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东京中心区的皇宫和火车站

东京是日本首都
,

世界第三大城市
。

l ,容。年人口 1 1 6 2 万人
,

s , s 万户
,

用地

21 朽 平方公里
,

包括市区二十三个区和

郊区二十七个市
,

七个盯
,

八个村
,

加

上周围七个县 (即神奈川
、

琦玉
、

千叶
、

演城
、

枷木
、

群马
、

山梨 )
,

形成一都

七县的首都圈
,

人口达到 3 3 4 6万人
。

东京位子日本列岛中部关东平原南

端东京碑的西北岸
。 ` 4 , , 年

,

封建领主

太田道灌在此建城
,

称为江户 (江湾门

户之意 )
。 1 5 0 0 年

,

已有 一2 0 万人口
。

明

治维新时期
,

日本从一个封建锁国转变

为资本主义帝国
,

迁都江户
,

并改名为东

京
,

城市人口 以每年 4
·

, %的速度增长
,

到 19 世纪末
,

人目已达 2 00 万
,

占全国

人口 , %
。 1 9 20 年廷到 36。 万人

,

占全国

人口 .6 7 %
, 1 , 2 3年关东大地震和大火

,

给东京带来很大损失
,

人口疏散到郊区
,

后来通过重建使市区进一步扩大
。

30 年

代泊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

军事工业有

很大发展
,

东京人口以每年 15 万人的速

度增长
,

到 19 4 2 年
,

人口达 76 , 万人
,

占全国人口 10 %以上
。 1 9 4 3 年改东京市

为东京都
,

扩大了市区的范围
, 19 4 , 年

战争结束时城市人口锐减到 ” 0 万人
。

但战争一结束
,

人们又回到东京
,

并有

大量人口流入
。 1 9 , , 年

,

东京人口恢复

到战前规模
,

接近 8 00 万人
,

且每年以

东方巨大都会— 东京

朱 自 煊

30 万人幅度增长
。

19 65 年以后
,

增长速

度有所降低
,

特别是中心区人口有减少

的趋势
。

一
、

乡曲布户力能

东京是个多功能城市
,

是日本全国

政治
、

经济
、

管理
、

商业和文化中心
,

同时

还是一个重要工业生产基地
。

东京占全国土地 1 %
,

人口 11 %
,

但却集中了全国 6o %的商业资本
,

” %

的银行
,

27 %的商业批发与零瞥总额
,

1 , % 的工业人口和 21 % 的工业生产收

入
,

50 % 的大学生和 ” % 的大学毕业

生
。

这些都标志着这个特大城市在全国

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

行政管理职能和情报积琪活动

东京所具有的功能中
,

行政管理功

能特别突出
,

情报系统也因之相应发展

起来
,

成了全国情报中枢
,

科学文化高

度集中
,

使东京成了新闻
、

出版
、

电视
、

广播
、

通讯 以及其它情报手段的中心
。

这里的五种主要报纸发行量占全国总发

行量的 , 2%
,

几乎所有消息都集中到东

京
,

然后转发到全国
。

在广播电视方面
,

东京设立 了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 N KH ) ,

有 50 个支公司分布全国
,

全国 90 % 的

广播电视节目都由东京提供
。

在书刊发

行上
,

东京占全国发行量的 86 %
。

最近

几年
,

计算机和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使

这方面的功能更为突出
。

凡此种种
,

可

以看出东京的社会结构已从工业社会逐

步转向情报社会
。

工业生产

工业生产是东京的重要功能
。 1 9 7 ,

年统计
,

东京有 ” 00 。 家工厂
,

职工 1 13

万多人
。

工业大体上分为两类
:
一类是

占地大
,

用水量大扩有污染的重工业如

钢铁
、

石油化工等
,

分布在京滨沿海地区

`东京至川崎
、

横滨 ) 和京叶沿海地区

(东京至千叶 )
,

环绕东京湾发展
。

6o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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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又在茨城县沿海发展起鹿岛工业区
。

