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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5404.htm 1. 城市型制特色 1.1城

市分级 英国总人口为5800万人，国土面积为 24.41KM2，由大

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岛东北

部和一些小岛组成，海岸线总长11450公里，除伦敦外被分

为14个地区，语言和传统文化受欧洲北部影响较多。真正成

为世界强国始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维多利亚时

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占有的殖民地

比本土大111倍。 英国城市分级明确，城市等级是由皇室宣布

，以首都（capital）-城市（city）-城镇（town）-乡村（village

）为序,并不是完全按照人口规模而定。过去以宗教的分区确

定，设立大教堂的城镇即可称为城市，而因为某一特定事件

而册封的小城市也大有人在。城市中人口分布较散，超过100

万以上的大城市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 伦敦作为

英国的首位城市，以M25高速公路环线为界定，面积为1580

平方公里，拥有750万人口。相比二级城市如伯明翰、曼切斯

特、爱丁堡等，城市规模及人口规模都高出数倍。而三级或

更低级的小镇规模更小，城市氛围则愈趋宁静平和。不同城

市依据每个区域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因势利导确定不同城市

的规模和发展脉络，选择不同的交通模式，塑造城镇特色。

即便在优势不明确的废弃工业小镇里，地方政府也是充分利

用原有工业设施，进行维护修葺，改造成为城市公共场所，

如博物馆或商业摩尔（mall），不仅挽留了现有人口，还可

以吸引其它区域的游客。 1.2城市型制的衍生和共存 城市规划



者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前|百考试题|小心翼翼，城市肌理伴

随着不同时期的扩张延续着，因此大部分城市都可以清晰地

看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基本型制:中世纪的城市以城堡和教堂为

核心，多伫立在城市的至高点，道路采用蛛网结构，空间内

敛且指向明确，封闭狭窄的街道顺坡而下指向周边，地块划

分不规则，城市功能需求极小；文艺复兴后的城市追捧古罗

马和古西腊时期的民主城邦制，以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

空间需求迫使城市向外围不规则发散，但局部地段仍清晰的

保留着帕拉迪奥式规则的开放空间；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急

剧扩张，将分散的片断连接成较大的城市范围，中产阶级追

求着贵族的气度，城市里出现了较大手笔的理性线条形制，

方格路网再次回到城市结构当中，同时加以较大尺度的节点

空间来减少其刻板之处，如弧形或圆形、轴线转移等手法；

而近代田园城市理论等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指导下，不仅吸取

了古典主义的恢宏和优雅，还为城市人民提供了宜居的城市

环境如中央公园、环形路网加轴向干路、环形的林荫大道（

Ｇｒａｎｄ Ａｖｅｎｕｅ）等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的痕迹.二

战后英国蓬勃兴起的“新城运动”对战后城市规划理论与实

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规划的重点第一次从大城市转向周边的

新兴城镇。新城最重要的目标是空间和功能的“自给自足” 

。新城规划开创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规划风格，抛弃了对形

式美学及刻板秩序感的简单模仿，第一次充分考虑小汽车交

通对现代城市的影响，利用环路分离内外部交通，而且重视

不同交通方式的空间分离。 以上城市型制特点多共存于单个

城市之中，城市表现出两个层面的结构：微观层面以狭窄而

密集的街道和围合而成且尺度不一的街坊为基本构成单元；



宏观层面的特征是城市的广场公园及联系它们的城市主路网

。城市交通路网和公共交通策略对不同肌理间的拼接起到了

良好的润滑作用。 1.3路网骨架及交通策略对城市用地的影响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窄路幅，高密度和小街坊”是城市中

心区建设中的基本理念。即便是在小汽车增长最为迅速的时

期，也从来没有将汽车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系统规划的惟一目

标。保持步行环境和交通安全、安宁的生活质量成为城市规

划的重要目标。小尺度、利于行人穿越并能够有效限制车速

的道路网形制得以保存并发展。随着汽车的普及，这种密集

的、连通性高的道路网非但没有造成交通混乱，反而提供了

通达性极高的多路径条件，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两侧土地的

经济价值。 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为提高城市车辆的通行能力而

强调的扩宽城市主路网尺度很大程度的改变了旧城原有肌理

，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主干道和主要交叉口的交通压力。有效

保留和延伸旧城形制，加密城市支路网，加强城市“毛细血

管”的通行能力正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2. 公共领域建设 

公共领域的范畴极广，“家门以外的所有场所”。至上世

纪90年代起兴起的城市复兴运动主要是以公共领域的改造为

核心的城市建设。每个项目根据现状、经济压力和社区介入

力量等因素而有别：有的项目以历史遗产保护为主，以旅游

资源开发为先导，改善交通可达性和生态环境，如威斯明斯

特区改造；有的以重建旧城危房区为主，从社会学角度抚平

宗教、种族矛盾，在建设城市新貌的同时保证原住民生活方

式的延续，如伦敦斯皮塔菲尔德区；有的以利用旧工业区创

造“厂房生活”（loft living）为主，增加基础设施，创建及科

技工业、商业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创意综合体，如城市运河



船坞区等。 任何公共领域的项目都是一种调节行为，它必须

面对城市各方面需求，在各种矛盾的权衡中寻找到一种综合

的解决方案，即是社会所接受的方案。 许多项目最初都是以

政府为主导开展的，但在基础设施基本落定后，如主要外围

道路或河道清淤等，或是先导项目（pilot project）建成后,如

中心广场或博物馆等项目，再将规划中可改造的用地进行拆

分，吸引私人投资的介入。战后政府对城市复兴的探索从清

理可利用住宅和贫民窟开始，由国家直线管理到城市和地区

的分级共同管理，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力度也逐渐加大，资金

来源渠道多样化，普遍采取合伙人制度（partnership）,使得

不同级别的财政拨款、私人投资、社会公益基金有效平衡。 

城市公共领域从规划建设到后期管理建立了一套较良性的循

环模式。以每个社区为主体的管理公司负责对地段内的空间

进行安全、卫生、设施维护、项目选取、公共活动组织等方

面的系统管理。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为例，每年定期或不定

期的各类活动多达100多个，极大丰富了公共空间的社会参与

性，同时为其商业繁荣带来了不少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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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