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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辉： 规划缺乏城市设计 一个完

整而可实施的城市规划，其内容必须包括：1.总体规划（确

定城市性质、人口和用地规模）。2.分区规划。3.控制性详细

规划。4.修建性详细规划。5.城市设计。6.建筑设计。 而实际

上，昆明市的城市规划总是在总体规划上不断地做文章，而

具体到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没有进行了。这样，更

为可实施的修建性详规无法有，成片的城市设计根本看不到

，也别谈什么建筑设计了。以昆明三市街为例，由于缺乏城

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这里的建筑就靠开发商设计后报批，没

有城市设计，是城市发展凌乱的根本原因。昆明市没有好

的C＆D，没有Citymall，没有良好的交通组织，没有好的社

区。当然，这是整个国内城市规划共同存在的问题，缺乏这

样完整的规划程序，伴随着每一届领导的更迭，城市总体规

划一再调整成为不可避免。 昆明发展离不开滇池 其实古人在

很早以前已经给昆明的发展定了位，孙髯翁在大观楼长联里

描述十分到位：“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北走蜿蜒，南

翔缟素⋯⋯九夏芙蓉，三春杨柳⋯⋯”山水城市就是昆明的

特点。 拥有滇池是春城人的福气。站在昆明市的高层建筑上

看，映入眼帘的是滇池不是城市，这样的城市形态，正是滇

池与昆明山水相依的写照。遵循这样的城市建设形态，就是

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但很久了，市民与滇池似乎已经没

有什么关系了⋯⋯ 昆明的发展不应该离开滇池。在滇池沿岸



地区，有着大量的景区、景点，如草海风景游览区（包括西

山森林公园、大观公园、滇池旅游度假区等），西岸湖滨休

疗养区（包括观音山、白鱼口和大小鼓浪风景区）、昆阳风

景名胜区（包括滇池出海口风景区、郑和下西洋风景区等）

，晋城风景名胜区（包括梁王山景区、盘龙寺景区、大湾景

区和晋城古镇），呈贡风景区（包括乌龙、海晏和柳林景区

），当然还有官渡风景名胜区（官渡古镇宝丰景区）等。这

些山水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是体现昆明市“春城”

风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素材，但却没有得到统一的

规划和开发组织，各景区、景点交通联系不便。 再看滇池沿

岸，这里分布着许多的农村居民点和乡镇企业，它们的建设

发展用地缺乏统一规划，村庄分布零星分散，空间布局混乱

，村庄规划执行缺乏严肃性，而农村居民点多以低层建筑为

主，建筑容积率低，“空心村”现象严重，造成了大量的土

地闲置，村内居住条件差。多少年来对滇池污染治理的巨大

投入，对滇池周围居民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泻药”

与“补药” 昆明主城区是长期发展形成的，因此，土地利用

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区居住用地的比例过大，一些黄金地段

被一些经济效益及用地效益差，甚至污染企业所占据，第三

产业尤其是贸易金融服务业用地不足，与土地使用的价值规

律不相符，亟待进行内部用地功能调整。 昆明主城区的规划

需要从城市空间里走出来，联系到的环境的影响、保护等，

必须跳出静态的圈子，寻找更大范围的发展。在滇池周边要

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5个发展区。其中，在滇池东岸建设新城

，是实施环滇经济带建设的第一个要动手的项目，大学城建

设对昆明主城是“泻药”，对呈贡则是“补药”。有40－50



万人口迁移到呈贡，这样的平衡对呈贡的发展，对主城的人

口疏散非常有利。应该说，推进昆明城市建设的宏大计划的

时机已经成熟了。未来“大昆明”城市的发展，其城市形态

、内部结构、与周围山水的关系，与周边城市区的辐射关系

等，交通等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并且根据现在经济情况做出

现实可行的方案。 昆明市规划设计院原院长陈兴华： 房地产

带动城市发展当休矣 昆明主城区的发展一直以来是依靠房地

产开发而带动起来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在主城区一

、二环路之间的城市建设，是以住宅建设开始的。2000年以

后，更多的城市建设也依然是靠住宅建设带动的，这样的城

市发展非常畸形，如此一来，给昆明主城区带来的最大问题

是功能区分不清楚。一个城市发展靠房地产业的发展来带动

，这样的格局当休矣。 昆明主城区的发展不能再要“加法”

了，必须要“减法”，减去多年的负荷。理想的规划总是与

城市建设现实脱节，走入越建越挤的怪圈。昆明主城区人

口1992年是147万人，到2000年增长到了260万人，其中二环

路46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2万人／平方公里

，这何谈人居环境？对区域进行疏导控制已经是势在必行。 

环滇湖滨城市建设的利与弊 昆明的发展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新

区？如果昆明的发展放在滇池边，按照湖滨城市建设的构想

进行建设的思路，其实又回到了1993年昆明市的总体规划上

，当时提出的是保住老城区，在滇池东岸呈贡建次级城市，

形成哑铃状态。 现在在分析一下按照环滇池湖滨城市建设带

来的利弊。 利：较为理想地解决现有城市发展的空间，实施

跨越式发展，彻底摆脱“摊大饼”的模式。其二，大大地提

高了城市的形象，可以使城市环境、高科技、现代、湖光山



色一体化，正如欧洲的一些湖滨城市那样。其三，变消极治

理滇池为积极治理滇池，由于城市的出现，对面源污染的控

制可以得到一个明确量化，湖滨城市的建设，对滇池水体的

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形成一个稳定健康的板块。其

四，通过湖滨城市的落位建设，使滇池治理规范化，彻底截

断滇池面污染源，保证湖滨带湿地的建设，通过治理维持一

个动态平衡。其五，环滇池湖滨城市空间位置适中，城市的

发展有利于带动整个滇中地区的城市发展，其城市圈内的主

城、城市圈外的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道路网络联系。 弊：

滇池沿岸大量的农田被占用，涉及到当地农民的利益，其难

度将大大超出“摊大饼”建设城市模式。未来滇池环湖截污

治污如何进行？怎样建设环湖生态带？“滇中调水”有望解

决滇池流域水资源补给、调配吗？环湖公路怎样修建？怎样

有效固定滇池保护范围等等都是问题。 昆明市政府研究室卢

克俭： 标志性建筑应在滇池边 对昆明市未来发展思路的构件

，必须建立在一个策划方案的基础上，有了总体的策划框架

，才能作出以滇池为中心的湖滨城市“大昆明”的规划，以

这样的构想，昆明市不应该再分什么主副区。如果昆明市按

照湖滨城市建设的构想进行建设，那么标志性的建筑是在水

边好，还是在北市区好？悉尼歌剧院、上海东方明珠塔都在

水边，其象征的意义不言自明。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应当放

在滇池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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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