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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7_AC_AC

_E4_BA_8C_E5_B1_8A_E4_c57_614041.htm 由亚洲人居环境协

会发起主办、联合国人局署驻亚太区办事处、日本福冈市政

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亚洲人居环境国际峰会于4月25日在日本

福冈市隆重举行，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居环境专家将围绕亚洲

各国普遍关注的人居环境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国际

交流，在城市规划和人居环境保护的专家进行了主题演讲。 

【开彦】：非常高兴与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相距在第二届亚

洲人居环境国际峰会。接下来的专题报告由我为大家支持，

在专题报告会里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新加坡、中国

、韩国、印度的四位知名学家，他们将重点从城市层面为各

位代表介绍四个在亚洲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在人居环境建设

方面的经验和思考。包括新加坡的朋友，大家一定都会了解

新加坡美丽、怡人的生活环境，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习主席教授刘太格先生。刘太格先生

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总建筑师，在新加坡享有盛誉

，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他带来的报告题目是“高速发

展对城市的挑战”。 【刘太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

我在做这个介绍之前，讲三件事儿，第一很高兴参加这次的

会议，同时很高兴第三次来福冈，我第一次来福冈给我的印

象非常好，有水，城市密度不高，有古迹，还有一件很重要

的事儿就是你们的美术馆收藏了我父亲的三张画。第二，在

亚洲的城市其实我们所谓的城市开发、城市规划，主要是谈

新的城市规划，比如说新加坡在40年内人口增加了，现在人



口是过去的3倍，我们的新的城市的部分是原来的新加坡

的90%，所以基本上这个现象也是亚洲各个城市非常共同的

特点。使我觉得困扰的是，我们所面对的高速度、高密度、

多人口的城市规划问题，能不能找到适当的城市的操作方式

，来应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城市规划问题。如果按照原来的老

城市，像英国那些小规模的卫星城的那样处理可能应对不了

亚洲的特殊问题。第三，我们不但要一方面高速发展，另一

方面也要高速的把这个演讲介绍出来，因为今天的时间仓促

，我要把原来的20分钟尽量的缩短，前面的介绍会做的迅速

一点。 首先我们谈谈城市的几个要素，一个规划原则，我们

以新加坡为例，这个我简单的带过去。规划的几个原则，从

大范围做到小范围，从远期做到近期，从一个比较高的理想

的水平做到符合现实情况。这个跟一般的规划处理方式略有

不同，新加坡把整个岛做了20年的规划，这个大框架，我觉

得城市的框架要做的好，这个问题要隆重的提出来，大的框

架要做的好，做的远期一点，将来其他问题就好办一点。我

觉得在中国看到一句话，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可

以这么说，如果要老老实实的执行不好的方案，不如没有规

划方案，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好书，还需要好的规划方案。 这

个是我们的总体规划，这里面，这个是大框架，中间比较复

杂的比如这个中心区，中心去里面比较复杂的一部分是中央

商务区，我们再做一个比较细的规划。新加坡的经验我拿到

中国南京江北做了一个方案，江北这个方案就是从小做大，

从近期做到远期。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详细的介绍。 还有规划

原则，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听过，很多人说要做一个绿色城市

，怎么样做绿色城市呢？先把自然景观保留下来，把古迹保



留下来，然后是禁用地，像北京的故宫是不可以侵犯的。我

们把这些空下来，在剩余的土地上来做新的开发区。 新加坡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古迹保留下来，自然景观保留下

