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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规划思潮及其在中国的投影 

作者：吉彦波   发表：中国建设报 评论(0) 打印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一

个多世纪的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潮不仅塑造了当今社会蔚为壮观的城市景观，而且这个空间还在深刻地影响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代城市的空间规划已在不断地自我颠覆与发展完善中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趋势：它已经从过去崇尚科学理

性的技术性角色，转变到今后的包含公共事务、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一个身份复杂的多重角色。  

  田园城市和卫星城镇理论  

  城市规划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工业化形成的规模效应及人口聚集特征，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并思考怎样

进行布局自己的活动及居住空间。  

  19世纪末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田园城市流派”正是这样一股建筑思潮，其代表人物为英国

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其核心观点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霍氏称之为“田园城

市”，其实质上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  

  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霍氏在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化带等城市规划问题方面，提出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独创性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体现了一定的先驱意识。其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

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卫星城镇的理论就是从“田园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影响深远的两个典型事件。一是巴黎郊区卫星城建设。

1912年到1920年，为解决巴黎城市困局，规划者在16公里以内的地方，建造了28座卫星城。另一个事件是1917

年，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原则，设计了大赫尔辛基方案。  

  沙里宁提出，在赫尔辛基附近建设一些可以解决一部分居民就业的“半独立”城镇，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紧

张。在他的规划思想中，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城不是“跳离”母城，而是“有机”地进行着分离运

动，即不能把城市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市中心区，而应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多中心地发展；郊区的卫

星城，应该创造居住与就业的平衡，这样不但可减轻交通的负担，更会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  

  卫星城是在“花园城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解决城市人口膨

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卫星城的思想就被引用到北京的城市规划中。19世纪80年代，为解决中心城镇人口

膨胀等诸多问题，卫星城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中国城市兴起。  

  现代主义的建筑运动  

  现代主义的建筑运动是对当代城市规划建筑影响最大的一次建筑思潮，他的领头人物是勒·柯布西耶。1923

年柯氏写出《明日城市》，1925年提出的“巴黎改建方案”更是影响深远，其内容为将城市分为三个区：中心

区、商业区、行政区。在他看来，城市需要建高楼，高楼之间建绿地，这套建筑空间理论中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

色彩。但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巴黎方案并没有被采用。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规划思潮。此前城市的布局结构从属于道路，那时汽车不

发达，原来的住宅之间交通系统不会发生问题，但后来车辆增多，不仅安全成了问题，而且交通网络太多，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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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减少车辆的流通能力。所以一种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规划思潮开始被现代大城市广泛接受。  

  该理论主要内容为，每个邻里是一个自足的社会细胞，而这个细胞内有系统的社会元素，比如小学、幼儿

园、邮局、银行，商场等，有人认为其实质是提倡一种“小区办社会”模式。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按照苏联

模式建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样式的城市空间，小区是以工业厂矿为中心或为基本单位，“工厂办社会”成为一种经

典的城市规划模式，典型的有沈阳的铁西区、四川的攀枝花、河北的石家庄等。今天，这种模式随着计划经济的

落潮和市场经济的广泛兴起而正在瓦解，因此，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办社会”模式正在许多城市进行之

中。1933年，国家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开会讨论城市发展问题，并最后发表了一部名为“雅典宪章”的纲领。该

宪章称城市是构成一个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区域单位的一部分，城市即依赖这些单位而发

展。其主要内容为：城市按照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个部分来系统有机的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的无限膨胀，解决“城市病”成为城市规划师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伊利尔

·沙里宁于1934年发表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成败与未来》对二战后城市发展有很大影响，他认识到大城

市周围形成了很多“瘤”，即他所谓的“贫民窟”。他认为城市像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因此城市规划一方面就是要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有效地医治这些“瘤”，使城市形成健康的肌体。  

  战后城市规划的新趋势  

  二战后，城市规划获得了新的发展，城市规划从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延伸到人文科学，成为多学科综合与交

叉参与的结果。  

  虽然多学科参与城市研究的历史自古就有，但近来更趋活跃，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生

态学、行为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城市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规划理论。而系统

论、控制论等数理方法及电子计算机遥感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规划走出了狭窄的境地，显示出更为宏大的

视野。  

  在未来社会，另外一些趋势也更引人注目。一是面对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地方政府成为规划工作的主

战场，领域性的科学治理将取代僵硬的行政命令，规划师沟通、协调、折中的角色更显重要。这一点在中国将尤

为明显，“长官意志”正在受到挑战，科学城市规划将走向前台。第二是成熟的市民社会将促使政治体制朝向开

放、去中心化与透明化转型的主要力量。第三是纵观现代城市规划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已从崇尚科学理性的技术

性角色，转变到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组织群众意见和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角色。

 浏览:4180 评论:0 上传:cbsky 时间:2006-6-1 编辑: 

【声明】本文不代表景观中国网站的立场和观点。转载时请注明文章来源，如本文已正式发表请注明原始出处。

相关文章 所有相关文章

 【西方(19)】 

  ·近现代西方景园生态设计思想的发展 2002-7-11 

  ·当代西方国家CBD的演变规律 评 2002-8-29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 2003-1-6 

  ·战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 2003-1-17 

  ·从西方城市管理研究热点看新世纪城市发展趋势 2003-1-20 

 【城市规划(68)】 
上一篇：火车头及火车车厢主题公园景观设计 

下一篇：现代水景的传承与创新 

读者评论 所有评论

还没有评论，欢迎您参与评论！ 

   

【×CLOSE】【↑TOP】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关于我们  征稿说明  内容合作  网站地图 

主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电话：010-62745826 Email：webmaster#landscapecn.com (发邮件请把#换成@)  客服QQ：200896180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2号中关村发展大厦A103 邮政编码：100080 

Copyright © 景观中国 2003 - 2006 landscape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