
”

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
。

3. 2. 2 回归
“

人的尺度
”

的城市规划研究

城市设计规划的发展是与人的发展不可分割的
,

现代城市

规划和城市理论的奠基者 H o ward
,

Sit te 等人都是从人的视角

来观察城市和环境
,

为人与人
、

人与自然
、

人与建成环境的和

谐和友好做出了启迪性的贡献
。

在城市规划学科不断扩展的今天
,

我们却发现脑海中人的

影响不断地模糊
,

电缆
、

厂房和银行中流动着的许多数字成为

我们思维中的单元
,

今天城市规划经常站在市民的对立面
,

难

道与这种思想立场的差异没有关系吗 ? 换一个角度思考
,

即使

是城市规划政策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经济理性或技术理性
,

这

种选择如果能够通过人的尺度描述出来
,

城市规划也将获得更

多的公众支持
。

回归
“

人的尺度
”

的城市规划要求学科从多个方面同时推

进
:
在空间维度上

,

要求规划研究关注人的心理和生理要求
,

转变自己 目前的
“

直升机
”

似的视角
,

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实验

和实证性研究 ; 在社会维度上
,

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状

况
,

尤其是从农村转移过来的
“

新市民
” 门 的生存状态

,

不

能继续用
“

城市人 口
”

的同质化称谓抹杀多样的社会需求 ; 在

地理维度上
,

将
“

全球转移
” 、 “

全球选址
”

等时髦术语更多

地与人在数量与质量上的转移和分布结合起来
,

与这种转移对

人的生活方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联系起来
,

真正从社会和谐
,

也就是人的和谐的角度进行我们的研究
。

3. 3 理论体系的自省与升华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走向成熟还需要进行本位论的升华
。

应该说
.

今天中国所遇到的规划无用主义论调与西方国家

在 1 95 0一 19 60 年代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相似的
。

了解西方城市

规划史的学者可以发现
,

19 50 年代的西方所面临的城市建设背

景与我国的现状颇有相通之处
。

城市一方面进行了战后大规模

重建
,

另一方面城市更新运动的成就也蔚为可观
。

城市更新运动的起源标志是 19 49 年 《新住房法》的颁布
,

主要内容为大规模的清理拆除贫民窟以及不合标准的劣等住

宅
、

重建衰落地区
、

改善住房条件
、

恢复城市中心 区经济活

力
、

减少种族隔离等等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由于受到了利益集团压力
、

官僚机构低

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导致其为低收人者提供住房的主要 目标

被扭曲
,

开发与计划实施
、

实际需求相互脱节
,

无法解决牵涉

面广而复杂的住房问题
,

地方政府作为计划的具体实施者
,

并

不真正关心低收人者住房问题
,

而是为了振兴城市经济
、

增加

政府财政税收
,

注重商业发展 ; 强势利益集团 (垄断资本 ) 同

样不关心住房问题
,

只是借更新之名
,

进行高档住宅和商业开

发
,

牟取高额利润
。

更新计划不但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
,

而且还由于政策本身存

在的问题
,

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

从而招致社会各界的抨

击
。

1961 年
, “

那个土里土气
、

穿着网球鞋的小老太太
”

Ja
-

co bs 更是尖刻地讽刺道
: “

How
a记 创立了一套强大的

、

摧毁城

市的思想
” 、 “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 的东西

(H
o w ard 和他的田园城市 ) 改编过来

,

或用它来装饰 自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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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主义是 ) 以破坏以至摧毁城市的为己任的处 方
” 、 “

最

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这个罪恶堡皇中的人是一个欧洲

建筑师
,

名叫 公 C二hus ier
” ,

·
· · ·

一时间
,

城市规划的弊端儿

乎是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舆论之前
,

城市规划的公信力雪崩般

地下坠
,

规划 !
_

作者即使如 M ul n fo rcl 也不得不为捍 IJ 自己的事

业而大声辩护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

西方城市规划正是在这种辩论和反

思之后
,

真正丰富和成熟起来的
_

自省而后的升华
,

使西方的

城市规划对自己的
一

「
_

作方法
、

下作对象和 F作程序有了更全面

的认识
,

从此由现代主义迈向多元和人 文的后现代主义时期
_

Ja c o h 、 和她的著作也成为了城市规划理论教科书中极为 重要的

一部

19 00 一 196 0 年
,

西方用 了6 0 年的时间寻找到了建构规划

理论休系更 )
’

一

泛的平台
,

我们希望在第二个 60 年到来之前
,

中国的城市规划界可以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的进行一个客观

的
、

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总结
,

可以组织起自己完整的
、

合理

的学科门类
,

并形成广泛的职业价值的认同
。

易吧, 匕卜
.

几 通多夕 姑

图 7 被禁锢住手脚的城市绘图师

4 城市规划教育的应对

4
.

1 有一流的研究才有一流的教育
(

城市规划的教育模式 与

国际逐渐接轨的同时
,

中国课程内容应该具有独立 的知识地

位

4
.