另一
夺

为城市服务的轻工业如出版印

刷
,

金属制品
,

电气
,

机械以及服装
,

食品
,

医药
,

家庭用品
,

玩具等
,

大部

分集中在市区范围内
。

`

东京工业结构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中小型工厂多
。

据 1 9 69 年统计
,

小企业

( 3。 人以下 ) 占全部工厂数的 卯 %
。

这

类中小企业
,

彼此间连系密切
,

组成一

个复杂的生产体系
,

很多小厂围绕着批

发部门布置
,

而很多加工小企业又都围

绕着母厂布置
,

这样就促使企业可 以经

常随着市场消费变化而调整产品
,

使东

京成为一个消费品高度发展的中心
。

商业消费活动和文化中心

东京是日本商业消舞中心
,

全市有

10 万个零售商店
,

其中 o8 %只有 4 个营



业员
,

小型商业网点布满全市
,

但也有

像银座这样繁华的商业街
。

东京又是日本的文化中心
。

东京都

集中了 1 91 所大学
,

几乎占了全国大学

的一半
。

文化设施也很多
,

有规模宏大

的博物馆
,

图书馆
,

美术馆和公园等
。

有乐叮一带集中了很多著名剧场
,

影院

等文娱设施
。

二
、

土地使用和城市布局
, 中

了
众甲

区

东京中心区是田绕皇宫御苑而形成

的政治
、

经济与文娱中心
。

皇宫南面霞

关与永田盯 一带
,

是日本政府所在地
。

这里集中了日本国会
,

参众两院
,

总理

府
,

最高法院
,

以及大藏
、

建设
、

文部
、

交通等省
。

自民党等几个大政党的总部
粗

也设在这里
。

皇宫东面称为丸内区
,

明

治时期曾卖给三菱财团
,

建了几十座办

公大楼
,

现在是日本经济管理的中枢
。

再往东是著名的银座大街
,

从京桥到 日

本桥一公里多的街道
,

是东京最繁华的

商业中心
。

因此
,

这个 以皇宫为中心的江

户旧城
,

就成了今天东京的中心地区
。

2
.

工 业 布 局

沿海工业区

东京的工业早期多分布在隅田川南

部沿河两岸
。

随着城市的扩展
,

这一带逐

步变成中心商业地段
,

工业便往东沿运

河发展
。 1 91 。 年以后

,

大的工业向川崎

一带沿海发展乙 开始是钢铁和造船等
,

以后又发展石油化工
,

至今已与横滨连

成一片
,

成为京滨工业地带
。

五十年代

起
,
又在东京湾南面千叶县沿海地区填

海发展钢铁
、

石油化工等重工业
。

这两

大工业地区有三个大钢铁厂
,

年生产能

力 2 2 ,。 万吨
;

有九个炼油厂
,

日加工石

油能力为 22 万吨 ; 有七个石油化工厂
,

年生产能力为 2 14 万吨乙烯
。

日本资源贫乏
,

工业原料都来自国

外
,

因此大型工业都沿海布置
,

并不断

填海造地
。

从 19 4 ,
·

7 2年
,

东京湾内填海

造地达 1 2 , , 0公顷
,

其中工业用地占71 20

公顷
。

60 年代初
,

又在东京东北方向 80

公里外的茨城县鹿岛那沿海建起第三个

土业基地即鹿岛土业区
,

占地 1 1 , ,。 公

顷
,

其中工业用地占 ” o0 公顷
,

也是以

钢铁石油化工为主
。

郊区大型工业区

随着铁路和高速交通干线的发展
,

郊区大型工业也沿干线发展起来
。

战后

在西郊建起飞机
、

电气设备等大型企业
。

这里离市中心 3 2
·

旬公里
,

地价便宜
。

开始时是分散建设
,

以后加强规划
,

形

成了工业区
。

它的发展方向是由沿海向

内地
,

由南向北向东扩展
,

半径 已超过

50 公里
,

正向 10 0 公里范围扩展
。

市区内的工业布局
、

市区钩的工业为轻工业
,

但各区有

不同特点
。

如中心区主要是消费品生产
,

特别是印刷业
。

东部市区主要为加工工

业
,

生产日用消费品
。

北部主要生产耐

久性消费品
。

木材及其制品在江东区
,

化学纤维和皮革等在台东
、

墨田
、

荒川

等区
。

市内各区间都有密切的协作关系
,

因此很难单独迁出
,

必须将有协作关系

的中小型工厂成组地同时外迁硕当前各

国生产的发展趋向是大规模流水生产
,

但在市区内因受地价高昂
,

交通拥挤
,

用水不足以及对环境污染等种种限制
,

不易发展
。

而迁往郊区去建成现代化企

业较为有利
。

据东京工商管理部门调查
,

42 %的企业都希望能迁出去
。

3
.

