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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

特别难得的是三海园林水系相互映衬使

规则与 自然
、

严整与活泼完美结合
,

是中国

历代都城中少有的 (图 2 )
。

至于其棋盘式道

路格局
,

安静舒适的居住街坊
,

分布均匀而
又主次分明的商市格局

,

丰富多采的民俗文

化活动和 园林水系
,

格局严谨的宗法坛庙系

统以及严密的城防体系等等都反映了封建帝

都的 历史和社会特点
。

它的舒展开敞的城市

空间特色与西方古代或中世纪城市风貌形成

了强烈对比
。

由于它是封建帝都
,

等级观念

极强
,

广大市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生活环境极

差
,

因此明清北京城市布局也反映出鲜明的

阶级性
。

旧北京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高度成就

在 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

清末
,

特别是 1 8 4 0年以后
,

北京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
。

在东
、

西交民巷建起了各国的

使领馆和兵营
,

一批新的建筑类型如教堂
、

医院
、

银行
、

学校也建立起来
,

现代商业
、

文娱设施也在外城
,

特别是在前 门大栅栏一

带建起来
;
中西合矍拍勺巴洛克形式的店面成

了这一时期的建筑标志
。

铁路下喇吐了 旧城
,

现代工业开始萌芽
,

但城市主要格局没有大

的变化
。

1 9 1 1年清王朝覆灭
,

共和国诞生
,

旧城

格局有了一些变化
。

东西向道路被打通
,

故

宫
、

坛庙
、

皇家园林对外开放
。

在 1 9 3 7一 1 9 4 5

年日本占领时期
,

也作过一些规划
,

计划在

西郊建成一个新市区
,

规划思想和格局明显

是按照日本当时的规划和东北一些日}占城市

的规划模式
,

但终于没有建成
。

1 9 4 9年北京

以一个比较完整的封建城市 !日貌迎来 了新时

代
,

当时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
,

是

一座人 口 2 00 万的文化古城
。

上海

上海明代建城
,

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座小

县城
。

由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
,

上海于
1 8 4 3年被迫开埠

。

英
、

法以及其他列强先后进

入上海
,

从 1 8 45 年至 1 9 2 7年
,

上海的城市发

展历史就是一部外国租界扩展史 ( 图 3 )
。

各 国 租界各自为政
,

缺乏统一规划
,

没有

统一的城市道路系统和各项基础设施
。

作为

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

租界内建有大量工厂
、

仓库
、

码头
、

银行
、

洋行
。

一批新的文化设

施和商业区迅速发展起来
。

太平夭国运动使

苏南大批地主豪绅拥入上海
,

使租界以外中

国政府管辖地区也不断扩展
,

在南市
、

闸北
、

苏州河一带建起不少工厂
,

城市人 口迅速增

加
, 1 8 8 0年已达 1 0 0万人

, 1 9 3 0年增至 3 0 0万

人以上
。

上海第一个城市规划是上海特别市政府

于 1 9 2 9年提出的
“
大上海都市计划

” 。

新市区

选择在江湾至吴淞一带
,

除港口
、

码头
、

铁

图 3 上海租界扩 占范围图

路
、

车站等设施外
,

用地上

还划分出行政区
、

商业区
、

住宅区
。

它的 中心区规划采

用方格网加放射路的规划手

法
,

这是受豪斯曼改建巴黎

以及华盛顿中心区规划的影

响
,

也受到芝加哥博览会规

划设计的影响
,

是一种纪念

碑式城市规划布局模式
,

同

时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轴线

对称手法
。

在建筑设计上也

是一种中西合璧的集仿式构

思
。

这个规划只是局部得到

了实现
。

在抗战时期
,

日本



人也拟定了一个
“
新上海都市建设 计划

” ,

这个规划 也和 日 本人做的 大连
、

长春等

城市的 规划 一样
,

受 当时 日 本城 市布局

模式的 影响
,

并且突 出 了工业
、

码头
、

仓库
、

铁路等设施为军事 占领和战争服务的

意图
。

主司浅胜利后
,

国民政府接管了上海
,

收

回了租界
。

为适应战后复兴
,

上海市政府从
1 9 4 6年到 1 9 4 9年进行了上海规划

。
1 9 4 9年解

放前夕所完成的第三稿 (图 4) 按照当时国际上

对大城市的有机疏散理论
,

比较科学地分析

了上海城市的现状
、

矛盾和发展方向
,

在规

划布局上采用手掌式布局手法
,

沿城市主要

交通轴向外伸展
,

集团之间保留了大片农田

