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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发展及主要理论 共9个知识点 1、中国古代城市典型

格局及其社会和政治体制背景 1）规划理念的演变城市历史

约5000年，中国最早的城市距今约3500年。规划思想最早形

成：周代规划思想多元化： 东周儒家－礼制－皇权至上－《

周礼.考工记》－统治中国长达3000年－规矩管子、老子－自

然观－自然至上－因天材，就地利－变通 2）唐长安城：中

轴对称、东西两市、规整的方格路网、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处

城门、居住分布采用坊里制，设置坊墙，坊门朝开夕闭。元

大都：三套方城，宫城居中，轴线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

市。明清北京城：北部收缩2.5km、南部扩展0.5km。突

出8km中轴线。在城外设置天、地、日、月四坛。皇城南形

成商肆。 3）明南京城依山傍水，布局灵活，自然观理念占

主导的典型城市格局。 2、欧洲古代城市典型格局及其社会

和政治体制背景 1）奴隶制社会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经历

奴隶制民主政体，形成城邦国家－民主、平等的城邦精神。

代表：米立都城。广场和公共建筑取代了宫殿，市民机会场

所形成了城市的核心。古罗马：奴隶制发展的繁荣阶段。大

量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和宫殿等供奴隶主享乐的设施。城

市成为帝王宣扬功绩的工具，广场、铜像、凯旋门、记功柱

成为城市空间的核心和焦点。 2）封建社会的中世纪中世纪

的欧洲－众多封建领主王国－封建割据和战争－城堡的出现

教会势力强大－教堂占据城市中心位置，成为空间和天际轮



廓的主导因素。10世纪以后，一些城市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

，成为自治城市，公共建筑（市政厅、关税厅和行业会所）

占据城市空间的主导地位。不少城市（佛罗伦萨）突破封闭

的城堡，不断想外扩张。 3）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欧洲

城市 14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在人

文主义思想影响下，意大利修建了不少古典风格和构图严谨

的广场和街道。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威尼斯－圣马可

广场。17世纪后半叶，新生资产阶级与国王联盟－建立中央

集权的绝对君权国家。巴黎－轴线放射街道、宏伟宫殿、公

共广场成为当时典范。 3、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历史背景 1）

背景及当时存在的问题 18世纪工业革命－圈地运动－经济发

展－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病－城市

中住房短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匮乏，导致传染

病流行（19世纪三四十年代蔓延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霍乱）

。 2）针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理

论的形成（理论基础）空想社会主义，源于莫尔乌托邦概念

，代表人物－欧文、傅立叶。欧文1817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实践的协和村方案 。傅立叶1829年提出以法郎吉为单位

及1500－2000人组成的大社会。戈定1859－1870年在法国的实

践。（法律基础）英国1848年《公共卫生法》、1868年《贫

民窟清理法》、1890年《工人住房法》。（实践基础）巴黎

改建（豪斯曼）、城市美化。英国公园运动－西谛。奥姆斯

特－纽约中央公园。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以1893年芝加哥博

览会为起点的对市政建筑物进行全面改进为标志。 4、现代

城市规划的早期思想 1）霍华德“田园城市” 理论提出

－1898年《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概念－是为



健康、生活及产业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

生活，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土地归公众所有

。田园城市实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若干个田园城市（3

万人）围绕中心城市（5.8万人）呈圈状布局，城市之间是农

业用地。田园城市布局－圆形，中央为公园，六条主干道从

中心向外辐射，核心部位为公共建设，环形林阴大道，城市

外围地区建设工厂、仓库。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彻沃斯，由

恩温、帕克设计完成。 2）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设想理性功

能主义的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雅典宪章》1933年 1922年

发表“明天城市”规划方案： 300万人口的城市。中部为中心

区，处公共设施外，40万人居住在24栋60层高楼中，周围有

大片绿地。外围是环形居住带，60万人居住在板式住宅。最

外围是居住200万人的花园住宅。三层道路系统－地下重型车

、地面市内交通、高价快速交通。市区与郊区由地铁和郊区

铁路来联系。中心思想－提高市中心的密度，改善交通，全

面改造城市地区，提供充足的绿地。 1931年发表“光辉城市

”规划方案－思想集中体现城市必须集中，只有集中的城市

才有生命力。城市拥挤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即大量

高层建筑＋人车分离高效率交通系统。规划实践－20世纪50

年代昌迪加尔规划。 3）霍华德、柯布西埃规划思想比较共

同点：解决大城市的拥挤和不卫生状况。不同点：霍华德－

城市分散发展，在大城市周围建设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城市，

从空想社会主义出发，理论奠基于社会改革的理想。柯布西

埃－城市集中发展，通过对大城市结构的重组全面改造城市

地区，希望以物质空间的改造来改造整个社会。 4）索里亚.

玛塔－线形城市理论:1882年提出西班牙工程师基本原则－运



输经济，通勤耗时最少。城市形态－由铁路和干道串联在一

起的、连绵不断的长条形建筑地带。目的－既可享受城市型

的设施又不脱离自然。实践－斯大林格勒、哥本哈根1948指

状式发展、巴黎1971轴线延伸。 5）戈涅－工业城市法国 1904

展出，1917出版《工业城市》基本思路－将各类用地按照功

能互相分割以便于各自的扩建，直接孕育《雅典宪章》功能

分区的原则。 6）西谛－城市建设的艺术原则在主要广场和

街道的设计中强调艺术布局，在次要地区强调土地的最经济

使用。 7）格迪斯的学说 1915出版《进化中的城市》将城市

和乡村规划纳入到统一体系之中，使规划包括若干个城市以

及它们周围所影响的整个地区。经美国芒福德等发扬，形成

了对区域德综合研究和区域规划。工组模式－调查－分析－

规划。 5、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 1）《雅典宪章》1933 思

想基础：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上，认为通过物质空

间变量的控制，以形成良好的环境，则可自动解决城市中的

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核心内容

：提出功能分区，认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是城市的四

大基本活动。它依据城市活动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划分，突

破了过去追求图面效果和空间气氛的局限，引导规划向科学

的方向发展。功能分区及其之间的机械联系－从对城市整体

的分析入手，对城市活动进行分解，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改进建议，将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复原成为一个完整的城

市。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制定规划方案，建立各功能分区

在终极状态下的平衡状态，将城市看成了一种产品的创造，

物质空间规划成为城市建设的蓝图。 2）《马丘比丘宪章

》1977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之视为城市规划的



基本任务。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

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

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

的、多功能的环境。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

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城市规划成为一

个不断模拟、实践、反馈、重新模拟的循环过程。强调规划

的公众参与－理论基础是戴卫多夫20世纪60年代“规划的选

择理论”和“倡导性规划”－基本意义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

的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规划师要表达不同的价值判断并

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提供技术帮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