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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F_BC_9A_E5_c57_613737.htm 黄金周前在广州闭

幕的２００６中国城市规年会上，国内最权威的专家为广州

敲响了警钟：广州的空间发展战略缺乏“中部规划”，千万

不要“喜新厌旧”，让老城区变成空城。 这里所指的“老城

区”、“中心城区”即广州老八区。 回顾过去５年，“南拓

、北优、东进、西联”策略使广州的城市格局得以拉开。但

与此同时，老城区空心化明显，“空挂户”大量涌现，老房

子纷纷变为出租屋，治安卫生消防堪虞，老城区商业气氛变

淡，交通设施建设和更新缓慢⋯⋯ 针对专家的意见，广州市

市长张广宁和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均作出明确回应，表示

广州一直都在关注中部，也准备提出“中优”、“中调”等

看法，但还需要专家进一步论证，才能最终落实中部发展的

思路。 而在广州市规划局刚刚公布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也不再提“八字方针”，

而是明确提出，广州的城市空间布局要形成由“一个中心主

城区，南沙、萝岗－新塘、花都三个副城区，增城、从化两

个片区，以及外围多个城镇组团组成，沿珠江水系发展的多

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梯度空间架构”。 “中心主城

区是广州市域金融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核心区，将继续担

负广州传统城市中心的功能，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中心城区应该如何发展？现有的城市空间如何优

化和提升？从今日起，本报将推出关注中心城区发展专题。

欢迎市民们拨打本报热线电话８７３８８８８８，对广州中



心城区发展提出建议。本报将反馈到有关部门。 张广宁说：

“中”是不能不管的，这恰恰也是城市最难做的 “八字方针

”应加入“中”的内容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对老城区的发展有

这样的表述：我一直强调“中”是不能不管的，这恰恰也是

城市最难做的。他认为，在原来的“东进、西联、南拓、北

优”的八字方针内加入“中”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是

“中优”“中调”还是“中提”等具体说法，会结合专家的

意见考虑，但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做。 但他认为，老城区要保

留文化，不等于不能动。如何优化老城环境，如何使老百姓

居住环境更加好？这些问题广州并不回避。“现在老城区住

宅环境的确不够好，我们不能因为保留文化底蕴，就不去改

造危破房。在旧城改造方面，关键问题是要让老百姓住得舒

服，改善住房条件。 对于专家们紧咬不放的“中部”问题，

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这样解释：其实规划部门一直都在关

注中部，也考虑过“中调”、“中优”、“中提”等说法，

但关键还是内涵不足。而且“八字”战略已经提出很久，形

成了定势，修改比较困难，日后需要专家进一步思考论证，

才能最终落实中部发展的思路。 中部发展，说透了就是城市

环境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强化城市配套功能。随着市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在迅速增长，对城市的消费配

套设施也提出更高需求，因此城市功能的完善在未来显得尤

为迫切。广州现在要建设歌剧院，为什么以前不建？那就是

因为以往市民都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消费歌剧。城市发展

越大，中心城区的地位就越高，而服务功能就显得尤为突出

。 “八字方针”拉开城市格局 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在规划

年会上就现行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他指出，《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的强制性内容

规定南部、东部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空间发展的基

本策略为：“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其中：“南拓：

新兴产业区、会展中心、生物岛、广州大学城、广州新城、

南沙新区等布置在南部地区，使之成为完善城市功能结构，

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重要区域”；“北优：应优化城市

北部地区功能布局与空间结构，发展生态旅游业，并在保证

新白云国际机场‘机场控制区’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临港的

机场带动区，建设客流中心、物流中心”；“东进：以广州

珠江新城和天河中央商务区的建设拉动城市发展重心向东拓

展，依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科学城，将旧城区的传

统产业向黄埔新塘一线集中迁移，利用港口条件，形成密集

的产业发展带”；“西联：西部直接毗邻佛山等城市，应加

强广州同西部周边城市的联系与协调发展”。 ５年来，广州

一直按照现行总体规划确立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南拓、北优

、东进、西联”的空间拓展策略进行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其中：节点带动型“南拓”，加快了南沙、广州铁路新

客站及其周边地区、大学城、广州新城等主要节点的发展，

逐步形成连线串珠式的南拓轴。 集中生态型“北优”，集中

发展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周边高技术产业基地、以联邦快递

为龙头的物流园区等“空港经济区”，以及花都汽车产业基

地、生物医药走廊和山区休闲度假区等重点区域，加强了生

态保护，构建了绿色生态屏障。 组团整合型“东进”，依托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科学城，整合东部各组团发展，

