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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5_9F_8E_E

5_B8_82_E8_AE_BE_E8_c61_93971.htm 当前，城市设计已成为

规划界、建筑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可谓百家争鸣，

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在实践上，从南到北，全国上下

，各种各样的“城市设计”项目如雨后春笋，特别是一些重

大的国际竞赛、招标项目，更是把“城市设计”推上了一个

新的高潮，使“城市设计”正悄然成为一种时尚，城市设计

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又由于城市设计自身兼有理论形态与实

践形态的双重属性，并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理论与方

法，因此，城市设计“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 人们经常可

以看到类似“城市设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说法，在学科

体系中把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并列等同.同时，大量以“X X X

城市设计”命名的工程项目及设计成果不断涌现。这种现象

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重视城市设计的思想正日益深人人心，

这对提高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质量、改善城市空间环境无疑是

十分有益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深人的思考和研究，片

面强调城市设计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不但不利城市规划学

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善，还可能导致城市设计流于表面化

和形式化，反而不利城市设计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

明确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理顺其

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才能切实达到指导城市建设的目的。 应

该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一直都有着难舍难分的渊源关系.

从历史发展看，工业革命以前及其早期的很多城市规划理论

与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城市设计活动，可见，对于



那一时期而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是同一行为的不同表述

而已.即使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产生，也与城市规划难分你我。

现代城市设计论的倡导者沙里宁最初建议:“，⋯为了分析中

避免引起误解，谈到城市的三维空间概念时，就避免使用‘

规划’改用‘设计’这个名词一，在不涉及到所讨论的问题

时，同意接受‘规划’这个通称。” 由此可知，城市设计最

初是承担了城市规划中某一领域(三维空间)或某一部分的工

作，并为了把该部分工作加以强调而作的用词上的规定，目

的是为了提起人们对该部分工作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

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分工，引起了城市

空间设计的削弱，导致城市空间整体环境质量逐渐下降。人

们为克服这一弊端，提出了城市设计的概念，使城市设计工

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65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出版的《城市

设计城镇建筑》一书中也提到，今日我们不得不使用城市设

计(UrbanDesign)这个词汇，(与传统的城市设计Civ-ic Design

相区别笔者注)，但“城市设计概念的建立，并非要去创造一

个新的分离的领域，而是要防止这一基本的环境问题被忽视

或丢弃。”可见，城市设计概念的提出，不是为了创建一个

全新的学科，而是为了唤祝人们对环谙问颗的羊汁，为了恢

复城市规划本身具有却被长期忽视的塑造、改善城市空间环

境质量的职能，从而使城市规划更好、更全面地为城市建设

服务。 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也是紧

密结合、密不可分的.城市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平面布

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

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

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



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投映在土地和空间中

才能得以实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

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

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

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

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 

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

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

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

和前提.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问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

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

合理化。反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脱节，其交又的部分必

不能取得统一，出现设计和规划之间改动很大的现象，造成

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浪费.如果不进行改动，两

个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城市或同一地块而言在实际中根本无

法操作实施，规划设计的方案只能落个“图上画画、墙上挂

挂”的结果。当前很多地方都是在还没有进行规划之前，就

委托进行“城市设计”，这种没有规划原则指导的“城市设

计”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漂亮的模型和图纸上，很难说有多少

现实意义。 另外，从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实践来看，城市规划

和城市设计也一直是融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

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可概括为:本世纪初学欧美，50年代学前

苏联，80年代以来学欧美与建构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并

存(60^-70年代断层，无规划)。无论哪个时期，在规划程序上

始终以总体规划设计(含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设计进行阶段

划分，如果“设计”观念不在全过程体现就无法达到整体效



果上的完美。而且，在我国以往的规划实践中，普遍存在着

注重物质形态规划、对可行性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

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对成果的评价也往往是认为图纸画得

越漂亮，设计水平就越高.我国现行的规划教育体制仍未能突

破形态规划的传统，使得学生对“形体”、“造型”的设计

产生偏爱，而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关注和热情。 因此，我国的

城市规划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从对规划的认识、规划的过

程以及教育体制上，在对形体方面的关注不是提得不够，而

是提得过多了，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识之士

早就开始呼吁:“超越形态规划”、“少些表现、多些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的独立性，很可能

是为形体规划论打起了一把保护伞，使我们又回到只注重物

质形态规划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市规

划设计”一词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规划和

设计相结合，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对城

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安排布局与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塑造，是一

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不密不可分的指导城市建设的两个

方面，若人为地将其分开，必然产生众多的、难以解决的矛

盾.城市设计只有与城市规划相结合，走一体化的道路，才能

充分发挥其空间景观环境塑造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价

值观从以规划师为主体向以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变。城市规划

应将城市设计作为自己学科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城市设

计纳人统一的城市规划过程，不仅因为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

对象相接近或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而无法明确划分开来，而且

还完善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整体的把握，同时也符合我国

城市规划发展的实际。 即使在西方，60年代以后城市设计的



发展也并不是废弃了城市规划，而恰恰是城市规划发展的进

一步深化。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向两个方向转移:一个是

以Zoning为代表的法规文本体系的制定和执行，另一个就是

以人为中心，通过城市空间环境塑造提高人们生活空间的环

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城市设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

设计才有可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城市设计与城

市规划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

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共同为城市建设服务

。只有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兼顾各方

面的效益，使城市建设大系统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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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