绿地
,

并规划 了卫星城
,

在城市道路交通上

采用了快速干道和城市交通环路
,

在居住区

组织
一

上也注意运用邻里单位规划原则
,

这一

切都和当时二次大战后大伦敦规划
、

沙里宁

有机疏散理论和他领导做的大赫尔辛基规划

及哥本哈根规划等有关
,

也是我国第一次把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

比较

科学而切合实际
。

今天的上海规划基本上是

按这一模式发展的
。

小结

第一阶段是我国城市规划的萌芽时期
。

以北京为代表的封建城市基本上保留了它们

二二二注。。

含含如
之之

图 4 上海 1 9 4 9年规划第三稿

城另建新的行政中心
。

众所周知最后决策是

采用了前者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政治
、

经

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
,

也受了当时苏联专家

推崇的 1 9 3 5年莫斯科规划经验的影响
。

40 年

后的今天看来
,

这一决策还是对的
。

纵观世

界上著名古都兼首都如 巴黎
、

伦敦
、

东京
、

莫斯科
、

罗马等无不是在原来旧城基础上加

以改造发展
,

这样做比较现实
。

的传统格局
,

而以上海为代表

的现代城市则开始接受西方近

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

两

个规划不仅反映了各 自的社会

性质和特征
,

也反映了东西方

文化的基本区别
。

第二阶段 19 4 9一 1 9 7 9年

北京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

在对

旧城市作了一系列清理整顿后
,

即着手研究城市规划
。

当时面

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旧城

的态度
,

是在 旧城基础 上进行

改造并加以发展
,

还是保护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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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9 5年的总体规划是北京第一个 比 较

全面的综合规划 (图 5 )
。

1 9 5 5一6 1 9 5年 在

苏联专家工作组的指导下
,

将其进一步完善
,

于 1 9 5 7年提出了
“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

步方案
” 。

这两个方案基本规划思想是一致的
。

城市性质不仅是我国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 中

心
,

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

科学技术中心
。

市区范围扩大到 8 8 6 0平方公

里
,

布局上采用子母城布局
,

母城规划范围

60 0 平方公里
,

人 口控制在 500 一 600 万人
,

地区总人 口在 1 0 0 0万人
。

母城规划布局是在

旧城外采用放射环形道路网系统
,

同心圆式
由内 向外发展

,

基本上是 19 35 年莫斯料总体

规划布局模式
。

城市用地
、

道路骨架都为北

京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

在这期间建起了大

批工业
、

科研和文教机构
,

西郊行政区也在

此期间形成
。

195 8年大跃进
、

人民公社化给北京市规

划带来了很大变化
。

在强调工农结合
、

城乡

结合并进一步为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的 口

号下
,

北京总体规划有了很大修改
,

打破了

原来
“
大饼式

”
布局

,

保留 了更多农田
、

绿

地穿插分割规划区
,

形成了
“
分散集团式

”
城

市布局形态
。

同时大地园林化的 口号又强调

中心区要保持40 %绿地
,

近郊区要保持60 %

绿地
。

地区范围扩大到 1 6 8 0 0平方公里
,

人口

仍控制在 10 00 万人
,

市区人 口则压缩到 3 50 万

人
。

这样母城是分散集团式
,

近郊发展 了更

多的卫星城镇
,

形成星罗棋布式的城镇体系
。

这二规划思想当时对其他城市也有着很大的

影响
。

就其规划思想实质来看
,

仍然是有机

疏散理论的一种反映
。

因为有机疏散城市结

构植根于花园城市理论
,

其本质都是强调工

农结合
,

城乡结合
,

解决大城市过度集中所

带来的矛盾
。

在这一时期
,

大跃进思想促进

了北京大工业的发展
。

旧城内街道工业也如

雨后春笋
,

遍布全城
,

给后来城市环境
、

合

理布局
、

古城保护
、

水源
、

能源供应
、

交通

带来一连串困难
。

集团过 于分散
,

规模也小

并缺乏必要服务设施
,

使城市中心负担更大
、

3 4

在这期间
.