统筹布局组团隔离带，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建设，形成了沿黄

埔增城东莞方向拓展的发展带。 “优化与提升”托出新羊城 



基于此，《新一轮广州城市总体规划前期研究报告》不再提

“东进、西联、南拓、北优”，转为“优化与提升”。按照

立足长远、整体规划、有效控制、分步实施及新区先行、带

动老区的思路，积极调整城市空间布局，构筑“城市增长中

心”和“外围城镇组团”两个层次，形成由“一个中心主城

区，南沙、萝岗－新塘、花都三个副城区，增城、从化两个

片区，以及外围多个城镇组团组成，沿珠江水系发展的多中

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梯度空间架构”。 其中中心主城

区是广州市域金融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核心区，将继续担

负广州传统城市中心的功能，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规划大力调整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持续推进老城区和“城中村”综合改造，疏解人口

和建筑密度，减轻交通负荷；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

产业，逐步迁出有污染的工厂和仓储，打造全面反映历史文

化、集中体现城市繁华的现代化精品城区。 他指出，虽然初

步确立了城市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空间构架，但南拓、

东进很不平衡，随着城市在南、东、北几大轴线的快速推进

，市区的用地在未来也并不充裕；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全市

域进行设施统筹布置；旧城区需要进一步疏解旧城工业和人

口，改善交通状况，优化环境；此外，对广大农村地区、村

镇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发展核心镇的同时完善社区

服务体系的建设。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

０）》规定广州市建设用地规划的指导原则是：“布局重点

向东南转移，适当向北发展，合理调整功能分区，疏解旧城

区人口和交通源，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和交通负

荷，逐步建成一个布局科学合理、设施承受力强、建筑风格



具有岭南特色、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城市”。 专家学者就

广州发展提出中肯建议 城市切忌“腹中空” 广州老城区究竟

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在上月底中国规划年会

上邹德慈院士提出这个警告后，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

了意见。大多数专家都表示，广州老城区的发展不能再忽视

了。严防“腹中空”的警告为何会在此时提出？“空心化”

现象目前在广州是否已经存在？任由其发展的话，将为我们

的城市带来哪些影响？昨天，一些专家学者从个人的角度对

此一一作出阐释。 防止逆城市化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教授刘琦说，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

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

。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

”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些城市和今天的广州一样，为了拉开城市格局，而大力

向郊区发展。 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

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刘琦举

例说，在德国，居民是按照所居住区域纳税的，原本市的财

力要远远强于州。但是，“空心化”城市增多后，市与州的

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完全避免这种现

象也不现实。但是，中国应该尽量少走欧洲走过的弯路，“

不要等真的空心了再想办法”。 收缩扩展符合宏观政策 刘琦

分析说，防止城市“空心化”的警告在此时提出，也与国家

的宏观政策有关。前段时间，国土资源部编制的全国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被国务院否定了。“一个部委的规划被否定的情

况是很少见的”。而该规划被否定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

对耕地的保护力度不够，建设分布不均。城市都希望大扩展



，不断拉大市区，但并没有充分集约利用土地，大量土地被

建设占用。因此，收缩城市扩展，优化城市品质其实也符合

当前国家的大政策。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所所

长金勇也认为，城市的地域规模扩大了，不等于城市的空间

质量就被同步优化。老城区不“升级”，就急于拓展新城，

会使两者失去平衡，造成“外强中空”。 喧嚣与落寞： 天河

城ＶＳ南方大厦 专家们所担忧的“空心化”现象在广州究竟

有没有出现呢？刘琦教授认为有些地区已经存在这种忧患。

在几个老区中，最为担心的是荔湾。因为越秀区目前还是省

、市政府、人大所在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中心区

地位。而且，在并了东山之后，紧靠天河，并不显得衰落。

北京路这样的商业街也还比较有档次。 陈扬的遭遇： 去泮溪

酒家喝晚茶白跑一趟 而荔湾则不同。其西邻佛山，扩无可扩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设施不见明显增多，而在狭窄道

路上起来的高架路在改善整个城市交通的同时，也给局部地

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长堤一带，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前都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全国人民来广州都会慕名