铁 路 运 翰

地面铁路

东京的铁路交通非常发达
,

是全国

铁路中心枢纽
。

铁路也是市内交通的重

要手段
,

它使东京市区扩展得极其广阔
,

铁路网本身也形成了城市的骨架
。

据交

通省 1 96 7年统计
,

环绕东京 48 公里半

径的范围内
,

平均每天有 3 , 0 万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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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交通工具上下雍
,

其中乘地面和地

下火车的占 , 8%
,

公共汽车占 19 %
,

私

人汽车占 11 %
,

出租汽车占 8%
,

无轨

电车占 , %
。

由此可见
,

市内交通将近

印 %靠铁路解决
。

东京铁路始建 于 1 5 6 5 年
。 1 5 7 0

,

9 0

年先后建成了东海本线
,

东北本线
,

信

越本线和中央本线
。 1 91 , 年建成的山手

环行线将这些铁路干线连系起来
,

位于

丸内的东京车站
,

成了枢纽中心
。

’

在干线与环行线的交接点上
,

形成

了换乘的交通枢纽
。

随着交通与人流增

加
,

在这些枢纽点上又建起了商业
、

文

娱设施
,

形成了新宿
、

池袋
、

涩谷等三

个副都心
。

战后
,

东京人口增加很快
。 , 0 年代

至 o6 年代期间
,

铁路交通得到进一步发

展
, .

新修了高速的东海道本线
。

铁路交

叉 口改为立交
。

增加了一些快速电气化

铁路线
,

并加快发展地下铁道的建设
。

地下铁道

东京地铁始建于 1 9 27 年
,

当时只建

了一条 .2 1 公里长的银座线
。 1 95 1 年起

建设丸内线
,

从池袋副都心开始
,

经过

市中心到新宿副都心
,

呈
“

U
”

字形
, l , ”

年建成
。

东京地铁有以下几个特点
,

可以借

鉴
。

首先是把地铁建设在市中心人口密

集
、

交通拥挤的地段
,

如丸内
、

银座这

样一些繁华地区
,

地铁线路密集
,

交通

方便
。

其次是地铁车辆和轨距跟地面的

统一规格
,

便于联运
,

旅客不必换乘
,

加大了运榆能力
,

缩短了乘车时间
,

改

善了交通
。

第三
,

在地铁建设中充分利

用开挖后的空间
,

安排地下停车场和地

下商业街等
,

既方便群众
,

又节约了城

市用地和建设投资
。 ·

随着城市人口和用地扩展
, 19 7入年

地铁线路增加到 13 条
,

总长 , 70 公里
。

4
·

城市布局的新趋向

在东京 50 公里半径范围内
,

目前人

口已达 15 6 0 万人
,

到 l , s , 年
,

将增加至

2 , 90 万人
。

为容纳新增加的 l。。 。 万人
,

是扩大市区
,

还是建卫星城
,

或者两手

并用? 两者的比例如何 ? 是东京面临的

尖锐问题
。

东京外围有七座新城
,

其中多数是

卧城
。

距离东京一般为 40
·

, 0 公里
。

它

们是
:

多摩新城
,

41 万人
;
筑波研究学园

城
,

22 万人 ; 千叶新城
,

36 万人
,

海滨

新城
,

24 万人
;
成田新城

,
` 万人

;

港

北新城
,

22 万人 , 多摩田园都市
,

O4 万

人
。

以上总共规划人口为 23 1 万人
。

同时
,

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生产的发

展
,

这样一种自鸯和放任自流的城市化

状况正在改变着东京城市的布局
。

过去

那种单中心的
、

半径达 30 多公里的
“
大

饼
”

