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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6_B3_A8_E5_c61_92964.htm 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

资格考试被视为是对我国规划队伍素质和规划专业教育的一

次检阅。本期邀请部分参评专家笔谈（主观题），希望能够

对促进广大规划师的业务水平有所帮助。 陈友华（上海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通过阅卷工作可看到，

不少同志通过对城市规划基本原理的学习，各方面知识都有

很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文字表达能

力有待提高。城市规划工作中文字表达能力很重要，但有些

考生解答问题有些词不达意；有些是“创造”了一些不易看

懂的“新名词”，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错别字；等等。这些

都影响了解题质量。城市规划经常要写说明、文本等，文字

表达能力很重要。 （2）规划方案剖析能力有待提高。主观

试题主要是对提出的规划方案进行剖析，但从答卷中发现，

能够完整解答的考生还不多，提出的修改完善意见也不够。

试卷基本能客观反映出应试者掌握城市规划基本原理的深度

。编制和审核城市规划，分析城市规划方案并提出修改完善

意见是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3）

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学习有待提高。试卷解答不完整的原因是

对基本要求掌握不完整，也就影响答案的完整性。 总的来说

，通过这次资格考试，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法规的学习

已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张文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

级规划师）： 2000年11月底至12月初，本人参加了全国第一

次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考试的阅卷工作，颇有感想与收获。 



我负责《城市规划实务》试卷第二题的审阅，题目要求评析

一个市区人口规模70万的大城市的道路网及主要交通场。 站

设施布局的不合理之处。从答题情况看，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言简意赅、准确精当。该类试卷能比较全面准确地

找出问题之所在，遗憾的是这类答卷微乎其微，千余份试卷

中能得13分（满分为15分）以上的不超过20份。 第二类是面

面俱到、密网捕鱼。这也不失为一种应对考试的办法。这类

试卷得分情况有两种，一种能得8分～9分，对城市道路还有

些基本认识，所以只要触到要点就能得点分；另一种能得3分

～4分，可能对城市道路方面的问题有些模糊的认识，说了很

多，但有用的不多，本想广种广收，结果却广种薄收，其差

别还是在于对城市道路规划基础知识的掌握上。 第三类是审

题不准、不得要领。从卷面可以看出，答卷者有一定的城市

规划基础知识，涉及了城市布局的很多方面，但与试题无关

，费劲不少，得分不多。 第四类是大而化之、空洞无物。这

类答卷者或者审题不准、所答非所问，或者心中无数，不知

所云。卷面洋洋洒洒，不着边际。 通过参加评分工作，使我

更明白：一是要看准对象，了解意图。考试如此，搞城市规

划何尝不是如此呢？二是要突出重点，抓住要害，胡子眉毛

一把抓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城市规划是综合性极强的工作

，涉及面广，需要考虑的问题特别多，因此能否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就显得非常重要。三是工作中要加强沟通，相互协

调。这样既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又能把工作做得既快又

好。 方立（海口市规划局总工）： 实施注册规划师执业新体

制，是提高规划队伍人员素质，使执业者提高专业技术知识

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这里就这次应试人员考卷中所



反映和暴露出的一些不足及问题谈一谈。 （1）规划执业人

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但部分考生的文化素质不尽人意

。反映出知识面较窄，语文水平较低，文化素质不高等情况

，答卷中文字叙述混乱、条理不清、表达能力较差；对试题

理解不透，答题抓不住要点，答非所问；字迹书写不端正，

马虎、潦草，令人难认。 （2）部分考生在掌握和运用专业

技术知识方面还不够全面，实际业务工作能力还欠成熟。答

卷中存在用词不确切、专业用语不规范以及言不达意、答不

到位等情况。 （3）考生在掌握、熟悉、了解专业知识与相

关知识方面及知识构成上存在一定不足与缺陷。虽不乏有回

答正确、全面，获取满分（15分）的考生，但相当部分考生

顾此失彼，不能全面正确回答，反映出在掌握专业知识面及

知识结构上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 （4）从答卷中较明显地

反映出从事规划设计和从事规划管理人员之间，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业务相互不够熟悉、片面、脱节的倾向。另外，试

卷也反映出有少数考生未掌握规划专业基本知识，概念不清

，不具有专业基本素质。 唐恢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城市规划师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职业，在一些发达国

家都是安排在较高的教育等级上进行培训的。我国改革开放

初期，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人员队伍存在总体素质较低的现

象。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在许多高校设置城市规划专业

，逐渐增加了城市规划本科生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

情况有了一定改善。当前我国城市化进展加速，亟需迅速提

高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人员队伍的素质，实行全国注册规划

师考试非常必要。 从参加《城市规划实务》科目考试阅卷的

部分工作中，就居住小区规划方面的试题而言，感到许多应



试者对小区规划的概念和要求是清楚的：有的能熟悉规范，

并熟悉规划指标；能够分析掌握环境要素、用地条件、交通

条件、市场潜力；对于各级规划间的关系、居住区详细规划

的程序和深度要求也有基本概念；在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三个方面掌握规划原则方面，侧重点略有不同。

不足方面，有的应试者长篇大论但抓不住要点，或不切题意

；有的仅寥寥数语，显示对规划缺乏深刻理解；也有若干白

卷或违纪卷。另一方面，就文化素质而言，字体端正俊秀、

卷面整洁者不多；不少人字迹潦草，走形严重，错白字频频

出现，卷面凌乱不堪。这在全国性正规考试中是不应出现的

。 实行注册城市规划师制度并严格其考试认定制度是有效措

施之一。经过严格的筛选，并由此促进城市规划教育培训系

统的改革与提高，将使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进入较正规发展

的轨道。 魏超云（天津市规划院高级规划师）： 通过参加注

册规划师考试的阅卷，并征求了我市一起阅卷的若干专家和

应考生的意见后，有以下共同感受： 体会： （1）这次注册

规划师考试是我国在新时期面临新形势的需要进行的一次考

试，是对规划师水平的一次检验，有利于今后规划设计和规

划管理工作的提高，有利于城市建设，是规划师获得社会承

认的一个开端。面对21世纪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实行注册规

划师执业制度，更好地发挥规划师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2）考题的类型、分量都不错，统筹了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

的知识。但考生对考题的回答反映出对规划的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的掌握的能力参差不齐，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在答

题中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似是而非的现象。有的考生对题的理

解不透彻，从而答题就出现了文不对题的情况。出现这种状



况可能是由于考生的精神紧张或不够细心，或题目还没有看

清就开始答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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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