来。很多政治领导觉得我们需要把城市做的美，这个美是主

观的，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把城市的功能做的好，合理的功

能要做，在这个基础上才争取地方的特色。比如在新加坡的

卫星城镇，它的原则，它的客观就在这张图上表现出来是3

×3公里的面积，在这个基础上找各地的每个城镇的特色。这

张图和前面图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处理的方式要根据地

方特色来处理。 这是刚才那张图的从大变小，根据那个大范

围再做细一点，从这里再做现实的方案。在中国大连过去有

这么一个方案，这里面就是路的问题，框架不合理，里面的

土地功能的分布也不合理，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方案，变成了

这样子了。详细情况不介绍了。 还有比如说这是一座冰山的

话，这个是海水，一般的城市政府想做这些，可是我们新加

坡是从这里做起。所以在最初20年，你们去新加坡的话，看

不到什么好东西，都是做这种实际的工作，工商业发展、住

宅、基础设施、教育等等，不是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东西，在

那个基础上我们才把什么文化中心等等做出来，所以城市要

注意它的内在美和外在美。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城市规划的技

术。在亚洲这么一个快速度、高密度、多人口、大城市的情

况之下，是不是有一些技术问题可以提出来，根据我刚才介

绍的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一些想法。 我听中国很多规划说城市

里面的未知数太多所以只能做近期或者短期的规划，这个思

想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如果说城市规划范围是一个饭碗，

如果人口太多，把饭碗一挤下去，这个饭碗就破了。如果基



础做的特别大，最后发现人口不是那么多，压力不是那么多

，最后加一点汤、加一点菜，把这个环境做的绿化一点，一

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要规划做的要合理的大，不能为了太多

未知数的借口而做一个近期的、短期的、小规模的规划。 刚

才我们也听过了，未来了许多超级城市是在亚洲，如果建设

这个超级城市，是否可以考虑在这两三千万人口的里面有若

干个中级城市，比如250-300万的城市组合起来，比如说上海

应该可以用五个中型城市组合，是不是可以避免摊大一点，

怎么避免呢？是不是把北京或者上海划做几个200-300万人口

的城市来做。那么每个城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每个城市里

面，有中心区、有卫星城镇、有不同区域的规划，有地铁等

等，中间有一个中间商务区，可是还有其他的上午中心分布

在各地，这里面比如说卫星城镇里面是怎么规划的，可能就

是里面有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大概有4-8千户人口，小区里

面怎么规划呢？小区里面还有若干个组团，组团人口大概6-8

百户。而且小区组团有它的绿化，城市周围也有它的绿化，

卫星城也它的绿化，所以为什么你们去新加坡感觉到虽然我

们密度非常高，可是觉得有花园城市的感觉，就是这个做法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神秘。 根据刚才的说法，还有我在开

