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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62年发表的《规划的选择理论》。 规划行为的组成：目

标的实现、选择的运用、未来导向、行动和综合性。 规划师

只要面对现实，在对未来行动进行安排时就必然要在价值的

构建、方法的运用和实现三个不同的基本层次上进行选择。 

规划师对价值进行判断，但这是规划师的价值观的作用，而

不是社会大众的判断，因此，规划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扩展选

择和选择的机会。 从1960年代普遍开展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之上。 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体制下城市

的典型格局 夏商周三代 城市的建设服务于王朝的对内统治与

对外的拓展疆域 夏代已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使用陶

制的排水管及采用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等。 《周礼》记述了按

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如“都”、“王城”和“诸

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等方

面的级别差异；同时也记载了城市的郊、田、林、牧地的相

关关系的规则。 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了大小套城的都城布局

模式，反映了当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 秦

汉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发展了“相天法地”的理念，在都城

咸阳的规划建设中得到了运用。同时，秦代城市的建设规划

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复道、甬道等多重的城市交通系统，在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根据汉代国都长安

遗址的发掘，表明其布局尚未完全按照《考工记》的形制进

行；转变发生在王莽代汉取得政权后的国都洛邑的建设中。 



三国时期，魏王曹操213年营建的邺城规划中，已经采用城市

功能分区的布局方法。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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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