式的城市结构已迅速变成一种多中

心的
、

分散的网状城市结构
。

这样的现

实
,

预示着一个新的巨大都市带的布局

形式将会出现
。

将由一系列多中心的城

市群来代替过去那种单个城市的
、

单中

心的布局
。

例如沿太平洋岸一带将会出

现连绵 4 00 多公里
,

从神户经大阪
,

京

都
,

名古屋
,

横滨直到东京的巨大都市

带
。

三三
、

城市 住宅概祝

居住问题
,

是东京最尖锐的问题之

一
。

东京有 : 8% 的家庭…居住在标准以下

的房子里
,

4O %的家庭居住有困难
,

32 %
饭

的居民每天得花二个多小时乘车大睽
。

城市住宅存在着贵
、

远
、

窄三个闻题
。

“

贵
”
是指房租贵

,

平均房租占收入的

12
·

32 %
,

低薪者则占一半
。 “

远
”
是指

离工作地点远
,

约有 o4 吓的就业人口居

住在离中心 3.0 40 公里的地方
,

10 % 的

就业人口离中心 O6
·

o7 公里
。 “

窄
”
是

指居住面积狭窄
。 :

东京的住宅有出租住宅
、

私人住宅

和公营住宅三种类型
。

私人出租住宅
: .

吵
比重很大

,

据

1 94 1 年统计
,

有 73 %的居民居住在这类

住宅中
,

最近已减至 47 %
。

出租住宅一



燕 .7 日本京叶地区沿海工业分布概况

魏
般都分布在高密度地区

,

标准低
,

每户平

均 片平米
,

只有一间房
,

厨房
、

厕所
、

浴室公用 (现在大都改为独用 )
。

居民

多为低收入者
。

但由于离中心区近
,

都

不愿橄出去
。

一

私人住宅
:

政府支持私人购置住宅
,

给予贷款
,

一般以三
、

四年的家庭收入

即可买到一所
。

每所大约 10 0 至 1 70 平

米
。

还有一种每户 36至 ” 平米的住宅
,

多半分布在离中心区 3 Q 多公里的郊区
。

公营住宅
:

东京在战后房荒曾十分

严重
、

作为应急措施
,

当局开始建造厂

批公房
。 1仍 , 年成立 日本住宅公团

,

第
{

一年就建造了 2 万套住宅
。

目前每年能

建造 8 万套住宅
。

开始时每户面积较少
,

约为 47 平米
,

后来增加到 60 多平米
,

有

3间居室
。

这种公营住宅
,

主要供给低收入的

家庭
。

按规定年收入 1 6 ,
·

6万至 21 ,
.

2

万 日元的家魔可申请 47 平米的住宅
,

年

收入 z0 。至 2 60 多万日元者可申请 O6 多

压 东京池袋副都心阳光大厦附近的高速道路

平米的住宅
。

但供不应求
,

申请者超过

供应量的十倍
。

目前
,

东京住宅建设 目标在于提高
`

居住质量
,

为唐民提供有良好环境与质

量的住宅
。

除了配套建设外
,

还考虑有

重点地改建现有大量木结构住宅
,

提高

居住质量和防灾能力
。

四
、

高 速道 路 系统

由于城市人口集中
,

汽车数量大量

增加
,

而东京城市道路面积偏少 (只占

城市用地的 11
·

6% )
,

市区交通出现混

乱和堵塞的情况
。 1” , 年

,

东京提出了

修建首都高速道路的主张
。 1 9 , 7年制定

了计划方针
,

其要点是
: l( 》 使东京都

周围地区驶入市中心地区的汽车交通畅

行无阻
,

并缩短行车时间
。

因此
,

高速

道路与一般道路分开
,

建立一个没有平

交的全封闭式的专用高速道路系统
。

其

中一部分与国家高速公路相结合
, ’

