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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的发展是政府、社会、

企业相互协商、共同作用的结果，小城镇总体规划作为政府

干预手段存在，代表的是政府立场，必须有利于发挥政府在

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其次，规划的目的是通过创造良好

的城镇环境和政策环境来提高城镇运作效率，吸引各种经济

要素，提高城镇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城镇经济社会的持续协

调发展。但在城镇建设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若不建立

起共同的游戏规则和保障体系，期望总体规划实现对小城镇

发展建设的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要准确预见城镇的发展趋势也

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正是小城镇总体规划必须进行滚动调校

、建立动态运作机制的根本原因。 2.小城镇规划要分别与垂

直层面、水平层面的有关规划相互衔接与协调 从垂直层面看

，小城镇规划首先要落实市、区两级上位规划所要求的定位

、职能、规模、设施等内容，再着手解决镇自身的发展策略

、产业布局、空间安排等现实问题，这种自上而下逐层落实

的规划可以达成整体的规划目标。这样留给小城镇自身发展

的空间和弹性会比较小，小城|考试|大|镇应该把服务区域作

为理解出发点，积极把握融入区域发展，参与区域分工协作

的合作机会，合理确定城镇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向；其次宜对

已执行的上版规划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结构规模、土地

利用、公共设施、交通建设、市政设施等系统按不同类别指



标进行实施总结，捐出时间轴线上的空间发展状态、原因，

在规划工作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再次要结合区域的村庄

体系规划对镇域村庄进行规划调整，如北京地区现有村庄规

模小、分布密集且用地粗放的共同特征已成为小城镇节约型

社会建设的突出制约性因素。 从水平层面看，小城镇规划首

先要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充分衔接；其次要结合土地利

用规划，通过对基本农田、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的保护和控

制来维护小城镇发展的整体利益，减少市场运行的外部性，

小城镇总体规划应在土地利用规划的整体框架内对城、乡发

展进行统筹安排；再次应与近期建设规划进行协调，提出规

划近期实施对策以完善市场运行的公平环境和秩序，减少市

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规划中应严格落实重大建设项目，对镇

整体空间布局加以整合、补充和完善，保证重大设施项目建

设在公共投资方面能够形成合力。其他同类型规划都需要与

小城镇规划进行统筹与协调。 3.实事求是地确定城镇化水平

小城镇的发展 优势、资源状况各不相同，|考试|大|从北京地

区的小城镇具体情况看有共性的地方，如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保障体系不健全、产业化进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

等等不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有效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构筑城乡一体、统筹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

的必然要求。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北京市乃至全国的资源状

况是不容乐观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占用方面，相

当于当今的发达国家。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城镇化战

略，确定城镇化水平，使城镇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当

地的实际相适应。 4.发展思维方式从“大”到“高”的转型 

在规划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小城镇与全国部分城市在



建设上作“大”文章一样，在规划工作刚刚启动时，发展思

路表现出过度的“激情与雄心”，希望规划要有“大气魄、

大手笔”，要充分满足建设用地的需求，要落实超标的道路

、广场、设施等等。但应该注意的是粗放式的城市建设平面

蔓延与扩张是难以为继的，过度侵占耕地同时会产生严重的

社会问题。所以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应该步入理性轨道，

采取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走“高

密度、高效益”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城市建设思维方式迈出

从“大”到“高”转型的第一步。规划方案应表现为“产业

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约”。 我国地域辽阔，但自然三大

区划和地貌三大阶梯造成了各城镇土地资源各不相同的状况

，经济实力有强有弱、城乡差异有大有小、发展水平有高有

低、文化背景有厚有薄。因此小城镇规划应分门别类、因势

利导地确定不同发展思路，并凝结为不同的发展模式，制定

不同的空间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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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