特别为迎接国庆十周年
,

改建了

天安门广场
,

东西长安街
,

建成了 国庆十大

建筑
,

对改变城市中心区布局结构和城市面

貌起了决定性作用
。

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改建

后改变 了北京城以故宫为中
,

啪勺封建帝王主

题思想
,

形成了人民首都政治中心的新主题
,

广场空间得到了大扩展
,

但由于注意了传统

与创新的关系
,

使这一 世界瞩目的广场既保

持了传统特色
,

又体现 了时代风貌
,

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范例
。

60 拜汗七经济调整
,

特别是接着 10 年动乱
,

北京城市规划停止执行
,

产生了更多的失误
:

城墙被拆
、

不少古建及其环境受到破坏
,

一些污

染严 驹的工业进入市区
,

旧城内建设失去控制
。

上海

解放初期
,

由于地处沿海
,

受当时政治

形势影响
, “
一五

”
期间工业没有得到很大发

展
,

性9 56 年 《论十大关系 》 报告发表后
,

上

海工业建设有了很大发展
,

到大跃进时建设

规模更大
。

此外
,

上海要支援全国
,

工业内

部结构也不断调整
。

由于上海 19 49 年的总体

规划比较实际
,

并符合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

解放后规划方案的 编制与修改基本上是在此

基础上进行
。

虽然苏联专家也进行了指导
,

但由于原有城市基础和大的规划格局已定
,

受其影响不是很大
。

50 年代初期根据规划新

辟 了北新径
、

彭浦
、

潜河径等近郊工业区
,

结合工业区建设了一批工人新村
,

都是围绕
旧市区边缘发展

。 “
二五

”

期间由于工业规模

更大
,

有些不宜于在近郊发展
,

因此又陆续

开辟 了阂行
、

嘉定
、

昊径
、

松江
、

安定等远

郊卫星城
。

到 70 年代初又开辟了金山石油化

工基地
,

建成金山 卫星城
。

从 50 年代中到了。

年代初
,

上海城市规划也几经修改
。

由于上

海市区面积大
,

人 口 多
,

人口密度高达睡平

方公里 4 万人
,

而远郊卫星城由于墓础设施

差
,

服务水平低
,

加上缺乏快速
、

容量大的

交通工具
,

一般人不愿么
.

卫星城建设速度

比较缓慢
,

因此城市发展方向和模式便成了

规划布局中 一个突出 问题
。

70 年代末在长江



口南岸宝山县境内建起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即

宝山钢铁总厂
,

和原有吴淞工业区形成另一

个新的吴淞卫星城
,

与金山卫星城遥遥相对
,

一个临长江口一个临杭州湾
,

形成上海市总

体布局的南北两翼
。

至此上海总体倾浅明布局

形成了以母城为中心
,

以吴淞和金山卫为北

南滨江和滨海两翼
,

以阂行
、

嘉定
、

松江
、

安定等卫星城为拱卫
,

带动周围星罗棋布的

县镇居民点这样一个城镇体系
。

在这个体系

中又可以看出北从吴淞
、

宝山
、

罗径通过中

必城市
,

南经昊径
、

阂行直至金山卫这样一

条南北向城市群的发展走底
在中心城市内部也有不少变化

。

为缓解

交通建成了中山环路
。

新车站一直在酝酿建

造
。

龙华机场也几经改造
,

以适应国内外的

需要
。

码头海港建设也有新发展
。

但总的来

看
,

上海在这一阶段城市建设上欠账是很多

的
,

用地
、

交通
、

人 口
、

住房等形成巨大压

力
。

另外附近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工业的迅速

发展
,

使上海逐渐失去其原有地位
,

与香港
、

东京等发达城市比较
,

上海更是落后一大步
。

这是上海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

小结

建国 30 年北京
、

上海这两大城市都有巨

大变化
,

城市规划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也有

着很大变化
.

反映 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

但基本上是工业生产力布局模式
。

其次
,

规

划思想的能动柞用也很明显
。

如北京总体规

划初期受苏联影响
,

到 19 58 年又脚人民公社

化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而走向有机疏散
,

上海则始终按有机疏散理论进行发展
。

第三

是北京
、

上海以至全国的城市规划强调的都

是物质规划 ( P h邓 1 c a l P l a
nn i飞 )

,

对社会

规划
、

规划管理
、

法令条例等重视很不够
,

而这一物质规划又随着国 民经济计划走
,

即

所谓
“
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

体化
” ,

计划一变规划也就成了墙上挂挂
,

规
划管理也是人治代替了法治

。

这与发达国家

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

第三阶段 1 9 79年一 19 8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路

线方针政策给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

根本性的变化
。

北京和上海两市规划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

北京

19 80 年中共中央提出约北京城市建设四项

原则拉转了北京以工业发展为主的主导思想
,

明确了其性质是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是对外窗口
,

国际交往中心
。

根据中央方针

重新修订的总体规划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于
198 3年 7 月作了重要批复

,

主要精神就是强

调北京城市性质是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一切建设都要服务于这一总的 目标
。

所谓建

设主要是四个方面
,

即政治思想建设
、

环境

美化建设
、

科学文化建设和适合首都特卢泊勺

经济建设
。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

第一次把

单纯物质经济规划和社会文化规伐叹结合起来
,

而且把长远目标和当前建设拓技了地结合起来
。

这和东京面向21 世纪提出
“
家园城市

”
目标

的精神是一致的
。

他们是在经济社会高度发

展之后
,

’