是收

费道路
。 《力 采用环行放射系统

,

与城

市干道网相似
。 《 3) 高速道路的结构形

式
,

以高架式为主
,

其次为隧道式
、

路

堑式和平面式
,

随区段具体条件而异
。

在与市区道路和河流交叉处
,

一般均采

用高架式
。

路堑式是利用抽干河水的干

河床
。

平面式多半修建在填海平地或海

岸上
,

在通过闹市区和园林古迹时
,

则

采用隧道式
,

以免破坏城市空间环境
。

《4) 高速道路相交处都做成立交
。

有的

立交为保护风景而建立在地下
,

也有的

把办公楼和汽车转运站等结合在一起
,

进行整体设计
。

19 ” 年至 1 97 9年
,

东京已建成七条

放射线和一条环行线的高速道路网
,

总

长 71 公里
。

1 9 , 6年提出了建设首都圈外环高速

道路
、

东京湾海岸环行高建公路和东京

湾横断高速道路等规划
。

首都圈外环高速道路位于东京都外

围 2。 公里处
,

总长 86 公里
。

建成后将使

各国道间的过境交通运输
,

不再穿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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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区
。

目前已开始勘侧规划
。

东京湾海岸环行高速道路总长 16 0

公里
,

其中 79 %纳入城市规划
,

13 。 公

里需填海筑地
,

10 8 公里为海底隧道
。

东京湾横断高速道路
,

由川崎市浮

岛横断东京湾中部
,

与千叶县木更津市

相接
,

全长 15 公里
。 1 9 7 , 年提出规划设

计
,

预计九年建成
。

·

以上三条大干线构成一个整体
。

对

发挥和提高东京各工业基地效率
,

诚轻

中心区的交通负担
,

将起重要作用
,

并

将使首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物资交

流杨通无阻
。

东京湾横断道路的建成
,

也有利于疏散东京都人口
,

使书叶县房

总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基地
。

在高速道路

网内还计划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城市
。 ’

尖锐矛盾
。

虽然采用了很多先进技术措

施来解决这些矛盾
,

但没有根本解决问

题了有些措施反而使矛盾更加深化
。

例

如
,

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

修建了快速铁路

和高速道路
,

但方便的交通条件反而促

使城市进一步扩大
,

带来更大的交通流

量
。

城市环境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

高度

集中的人口和复杂的城市功能使城市的

生产
、

生活和 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

过去 40 年内
,

由于城市用地扩张
,

侵占

了城市一半绿地
。

由于大量烧油和 40 。

万辆汽车所排出的废气
,

使城市空气严

重污染
。

东京湾海水也由于沿岸布满了

钢铁
、

石油化工等大企业而受到污染
。

海底由于排放物增加而提高
,

渔业遭到

破坏
。

大量工业和生活用水使水源减少
。

江东三角洲地盘下沉 目前
,

东京地区

的扩展和集中已到了一个会引起不可逆

转的生态破坏的转折点
。

这个问题已引

起市民的严重关切
,

成了政治上的敏感

问题
。

在都知事和市长竞选纲领中
,

环

境问题都是重要的内容
。

象东京这样的特大城市
,

实际上是

处在自然和社会巨大灾害的潜在威胁之

下
。

人们对 1 9 2 3年关东大地震和二次世

界大战还心有余悸
。

因此
,

东京很重视

防灾和消防规划
, 一

但是对整个城市的无

限制膨胀却仍然缺乏根本解决办法
。

l 王
、

东洲蔑的矛盾和危机
东京跟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一样存

在着居住紧张
、

交通拥挤
、

环境污染的

六
、 ,

心
1 七出幽己的 日本》 和

丹下 . 生三三的东京规划设想

《 21 世纪的日本》是 19 70 年出版的

一本展望 21 世纪的日本的专著
,

是以日

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为代表的
“
21 世

纪日本研究会
”

所编
。

书中对日本本土

特别是本州和东京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如

何发展昨了一些大胆的设想
。

全书分为

两大部分
。

第一部分
“
现代文明史和它

的展望
” 。

在这一部分中
,

作者把社会活

动归结为三个方面
:

一是工业化过程和

日本东海道 巨大都市带规划设想

I 东京 卿横滨 参千叶 ④名古屋 苍京都 ⑥大阪
,7 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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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_