2 青年学子规划职业 自我认同感的树立 首先要从规划核心

内容的集体认同开始 这要求城市规划的课程中有清晰的 主

线
,

过程安排有循序渐进的计划

4
.

3 避免去物质化的极端 去物质化的极端认为 以物质空间

为核心的规划教育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
,

全 面否定
“

功能主

义
”

等传统规划思想 但去物质化之后 未能建立起新的理论
、

技术系统
,

不但导致了教育 与实际 「作脱节
,

更使城市规划学

科走 人虚无主义的陷阱
。

城市规划中实践应用
.

例如复杂理论
,

耗散结构理论
,

协同学

等
「

这些方面的内容同样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

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从理想主义起步
,

经 历了理性主义的丰

富和完善
,

走向了更广阔的社学科学领域
,

其理论其方法和技

术储备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 在这个特定阶段中
,

面临的

规划核心理论的空心化问题和规划教育的衰落有可能是一个发

展门槛和瓶颈
,

并不一定是城 f仃规划最终趋势
。

但在国际学术

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

这种思想是在同步地影响着并不那么坚

实和牢固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 盲目地追随国际学界的动态热

点
,

漂移性地进行我们的研究 下作
,

无疑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

的发展弊多利少
。

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
,

能够使规划人 尤其是理论工作

者
、

教育 }
_

作者都能够从喧嚣中停顿片刻
,

重新审视我们的事

业
,

思考一下我们在做什么
,

我们该做什么
,

我们必须做千}
-

么
。

能有这样的效果
,

本文就已经达到它的 目的了

(本文是笔者在 《百年 西 方城市规划理论 史纲》一 书的 不

断深入完善过程中
,

对片段性的思维整理的成果之 一
,

感谢史

舫
、

王伟等同志 为本文整理基础素材 )

4. 4 避免唯空间论的极端
)

唯空间论的极端片面理解规划核

心空间化的含义
,

将一切与城市空问无关的知识从自己的视野

中抛出去
。

其结果必然是无法从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中寻找新

的结合点和知识交叉点
,

最终坐以待毙 核心空间化与教育开

放化是
“

足
” ‘, “

眼
”

的关系
,

站定生根而高瞻远瞩
,

才能培

养出适应多元化社会规划力量

注释

5 结语

在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体系依然很不完善的背景下
,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中值得讨论
.

值得改进的问题还 很多
,

例

如
,

仍然没有完全转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
,

规

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

也有大量的相关知识需要我们在

A PsA
,

A 、, a p la n l飞; n g S o h o o l A ss o e la tlo , 1
,

亚 洲规 戈
,

j院校联合会
,

是目

前亚洲城市规划专业最大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

APs 八 主席办公室现

设在上海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其第六届 双年国 际 大会

于 2以 }了年与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 同期在同济大学举行
,

第七届

双年 国际 大会于 2() ()3 年在越 南河 内建筑大学举行
、

今年九 月在马

来西 亚槟城 的圣马 来西 亚大学举办 了第八届双年 国际 大会
,

共收

到 了 来 自世界各地的 加2 篇论 文
,

遴选后在大会上宣 读的论文有

8 , 篇 A P sA 第九届双年国际 大会将于 2() t)7 在斯里 兰卡召 开
,

第十

届 双年 国际 大会将 于 2() 〔)9 年在印度召 开

A E从) P 为欧洲规划 院校联合 会
、

A C SI, 为美国规划院校 联合会
、

A N Z A P S 为澳大利 亚新 西兰 规划院校联合会

该表的数据并非是精确数
,

系根据相关文献和网络资料整理
,

可参



吴志强 于 涨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

{4 }

!5 1

{6】

考陈秉全
‘

; 2 ‘川 4
,

赵民 2 戈川4

该 邢分 数据由 网络相 关资料整理 形成
,

可能并不准确
,

但具 有说 明

性的意 义

1明。年代以 来城市规划理论界将沟通规 划和合作规划作为城 市规

划方 法 论发展的重大突破
,

诸 多
“

先锋
”

学者投身其 中
,

但城市空 间

领域的 研究却停滞不前
,

难有突破
,

甚至在 国际性的讲坛 中
,

这些做

基础 性研兄的学者也 是缘怪一 面

硕部分 内吝 可 以在 八日1巧 论坛 关于
“

应 当取 消城 市规划 专业
’

的讨

论 中找夕{
.

、

~ w 通 b b
、 。o , , 1

目前城 市中存在着大 量被称 为
“
民 工

”

和
“

流动人口 ”
的 人群

,

这邵分

人群无论 是从他们的生 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看
,

都 已经是城 市市民的

一 邵分
,

从学术的 角度看
, “

民工
”

和
“

流动人 口 ”

是一种 区别对待的

适视
,

也 不能唤醒城 市的决策者对这部分人群正常需求的关注
,

作

者认 为 应 当将这邢分人 口称 为
“

新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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