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想模式
;
而

我们还处在发展过程中
,

矛盾更大一些
,

但

这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

改节开放形势下
,

北京城市规划也面临

新的矛盾
。

首先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有限

能源 (特别是水源 ) 和空间的矛盾
。

现在北

京市总人 口已突破 100 0万
,

预测到 2 0 0 0年总

人 口规模将达到 1 4 0 0万人左右
。

在规划市区

内常住人 口将达到 6 50 万人
,

比总体规划方

案要求的 450 万人超出 2 0 0万人
;

流动人口现

已达到 130 万人
,

预计到 20 00 年将达到 180 万

人
;

再加上其他人 口实际 负担总人 口将超过

85 0万人
。

而规划市区面积为 75 《呼方公里
,

占全北京地区总面积的 4
.

5%
,

却集 中了 82 %

的城市人 口
,

100 %的 中央
、

市级机关
,

90 %

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

80 % 的中央
、

市属

工业
。

于是市区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与城市

有限空间形成尖锐矛盾
。

同时水资源矛盾更

为两重
。

城市发展向何处去是面右的第一大
问题

。

其次城市功能特别是中心区功能正在
3 5



逐渐转化
。

对内 叼 外的
,

J 公楼群正在城内和

围绕二环建设起幸
。

仁三北京总体规划
`
奋’ 井没

有考虑一个集中的 类似国外大城市中普睑有

的中心商贸办公 卜 (
、

!
·

, ( c e n : : al n ` ;。 ,

en
s s

L

D i s l , ; e 玄 ) 导L : 户
J

入 f分勺办公
、

交式11
、

生活服务和 义化娱乐给弓
’

心区带来很人的活

力也是压力
。

在城市面貌上也如同封建都城

的官殿
、

中世纪的教堂一样
,

成为全市的 t,.l

志
。

纽约
、

东京
、

香港就 是例证
。

在计 划经

济模式下的城市是不会出现 C B D的
,

但在

商品经济模式下
,

不论是完全自由经济还是

计划指导下的 商品经济 都不可避免出现对
C B D 的需求

。

北京东郊建国 门外积亮马桥

西侧实际上已 出现 f
,

只 小过不是经过统

规划而以分散形式出现的
,

它将给城市交通
、

供应
、

信息
,

乃至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影响
。

第三
,

城市土地有偿使角和城诈哩才政体制改

革也要求城市规划及各种法令条例紧紧跟上
,

城市设计工作已提到议事 日程上
。

目前分区

规划已为此打下一定纂础
,

但其深度还远远

不能满足这方面的 要求
。

第四
,

古城保护 日

益成为北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

北京解放

后在古城墙保护上有过不少失误
:

明代建成

的内外城墙及十几座城楼几乎被拆光
,

只剩

下四座孤单的城楼
;