它的展望
。

二是情报化过程和它的展望
,

作者把现代科学技术
、

通讯联系等称之

为
“
知识产业

” ,

认为 21 世纪中知识产

业将要大大发展而且和城市化
、

国际化

紧密联系在一起
。

三是生活内容的变化

和它的发展
。

作者认为今后劳动时间减

少
,

业余时间 (自由时间 ) 增加
,

旅游

活动及文体活动将大大发展
,

对自然环

:境和游憩空间的需要也会有很大发展
。

由于以上三类社会基本活动的变化
,

必

然会要求整个国土的重新规划
,

以及快

速方便的现代化交通情报等各种体系的

建立
。

第二部分
`

旧本国土和国民未来

生活的设想
” 。

这部分包括
:

日本列岛

如何按情报一能源一自由时间三个体系

进行规划
;
未来城市规划 (包括东海道

巨大都市带的形成和发展 ) ; 东京 20 00

年规划设想等
。

简略介绍如下
。

日本列岛未来设想

按三个体系总的设想
,

整个 日本列

岛应 以本州东海道巨大都市带为核心
。

设想这个都市带将集中日本城市人口中

的三分之二
,

即 8 千万人
。

这是 日本情报

中轴
。

工业生产不再集中在这几个大都
-

市中
,

而是分散在沿海
,

形成几个新的

大工业基地
。

日本是岛国
,

本身缺乏资

源
,

工业沿海分布有利干原料和产品的

运输
。

文化休息活动 (自由时间 ) 体系
,

则根据日本自然地形
、

风景区和名胜古

迹分布情况以及国民文化活动流动量作

出全国旅游绿地系统规划
。

东海道巨大都市带设想

包括三个都市群
:

东京— 横滨都
`

市群
;
名古屋

;
神户— 京都— 大阪

,

都市群
。

通过几条横轴把三大都市群联

系起来
,

成为一个高速高效的巨大都市

带体系
。

东京 2 0 00 年规划设想

作者强调东京是全国情报的中枢首

脑
,

是政治中心
,

是经济管理和企业中

枢
,

又是文化创造中心
,

这就是东京城

市性质和功能要求
。

城市规划结构必须

适应这种要求
。

但是
,

现在东京城市结

构是一个中心放射环行的封闭式类型
,

它与今天几百万上千万的城市人口
,

复

杂的城市功能以及大量快速车流交通完

全不相适应
。

此外
,

现代文明社会的时

1 .0 不京都市釉姚划设想棋型 (局那 )

11
·

东京都市轴规划设想棋型 (局部 )
,

左上角是住宅楼群

空观念也完全改变了
。

过去
,

步行距是

一米
,

现在
,

时速是一百公电
,

城市空

间的尺度也大大不同
。

这些都要求城市

结构应有丫个大的革新
。

为此
,

规划者

提出了开敞式都市轴的新型城市结构设

想
。

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过去的环行放

射系统的模式
。

这种模式束缚着城市的

合理发展
,

并给城市中心带来沉重的负

担
。

开敞式都市轴的新结构模式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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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轴上架空的办公娜群 灌型 )

