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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4.1城市规划的编制的层次以及各层次规划之间的关系 1．

城市规划编制的层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

划两个阶段。 2．总体规划 包括总体规划纲要、总体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分区规划。 3．详细规划 包括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修建设计。 4．城市总体规划工作框

架 4.02总体规划纲要 主要任务：研究确定城市总体规划的重

大原则，并作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4.03总体规划 1．

主要任务：根据城市规划纲要，综合研究和确定城市性质、

规模、容量和发展形态，统筹安排城乡各项建设用地，合理

配置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并保证城市每个阶段发展目标、发

展途径、发展程序的优化和布局结构的科学性，引导城市合

理发展。 2．规划期限：一般为20年，近期规划一般为5年。

4.04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市域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 1．主要任务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妥善处理各城镇之间，单个或数个城

镇与城镇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以达到地

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佳的发展。 2．规划期限：一般

为20年。4.05分区规划 主要任务：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

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配置作出

进一步的规划安排，为详细规划和规划管理提供依据。4.06详

细规划 主要任务：以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为依据，详细规划

建设用地的各项控制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要求，或者直接对

建设做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定设计。 根据城市规划的深化和管



理需要，一般应当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并指导修建性详细

规划的编制。4.07城市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 1．城市规划应远

近相结合 2．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3．环境保护 4．节约用地，

合理用地 5．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城市传统风貌 6．安全防患

来源：www.examda.com 7．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

、配套建设4.08制定城市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1．统筹兼顾、综

合部署 2．协调城镇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3．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城市功能的提高 4．合理和节约利用土地与水资源 5．

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6．正确引导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7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8．加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 9．塑造富有

特色的城市形象 10．增强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4.09城市

规划中的调查内容和主要方法 1．调查内容 (1)区域环境调查

： a．城市化水平：城镇和人口的数量；城市化水平的历年变

化；农村各行业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发展可能；耕

地总量的历史变化；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流动方向；城镇建

设投资的数量及增加量。 b．城镇体系：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特征和其影响范围的作用、地位；资源状况；经济、社

会结构状况；各城镇地位、社会经济发展、主导产品、产业

；市域交通供给水平、利用率。 (2)历史环境调查： 体现在社

会环境和物质环境两个方面。 (3)自然环境调查： 自然地理、

自然气象、自然生态。 (4)社会环境调查： 人口、社会组织和

结构、家庭、政府、企业和社区。 (5)经济环境调查： 整体经

济状况、各产业部门、土地、建设资金。 (6)城市土地使用。

2．主要方法 (1)现场踏勘和观测；(2)问卷和抽样调查；(3)访

谈和座谈会；(4)文献分析。4.10风向 风是地面大气的水平移

动，由风向、风速表示。4.11工程地质条件 土质与地基承能



力 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的安全。4.12滑坡与崩塌 滑坡是由于

滑坡体沿一定滑动面向下滑动而造成的，不稳定的滑坡体及

其下滑方向不宜作为城市建设用地；4.13地震 1．强震区不宜

建设城市。 2．按照地震烈度的等级，分别制定不同的规划

措施、工程措施。4.14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过量开采，地下

水位下降，会形成“漏斗”，造成水质污染，严重的还会造

成水源枯竭和地面沉陷。4.15城市规划中的定性、定量分析的

常用方法 1．定性分析 2．统计分析 3．一元回归 4．模型分

析4.16熟悉城市规划的分析方法 1．定性分析 2．定量分析 3．

空间模型分析4.17城市规划中的研究工作与常用方法 1．城市

性质的研究 城市类型、依据；方法(定性定量结合)。 2．城市

规模的研究 (1)人口规模：综合平衡法、比例法、区域分配法

、环境容量法、回归分析法。 (2)用地规模。4.18城市用地的

自然评价 1．用地评定的要求 (1)用地评定是城市规划的一项

基础工作，是为城市总体规划服务的； (2)用地评定主要以自

然条件为内容，同时也考虑一些人为的影响因素； (3)用地自

然环境的评定，不应只是各个环境要素单独作用的总和，而

是要从环境意义上考虑文化相互的作用关系，综合地鉴定其

利弊。 (4)用地评定要因地制宜。 2．用地评定的内容 以用地

为基础，综合与之相关的各项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来鉴别

各种用地是否符合规划与建设的需要。通常按自然环境条件

优越程度，适应城市设施建设需要分成三类用地。4.19城市用

地的标准国际除制定了一个比较科学、完整、系统的用地分

类体系外，还对建设用地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该标准包括人

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用地结

构3部分内容。 1．关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国际根据我国



地理跨度大、南北日照间距不同、城市规模大小不一、市政

公共设施水平相差悬殊等情况，分4个级别（Ⅰ，60.1

～75.0m2/人；Ⅱ，75.1～90.0m2/人；Ⅲ，90.1～105.0m2/人；

Ⅳ，105.1～120.0m2/人）提出了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按60

～120m2进行控制的指标体系。在使用时，可根据城市现有人

均建设用地水平，按照城市所符合指标级别和规划指标，不

能跳级发展，更不能简单采用某个数据（如人均100m2指标）

，从而限制了城市在用地上攀比和贪大的倾向。 同时应当指

出的是，该国标是根据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水平、城市

发展状况等背景提出的，仅仅是适用于初步小康水平的国家

标准，同国外一些城市相比，我国人均用地属于较低水平。

正是从我国资源短缺、需要切实保护耕地出发，才强制规定

了较低的用地水平。 2．关于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 国标规

定的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居住、工业、道路广场和绿

地四大类用地的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居住用地18.0

～28.0m2、工业用地10.0～25.0m2、道路广场用地7.0～15.0m2

、绿地大于等于9m2的要求，特殊情况时可以适当调整。 3．

关于建设用地结构 国标规定的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时，

居住、工业、道路广场和绿地四大类用地的用地结构应符合

居住用地20%～32%、工业用地15%～25%、道路广场用地8%

～15%、绿地8%～15%的要求。4.20城市用地的建设条件评价

1．建设现状条件 指城市现存的各项物质内容的构成形态与

数量的状况。 (1)城市用地布局结构方面； (2)城市设施方面

； (3)社会、经济构成方面。 2．工程准备条件 地形改造、防

洪、改良土壤、降低地下水位、防止滑坡等。 3．基础设施

条件 即七通一平及经济地理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等。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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