城内不少古迹
,

特别是

文物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

城内高楼林立
,

原有古城风貌面临丧失的危险
。

纵观世界
,

从 70 弃衬弋以来十分重视古城保护规划和 旧城

历史地段保护工作
,

我们则刚刚起步
,

很多

方面还没有得到落实
。

第五
,

环境规划包括

生态环境
、

园林绿化
,

进而考虑城市舒适性

韧咙组 ( A m e n i t y p la n n i n g )
,

这也是国际上

认真研究的问题
。

这几年北京市在这方面作

了不少工作
,

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
,

但距中央

要求还很远
。

此外城市交通
、

居住
、

文化设

施
、

高科技发展等 问题还很多
,

这一切都会

反映到城市规划上
,

其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

城市规划立法
。

规划的执行和有效管理主要

是靠严密的法令条例
,

它体现了现代城市综

合要求和矛盾的解决
。

上海
1 9 7 8年以后上海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进入

一

个新的阶段
。

首先是城市性质是
“

我国的

经济
、

科技
、

文化中心之一
,

是重要的国际

港日城市
” 。

城市人 口规模到 2 0 0 0年控制在
l加 0万人

,

中心城市控制在 6 50 万
,

加上流动

人 n
,

也要超过 8 50 万人
。

其次是城市功能

1几别是中心城市功能上要体现经济
、

科技和

夕化 `
l
`

心的 性质
,

要建立一些新的开发区
。

职 放 八; I L海外滩就是一个 C B D 的雏型
。

在
,’灯卜 -l) 放逐步深化的 条件下

,

上海 C B D 的

功能不仅要恢复
,

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

另

外新兴技术 区的开发
、

涉外贸易 区的开发
、

七海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 了第三方面即城市

布局的变化
。

大的布局仍为第二阶段末所提

的那样
,

但中心城市布局为适应今后发展已

提出一个多心开敞式规划结构
。

此外结合浦

东的开发提出
“
以外滩

、

陆家咀为中心的城

市开发设想
” 。

现在第二条过江隧道即延安路

过江隧道已建成
,

黄浦江大 桥也在规划中
,

这样一江之隔的浦东地区将是一个比较理想

的城市开发新区
,

现开发可行性研究已完成
(图 6 )

。

据文汇报 1 9 8 8年 理 月报导
,

拟以陆

川川川
口口口 . 口户

工业

地 铁

俐冲内曰卜` . 门

铁路
. . . . ` .

.

高速公路
图 6 上海浦东开发区规划设想 (1 98 8年 )



家咀
、

花木
、

外高桥
“
三点

”
和扬高路

“

一

线
”
为开发重点

。

陆家咀为金融贸易 中心
,

即新的 C B D
,

与对岸外滩
、

南京路形成一

个整体
。

花木建成高科技开发区和 国内外来

沪进行力公展销等具有特色的街区
。

外高桥

则形成大型现代化港区
,

一线则是联系这三

片伯勺主干道
,

在道路两侧建设文化娱乐设施

和大片绿化
。

形成现代化生活走底 为实现

这一综合开发设想
,

将增添过江隧道和桥梁
,

修建铁路和机场
,

建设方针为以多种方式进

行自筹
。

上海中心区规划在改革开放新体制

上提出一条东西轴的城市开发设想
:

西起虹

桥机场
,

经虹桥国际贸易开发区
、

以第三产

业和住宅为主的古北新区
、

静安新区
、

展览

中心
、

锦江中心
、

南京路
、

外滩
,

直至陆家

咀
。

这一东西轴线把上海最主要的经济技术

文化历史以及传统风貌都串了起来
,

内容十

分丰富
,

也把上海的过去
、

现在和未来通过

建筑和城市空间联系起来
,

具有很重要的 历

史和现实意义
。

中间一段为现状
,

重在保护
、

控制和适度开发
,

东西两头是重点开发
。

现

在两端已在建设
,

未来重点在浦东陆家咀
。

这是一项重大的城市保护
、

整治和开发的系

统工程
,

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综合建设
。

上海城市规划 面临的新形势
、

新

问题
,

也是世界各大都会曾经或正在面临的

问题
。

小结

改革开放十年
,

北京
、

上海城市功能布

局
、

城市面貌有很大变化
,

对规划的理解也

更深刻了
。

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历史条件完全

不同的城市
,

在第一阶段差别很大
。

第二阶

段开始时规划思想也很不一致
,

但随着建设

发展
,

共性逐渐多起来
。

到第三阶段
,

面临

的挑战几乎是相同的
,

这是指宏观上
,

在微

观上
·

上海
、

北京各有其特色和风采
,

因此
,

城市设计〔远迷承各自的优秀传统并加以发展
,

将民族性
、

地方性和时代性统一起来
。

它们

之间带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一阶段可以

归纳为
:

1
.

城市总体空间布局形态探索
;

2
.

中心城市功能和布局调整
;

3
.

旧城保护日益重要 ;

4
.

城市土地使用规划需进一步在定性和

定量上深化
;

5
.

城市管理上的法令条例进一步完善 ;

6
.

城市环境和舒适性规划结合城市设计

日益提上日程 ;

7
.

城市交通
、

信息和基础设施进一步现

代化
。

结束语

实践证明
,

有机疏散是大城市规划的共

同规律
,

北京
、

上海也不例外
。

但另一方面
,

当一座城市达到几百万人口规模时
,

其本身

就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

人口
、

用

地规模会不幽由
`

展
,

在中国这季教均不发达国

家这一点尤甚
。

因此
,

集中与分散构成了现

代大城市发展战略中的 一对主要矛盾
。

近50

年来
,

由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

城市人口的高

度集中
,

大城市由大都会发展成了巨大都蒯椒
这是宏观上的集中

,

但就每一特大城市来说
,

又无不尽力研究如何在布局上进行响浓1分暇兔

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

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
,

是当代城市规划中一个重大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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