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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C_B0_E4_c51_645489.htm 简介 城市规划是以

发展眼光、科学论证、专家决策为前提，对城市经济结构、

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发展进行规划。具有指导和规范城市建

设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综合管理的前期工作，是城市管理的

龙头。城市的复杂巨系统特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随城市发展

与运行状况长期调整、不断修订，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复杂的

连续决策过程。 问题 住宅及其环境问题是城市的基本问题之

一。美国社会学家佩里通过研究邻里社区问题，在20年代提

出居住区内要有绿地、小学、公共中心和商店，并应安排好

区内的交通系统。他最先提出“邻里单位”概念，被称为社

区规划理论的先驱。 后来建筑师斯坦因根据邻里单位理论设

计纽约附近雷德布恩居住街坊，取得重大成功。雷德布恩式

的街坊被视为汽车时代城市结构的“基层细胞”。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把邻里单位作为战后住宅建设和城市改

建的一项准则。 邻里单位理论本是社会学和建筑学结合的产

物。从6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它不尽符合现实社会

生活的要求，因为城市生活是多样化的，人们的活动不限于

邻里。邻里单位理论又逐渐发展成为社区规划理论人们流动

自由度的增大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城市规划家应当考虑不断

变化的交通要求。产业革命后，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内

交通问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大难题之一。交通技术的进步同

旧城市结构的矛盾愈益明显。 英国警察总监特里普的《城市

规划与道路交通》一书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见解。他的关



于“划区”的规划思想是在区段内建立次一级的交通系统，

以减少地方支路的干扰。这种交通规划思想后来同邻里单位

规划思想相结合，发展成为“扩大街坊”概念，试行于考文

垂，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伦敦规划。 此后，学

者们提出了树枝状道路系统、等级体系道路系统等多种城市

交通网模式。发展公共交通的原则现已被广泛接受。城市交

通规划同城市结构和城市其他规划问题息息相关，已成为城

市规划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人们对交通的认识，也从认识它

的单纯运输功能 ，进而认识到它对空间组织的意义和空间联

系作用，并了解到城市交通是土地使用的函数。对城市交通

的研究也发展到从城市环境的多种要求出发论交通。 在19世

纪，由于城市的脏乱，提出了改善市容问题。1893年为纪念

美洲发现400周年，在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芝加哥湖滨地

带修建了宏伟的古典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和优美的游憩场

地，使人们看到了宏大的规划对美化城市景观的作用，影响

所及，在美国掀起“城市美化运动”。 沙里宁在奥地利建筑

师席谛对城市形象所作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设计

理论”，要求把物质环境设计。放在社会、经济、文化、技

术和自然条件之中加以考虑，以创造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的良好环境。针对当时形式主义的习尚，他还提出了自由灵

活设计、建筑单体之间相互协调、建筑群空间构成以及建筑

与自然协调等一些基本原则。这样，就将城市的美化与城市

的各项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城市规划思想进一步深

化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设计问题除了从视觉艺术的

角度继续进行探索以外，还从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人

类学等角度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城



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从追求美丽的城市发展到追求有效率的

城市更适宜于人们健康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与城市设

计相联系的是城市公园的规划和建设。美国风景建筑师奥姆

斯特德在1858年设计了纽约中央公园，后又设计了布法罗、

底特律、芝加哥和波士顿等地的公园，这是有计划地建设城

市园林绿地系统的开端。实践证明，在城市规划一开始就应

该将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规划纳入其中。 城市的急剧发展，

人工建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促使人们日益重视保持自然和

人工环境的平衡以及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问题。“大地景

观”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城市规划学者对此作

了系统的阐述，引申出把大城市地区看作人类生态系统的组

成部分等观念。现在，各国的城市规划工作都考虑保护自然

环境问题。 历史纪念物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瑰

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自古以来，远见卓识之士

都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可是，近代由于城市迅速发

展，许多古建筑和历史名城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而且更多

地遭到人为的破坏。1933年《雅典宪章》较早地从城市规划

角度提出保护古建筑问题。 意识 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人们

深刻地认识到旧建筑、旧居住区在实用、经济和艺术方面的

长远价值，开始以新的观点研究旧城、旧区、旧建筑的改造

问题。通过全面调查、精心规划，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

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既适应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

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城市规划的观念和程序也

发生相应的改变。 城市的发展和城市问题的日益严重使人们

逐渐认识到不能仅就城市论城市，必须从更大的范围区域的

甚至国土的范围来研究与城市有关的问题。自从格迪斯提出



区域原则以后，区域规划和国土规划的实践以1933年开始实

施的美国田纳西州区域规划的成果最为卓著；大城市地区的

区域规划工作以纽约及其周围地区规划较早，也较有代表性

。40年代制定的大伦敦规划在这方面有创造性的发展。后来

，一些城市纷纷从商业、交通等方面从事大城市影响区域的

研究，出现了区域科学。 从区域角度对工矿区进行规划，是

区域规划工作的一项内容。较典型的例子有英国顿克斯特城

市规划和苏联顿巴斯矿区规划等。对风景名胜区、休养疗养

地区进行规划也属于区域规划领域。例如苏联黑海沿海地区

和高加索矿泉地带的区域规划。 研究成果 区域规划工作的另

一内容是对农村地区的研究。美国格尔干的《农村社区的社

会剖析》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早成果。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

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地区中心》一书中分析了该地区乡

村的市场中心和服务范围，提出了有名的“中心地理论”。

他根据这种理论探索了农村中心的分布，城市商业、服务业

的分布，以及区域规划中的城镇体系。 20世纪初，格迪斯提

出“生活图式”，从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观点，就人

、地、工作关系来综合分析城市。他的名言“调查先于规划

，诊断先于治疗”已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座右铭。这种调查

一分析一规划的工作程序一直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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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