始的时候，我说新加坡这座城市，现有的城市只有十分之一

是原来的，过去英国政府对新加坡不是照顾的很好，所以开

发量非常少，后来我们为了市区重建要解决住宅问题、居住

问题，很多工程都是我们独立之后才开始做的，和中国的情

况不是非常两样。所以我在想，我们一般观念里面觉得欧洲

城市非常好，在模仿他们的城市，其实欧洲城市再20世纪是

没有大量的开发，而亚洲的城市在20世纪是大量的开发，亚



洲的城市是过去人口缓慢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有机式

的，历史长、开发慢、味道浓、效率低的开发，如果根据这

个解决不了亚洲城市的问题。我们亚洲应该认识我们的城市

是比较机械式的，是历史短、开发快、味道淡、效率高的城

市。如果解释一下就像一只孔雀，让它慢慢的长。所谓的有

机式的城市，这个是德国海德堡，这个是阿姆斯特丹，这个

建筑是经过几个世纪慢慢推敲出来的就像炖一碗鸡汤。它的

特征可以说是味道浓，可是要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有些难度

，如果要彻底解决的话就要破坏他们原有的城市的文化遗产

。 迅速的城市化发展比如澳大利亚的坎贝拉，它是20世纪初

期规划的。巴西的巴西利亚，这些是迅速的，可以说是比较

重要的例子，不一定是很成功的例子，为什么呢？比如这个

城市没有考虑到人的尺度的问题，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问题，

考虑的不足。坎贝拉是一个行政中心，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

城市，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行政中心，就是它的出发点本身

约制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新加坡十分之九的今天的新加坡是

新的。最要紧的，坎贝拉和新加坡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

们的城市是应现代城市功能的要求。 不过我一谈到机械式的

城市，我看你们可能很担心，这种城市大概是没有文化，就

应该排斥它。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这样一个激烈的反对，就好

象设计一辆汽车，首先把汽车的机械功能做好，可是在这个

基础上，还可以把车的外形做的漂亮，在里面的内室做的漂

亮，所以有的汽车是比较好，有的人把它买下来当做自己的

孩子来照看，有的汽车完全是一种工具，所以机械式的城市

不一定是没有灵魂，不一定没有文化的。我们在机械式城市

的基础上，怎么样善用城市规划的各种手段把它做的比较丰



富一点，怎么样发挥它的地方、地理、历史的潜在美，发挥

它的民族特性，还有规划师的特性免不了涵盖在里面，如果

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又有功能上的优势，又有它的特色、它

的文化和希望，如果我们好好保留它的自然环境、保留它的

古迹，还有这个城市的灵魂。所以不一定说机械式的城市就

不好。 我要讲的要点就是这个。下面我可以粗略的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把这个城市做的有灵魂，要有

序的去做。当然做这个工作，政府的责任是重要的，所谓的

禁用地就是像故宫、古迹，到后面越来越下游的工作就由人

民来处理。那么一般人说要把城市形态做的有趣的话，一谈

就谈到建筑，比较开明的就谈到建设设计包括城市设计，其

实一个城市的形象，如果只靠这两种是找不出特色的，要靠

路网做的漂亮、合理，绿化系统，比如说巴黎，除了古建筑

它的绿化系统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面积率和建筑高度是城

市形象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古迹保留肯定是对城市有作用

的，比如说看巴黎的古迹和中国是不是一样，中国的古迹和

印度的古迹也不同，所以通过几个手法一起把城市形态塑造

好。 这也是中国常见的一些问题。几乎每个城市都要从下往

上排列，可是一个小城市有几十万不可能做成上海那样子，

比如小孩子穿大人衣服是一点不可爱的，很多中国城市看起

来很滑稽就是不符合身份，所以要用不同的尺度、不同的个

性来塑造你们的城市。再说怎么发挥地方、地理、历史的潜

在美。揣摩对象，我们要知道每个城市有它不同的身份，比

如今天有些是市领导坐在前台，有的是贵宾，有的是一般的

参与者，每个人有他的身份，你坐的排次就会不同。每个地

方也有它的地理特色和历史背景，我们要注重特点，而且依



这种情况来处理城市。 这张是灰姑娘，这张图太漂亮了，灰

姑娘她的继母和她两个姐姐觉得她不是漂亮的，所以满身都

盖着灰尘，每天在工作。可是中国的古建筑就是灰姑娘，看

着很脏、很臭，可是经过洗刷之后就非常漂亮。所以古迹保

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欣赏福冈就是觉得古迹保留的

很好，我很想到福冈中心区重游你们的古迹。 新加坡刚才说

了英国政府给我们留下的古迹非常非常少，但是尽管少我们

还是保留下来，我们连湿地都保留下来。城市规划一定要和

土地起来，前面这位小姐非常漂亮，后面这张突然不用多说

，你可以想象这些疤痕就是城市的道路，就把美丽毁掉了。 

再下来所谓全球化、民族性的衔接，这些很多人都谈过了，

这里不重复了。我是希望，我们在亚洲既然今后的城市的发

展，大部分是在亚洲，我们是否首先认识我们的城市，有高

速度的机械式的发展，而不是慢速度累积的发展，是否我们

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通过我们累积的经验，有导向的，向

南美、向非洲提供我们的经验，而不是盲目学习19世纪西方

的城市模式。 在新加坡我们把城市规划做起来，制造一个平

台就能够让我们新加坡的多元民族融洽生活。 我希望中国的

城市还有亚洲其他城市要认识到你们的城市有必要快速的、

机械式的、高效率的规划发展。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

善用模式的强点，弥补它的弱点，可以对症下药，不浪费良

机，把我们的城市做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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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