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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产生、发展及主要理论实践一、 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考试大

纲要求1. 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典型格局及其社会和政治体制背

景2. 了解欧洲古代城市典型格局及其社会和政治体制背景知

识结构体系(一) 中国古代城市典型格局及其社会和政治背

景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的演变城市的历史约有5000年，

中国最早的城市距今约有350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周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多元化

时代东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儒家、道家和法家都自此形

成并发展。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皇权至上《周礼#8226.玛塔的

线形城市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8226.玛塔1882年提出。① 基

本原则运输经济，通勤耗时最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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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目的既可享

受城市型的设施又不脱离自然。④ 实践对城市规划和建设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规划实践中得到运用

；哥本哈根(1948年)指状式发展、巴黎(1971年)轴向延伸等都

是线形城市模式的发展。戈涅尔的工业城市法国建筑师戈

涅20世纪初提出、1904年展出、1917年出版《工业城市》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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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孕育了《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的原则。西谛的城市

形态研究① 通过城市空间各个构成要素的研究，在城市建设

中强调入的尺度、环境的尺度与人的活动以及感受之间的协

调，从而建立城市空间的丰富多彩和人的活动空间的有机构



成。② 在经济和艺术之间，他强调城市规划不能走向任一极

端在主要广场和街道的设计中强调艺术布局，在次要地区则

强调土地的最经济使用。格迪斯的学说生物学家格迪斯1915

年出版《进化中的城市》。① 通过生态学研究，揭示了城市

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将城市和乡村的规划纳入到同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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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经美国学者芒福德等人的发扬光大，形成了对

区域的综合研究和区域规划。② 提出城市规划的工作模式调

查分析规划。(三) 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雅典宪章》、

《马丘比丘宪章》都是对当时的规划思想进行总结，然后对

未来的发展指出一些重要的方向，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

性文件。1. 《雅典宪章》(1933年)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

划的发展追随现代建筑运动而展开。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

议主题“功能城市”发表《雅典宪章》由现代建筑运动的建

筑师所制定、反映现代建筑运动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认识

和思想观点。思想基础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之上，

认为通过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以形成良好的环境，则可自

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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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对城市恬动进行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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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看成丁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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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形势的发展变化，要进行修正。强调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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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必须把城市看做为在连续发展

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不应当把城市当做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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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宪章之间的有关变化《雅典

宪章》的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

；《马丘比丘宪章》的目标是将这些部分重新有机统一起来

，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雅典宪章》的思

想基石是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马丘比丘宪章》宣

扬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

，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

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雅典宪章》

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的描述；《马丘比丘宪章》更强

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四)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概述

城市规划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城市规划是一个巨大的

系统，仅凭感性认识是不适宜的，要运用理论和理性思维，

科学地预测城市的未来发展，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城市规划理论涉及内容如下：功能理论城市形态和结构



。决策理论系统分析(自然、经济、社会、历史)方法论、科

学决策。规范理论规划价值目标及其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的

关系。1. 城市分散发展理论田园城市理论分化为两种形式： 

① 农业地区的孤立小城镇形不成城市群；② 城市郊区只能促

进大城市的无序蔓延。卫星城(20世纪20年代恩温提出)①

1924年提出建设卫星城的概念。② 卫星城是一个经济上、社

会上、文化上具有现代城市性质的独立城市单元，同时从属

于某个大城市。③ 问题对中心城市的过度依赖，造成子母城

之间交通压力，难以真正疏解大城市。新城(20世纪50年代以

后建设的新城市，第三代卫星城)① 形成职能健全的相对独立

的城市。② 基本上是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成为城镇体系中

的组成部分。③ 对涌人大城市的人口起到截流作用。有机疏

散理论① 1942年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

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② 将城市分解成为一个既

统一又分散的城市有机整体，各部分形成相对半独立的单元

，并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以高速交通相联系。简言之，将

城市各种功能适当集中，并将这些集中点做有机疏散。2. 城

市集中发展理论城市集中发展理论的基础经济活动的聚集。

城市的集中发展城市现象；大城市发展世界城市。1966年豪

尔(世界城市》世界大城市在世界经济体制中将承担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世界城市特征：政治、商业、人才、人口、文化

娱乐中心。1986年弗里德曼《世界城市假说》世界城市的国

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 

世界城市指标：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

性机构集中地、商业部门(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的制

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



枢纽（尤其是港口与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

。城市聚集区群密集的、连续的聚居地所形成的轮廓线包围

的人口居住区，包括一个以上的城市。大城市带法国戈德

曼1957年提出，指多核心的城市连绵区，人口2 500万人以上

。如我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地区

等。3. 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城市分散与集中发展是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每个城市影响力的大小，取决

于城市所能提供的商品、服务及各种机会的数量和种类。不

同规模的城市及其影响的区域组合形成城市的等级体系。城

镇之间交通、通信所组成网络的多少和方便程度，赋予了该

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引力模型)。城市体系一定区

域内城市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格迪斯、芒福德确立

了区域城市关系是研究城市问题的逻辑框架。德国地理学家

克里斯泰勒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揭示了城市布局之间的

现实关系。贝利等人结合城市功能的相互依赖性等研究，逐

步形成了城市体系理论。城市体系内容职能、规模和空间结

构。4. 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城市内部各类土地规划布

局有一定的模式和运行规律，一般可归纳为三个理论，均与

城市的经济地租密切关联。同心圆理论伯吉斯l923年提出，城

市划分成为5个同心圆。扇形理论霍伊特1939年提出，土地使

用均是从市中心区既有的同类土地使用的基础上，由内向外

扩展，并留在同一扇形范围内。多核心理论哈里斯、乌尔

曼1945年提出。三、 当代城市规划面临的形势考试大纲要

求1. 了解当代城市规划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2. 熟悉当代城

市规划的主要理论或理念3. 熟悉当代城市规划的重要实践知

识结构体系(一) 经济全球化与城镇体系的结构重组1. 经济全



球化基本特征2. 城镇体系结构性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

时代(二) 信息化社会和城镇的空间结构变化(三) 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 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

》全面阐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之

间的协调发展。2. 1992年联合国发布《全球21世纪议程》提

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纲领变革现行政策，改变贫

穷国家和社区的生活水平；变革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

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3. 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国21世纪

议程》强调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

然选择。其中，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 知识经济与城市的科技创新环境知识经济直接以生产

、分配和利用知识与信息为基础，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于(1996年度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提出。1. 知识经济四个

特点科技创新成为重要的发展资源； 信息技术使知识以有限

成本传播； 服务产业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人力

因素空前重要。2. 高科技园区四种类型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区

，以大学所提供的科技创新环境为基础； 科学研究中心，与

制造业无直接地域联系； 技术园区，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投

资； 建设完整的科技城市，作为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的一项

计划。知识经济将催生各种高科技园区，它将是未来城市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大的中心城市仍然是科技创新的最重

要基地。我国先后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五) 经济全球化与城镇体系的结构重组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源(

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城镇体系结构性变

化1. 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的管理与控制、研究与开发和制造与

装配三个层面集中在同一城镇城镇体系水平结构。2. 知识经



济时代三个层面的聚集向不同城镇分化，经济空间结构重组

表现为制造与装配层面的空间扩散(众多的制造与装配基地)

、管理与控制层面的空间集聚(少量的经济中心城市)城镇体

系垂直结构。(六) 信息化社会和城镇的空间结构变化1. 知识

传播的信息化缩短了从知识产生到应用的周期，促进了知识

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2. 信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

结构和生活方式，如亲近大自然、家庭内工作、中心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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