前往南方大厦。但是，在人民路高架桥修建后，日渐没落。

“外地人来广州后，都去逛天河城了”。两个地区的两座建

筑，一兴一衰，反映出城市中心区的转移。 和刘教授有同样

感慨的广州人不在少数。广州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扬在去年

一期节目中感叹，他在春节期间，一次晚上１１点钟和朋友

开车去泮溪酒家喝晚茶。但是，赶到地方，发现一片漆黑。

他们不得不转战天河。这一现象让陈扬大为感慨，没想到曾

为最繁华商业区的老城区冷清至此。 而著名步行街上下九，

与北京路相比，档次差别也相当明显，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



。如果说商业的繁荣体现的都是城市的表面，那么城中人每

日的衣食住行如何，生活质量高低，则是城市发展状况最为

深刻的反映。据刘琦调查，还是在荔湾湖周边，泮溪酒家一

带，还有很多居民的生活条件相当差。不同于杨箕、棠下、

石牌等后来发展的城中村，刘琦把这些地区称为“老城中村

”。 这些地区在建国前后被纳入城市化的进程，在建国后相

当长一段均衡发展的时间内，并未显出差距。但是，在广州

新城区迅速发展的近年，这些地区的落差就相当明显了。小

街小巷，弯弯曲曲，消防车根本进不去。甚至有些家庭至今

居住的还是砖木结构的老屋。家里没有厨房、厕所，在马路

边煮饭，到外面提水。 ２０００年的轴线和２０年的轴线： 

如何取舍定位？ 对于刘教授描述的状况，张广宁市长在此前

的规划年会上曾坦率地表示：“我们不回避中心区居民居住

条件不够好，政府应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努力改变现状

，让老百姓住得舒服。” 那么，在这种“空心化”初露端倪

的情况下，政府究竟该怎么做这篇“中”的文章呢？ 刘琦教

授的观点是，首先是改变思路。“广州的城市格局已经拉开

，是时候收收手啦！”不要再继续扩大规模，“也不要再想

着把从化、增城都拉进来”。然后，对目前十区重新做个规

划，调整过去对各区不适合的提法。 其次，对于承担着广州

历史文脉的旧中轴线一带，也就是目前的老城区，要有一个

明确的思路和定位。一个是２０００多年的旧轴线，一个是

２０多年的新轴线（沿火车东站、珠江新城一线），两条轴

线如何区分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尤其是旧轴线一带究竟如

何改造？刘琦认为目前并没有讲清楚。而这应该是接下来必

须完成的工作。“使广州的公众、建设者和管理者都弄明白



”。 接下来要做的，是对旧城区进行梳理，有价值的保护起

来，没价值的清拆，不环保的工厂搬走。利用腾出的空间，

增加公共设施、公共绿地，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但是，所

有重新兴建的地区，都要与整体规划做好衔接。 优化提升： 

城市规划思路的调整衔接 值得庆幸的是，学界的观点与广州

官方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

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广州新旧规划思路的衔接。在２０００

年编制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中，强制性规定南部、东部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以拉开

城市骨架。这就是广州公众熟悉的“南拓、北优、东进、西

联”的八字方针。 正基于此，《新一轮广州城市总体规划前

期研究报告》不再提八字方针，转而提出“优化与提升”，

构筑“城市增长中心”和“外围城镇组团”两个层次。其中

中心主城区是广州市域金融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核心区，

将继续担负广州传统城市中心的功能，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

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大力调整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推进老城区和“城中村”综合改造，

疏解人口和建筑密度，减轻交通负荷。 ■ 各抒己见 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规划院顾问邹德慈： 先要保住旧城 再来更新建

筑 三四年前广州开始研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东西南北”

，我也参加了。当时我觉得气派大，四方出击，非常大胆，

从这几年来看，这个战略给广州带来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专

家也予以肯定，现在广州市已经具备了符合大城市地位的框

架。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州的“东南西北”都有，惟独“

中”被忽视了。这次提到优化、提升，从外延转到内涵，很

好，希望本次对“中”有个详细的说法。 “中”首先要保护



，其次要更新，千万不要“东西南北”发展了，“中”却衰

退了，过分集中的职能和人口要疏解，但要特别注意不要中

空，不要喜新厌旧。 广州的战略地位不在南沙、花都，而仍

然在老城区，虽然密度高等问题要解决，部分建筑要更新，

但文化、经济都还是要靠老城区。 建设部总规划师陈晓丽 城

墙虽然没了 老城格局应保 上一任的规划确实在广州发展中发

挥了主导作用。绿化实施、规划实施也做得很好。广州的大

学城、科学城，都是在总规框架下完成的，基本完成了总规

的目的，调整了功能分区，把握了城市发展。广州在大问题

上把握得好，环境明显改善。一个城市总是质变量变循环，

下一步新的规划应该是优化提升，而不是继续质变。 广州是

中国岭南文化中心，岭南文化非常丰富多彩，如何做文章？

城市特色不仅在建筑园林绘画戏曲，还有很多其他非物质文

化遗产可做，让城市特点变得立体，丰富。 国家文物局对广

州曾提出非常精彩的建议，鉴于近年来在广州重大的发现，

希望对旧城墙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广州的老城格局还在，

不要因为城墙已经没有了，就不去保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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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