因.tJ

了城市的自由发展和高效率运行
。

规划是在东京湾上建立一条新的都

市轴
。

这条新轴从现有市中心开始
,

向

东南跨过东京湾
,

伸向木更津市
,

西北

穿过市区直通大宫和朝彼
,

另有两条横

轴向西通往大阪京都 (参见第 70 页图 )
。

这条新的都市轴是东京情报系统的

甲轴
。

同时
,

它又是一条交通干线
。

到

2 0 00 年
, `

每天在此轴上可以有 , oo 万人

流动
,

其通行量将比现在的高速道路系

统提高 l 。 倍
。

新的都市轴结构是一个环状运输系

统
,

分成三层
。

第一层
,

即最下层
,

车

速 . 公里 / 小时
,

有 10 条车行线
,

每隔
,

一公里有一个环路
,

以保证汽车转向
。

这一层下面是建筑群和停车场
。

第二层

即中间层
,

车速 , 。公里 / 小时
,

有
·

10 条

车行线
,

每三公里有一个环路

彝
上

层
,

车速 1 2 0公里 / 小时
,

有 lo 条车行

线
,

每九公里有一个环路
。

在这条都市轴上
,

规划布置中央政

府机关
,

各国使馆
,

金融和管理中枢以
一

及交通中心等
。

此外还有各种百货公司
、

商店
、

文化设施
、

娱乐场所
、

卫生机构

和旅馆等公共建筑
。

这样一条动态的都

市轴
,

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
,

将成为 21

世纪 日本的象征
。

这样的都市轴也是城市
、

交通和建

筑的` 个统尸体
,

是高速道路
、

停车场

和建筑三者的结合
。

个体建筑采用核心

式立柱体系
。

在一根根核心式立柱中布

置了各类建筑物的垂直交通系统
,

在两

根柱之间布置办公用房
,

下面是绿地或

停车场
。

以都市轴为脊
,

向两边延伸出住宅

用地
,

在自然或人工岛屿 (海上打桩 )

上建造住宅楼
。

住宅楼采用台阶式
,

两幢

住宅楼之 间为绿地
,

公共设施和运动场
。

学校
、

托儿所等都布置在住宅楼内
。

这是一个月旦而富有创见的规划设

想
,

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预见和新的城

市概念
。

七
、

几 点 粉 法
卜 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
,

这

是社会发展的趋向
。

它给城市的规模
、

布局
、

环境
、

交通和空间都带来一系列

间题
。

对这些问题
,

一定要有科学的预

见
。

从东京这三化的发展过秽中可以看

出
, .

它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是随

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进展的
。

’

而

且
,

三化的进程越来越快
。

缺乏预见
,

就要陷入被动
。

在城市布局上
,

尤其要

有远见
,

要能适应三化的发展
。

开敞式

城市结构是现代大城市布局上一种新的

趋外 丹下健三所提出的理论
,

值得重

视和探讨
。

2
·

城市的发展
,

必须从它内部的

经济规律中去寻找原因
。

从东京发展中

可以看出
,

它的城市性质
、

功能和规模

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所支配
。

局部

看来
,

东京在城市建设上取得很大成就
,

技禾上减度发展
,

在城市现代化上有不

少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

但在总体上
,

城

市过份集中
,

无限制扩大
,

造成了种种

无法克服的矛盾
。

现在
,

日本一些城市

规划工作者企图从理论上承认这种发展

是客观规律
,

主张建成巨大都市带
,

甚

至要集中全 国 2 / 3城市人口于东海道巨

大都市带上
。

这是在为一种琦形发展寻

找理论根据
,

还是真的符合客观规律呢?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根据社会主

义经济规律去研究我国大城市发展的规

律
,

如城市规模究竟如何控制
,

制订什

么样的方针政策才能符合城市发展的客
,

观规律等
,

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

.3 大城市规划必须以区域规划为

前提
,

必须由总体到局部
。

《 21 世纪的日

本》 一书就是以日本未来社会结构为俞
提来考虑东京等城市的坏划布局的

。

这

样一种工作方法
,

在国外其他大城市如

华盛顿
、

伦敦
、

巴黎
、

莫斯科的总体规

划中
,

’

同样得到运用
。

这样做是正确的
。

否则
,

城市的规棋和布局就不易确定
。

.4 作为首都
,

其性质和功能不宜太

多太复杂
,

否则城市规模将无法控制
。

东京
、

伦教和巴黎都是殷鉴百现在他们

强调要加强情报方面的职能
,

减少工业

生产方面的职能
。

这是一种趋势
。

, : 东京的下述几个具体做法可资

借鉴
: ( 11 特大城市市内交通要充分利

用郊区铁路和地铁等高效率交通工具
。

( 2) 在城市布局上采用多中心开敞式规

划结构
。

( 3) 建立快逮高效的城市道路

系统 ; 至少在规划上要留有余地
。 《 4)

重视城市园林绿化以及文化古声和传统

格局的保护和继承
。

东京每人平均的公

共绿地不足 2 平米
,

计划在近期发展至

, 平米
,

但强调提高绿地质量
,

注意现

有绿地的充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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