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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451267.htm 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个

学科，更多是市场活动，两百年前我们创建学科时是作为社

会运动创立的，最早规划师不是学建筑的，也不是学土木的

，是社会改良者，抱着如何让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新年

来推动城市的运转。从实践角度来讲，城市规划本身具有广

义性、多层次性、广视角性，具备价值观多元化。房地产学

科领域日益拓展，不断交叉融合，从经济、社会、工程性方

方面面都在介入这样一个领域，但是为什么这个领域在我们

中国变化非常慢，尤其是法定领域变化得非常慢，这是我们

国家在实践中从工程技术的定义出发，这是非常狭隘的心态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使我们传统的规划路越走越窄，与社

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城市规划追求“三个转变” 我常年主持

城市规划，并且领导商务性团队做这件事情，同时也在学校

教书，作为学科带头人组织这个学科的发展。从多年的实践

中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规划职业心态的变化，从书生意气

到职业生涯。城市规划是理想为导向，你看到的方案都是理

想路线，追求所谓最优最好，与现实操作必然有摩擦。所谓

职业生涯是什么概念？我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

师要做的事情必然是各种妥协、利益谈判中寻求出路。早期

出现了所谓规划大师，他们把个人的理想加入到社会理想当

中，这条路并没有人能够走的时间很长，逐渐走向团体理想

或者一个行业的理想，最终其实它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一种

理想的代言人，他要为社会上的政府提供资源管控方面的代



言，要为商业界提供聪明经营方面的代言人，要为市民社会

，特别是现在弱势阶层提供权利争取方面的代言。 第二，规

划实践的变化，从权威到民主协商。什么叫规划实施？我组

织过中关村西区，从最早策划到房子的审批，我都参与了。

很多人问，现在你觉得西区的规划理想是否实现，我说应该

讲是实现了。但是很多人拿着我当年画的图与现在建成的图

比，说为什么很多地方改变了，我说以这种细节衡量规划是

否实现，可能只有在天赋皇权的时代才能实现。大家会看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进入民主协商时代，好的规划

哲学应该是协商哲学，所以，我们现行规划体制要进行大的

手术。尤其是城乡规划法出台以后，规划法很核心的是控制

性详细规划，这个规划怎么来的？是一帮规划师关起门来拍

脑子拍出来的所以这样的规划，一旦有项目就面临着调整。

北京市凡是有项目的地方都进行过调整，有调容积率，有调

高度的，根源就在于决策的机制出了问题。 第三，城市规划

，从蓝图理论到复杂科学。传统上有个概念，形态决定生活

，你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心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城市生活

，但是一两百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概念本身有很多的问题，

你创造了一个好的形态未必会实现你想要得更好的生活。城

市规划也走了技术道路，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先进技术，比如

立交桥，我用立交桥解决交通问题，而是否解决了呢？从北

京的实践来看没有解决，立交桥修的越多越堵。这里涉及到

什么问题呢？城市发展过程中，它的各种各样现象与事物之

间存在复杂相关性。比如放任私家车无限度发展下去，而公

交方面没有补贴，显然私家车增长以及依赖于私家车形成的

交通体系，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这绝不是修路修桥从



技术上能够解决的。任何一项规划事务都是团队复杂分工以

及集成的产物，既有硬科学的集成也有软科学的集成。八十

年代我学完城市规划，我就讲“规划无大师”，为什么呢？

人居环境历史是人来创造的，可能你做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

，可能说你是大师，如果你参与城市规划或者实施显然不是

这样一种局面。城市规划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东

西能够得以实施，最关键的是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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