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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2001年，吴良镛先生出版了《人居科学发展导论》。他

把建筑和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

这个学科群综合了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内容。他

在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论就是交叉融合。当然，

人居环境理论怎么更好地和我们的规划实践结合还是一个

需要不断探索的大问题。

首先，城市规划是一个交叉的综合学科，涉及领域包括

经济、社会、环境、地理、艺术、政治……其中，城市规划活动

的第一位影响者是政治。第二，城市规划的核心理论不能抛

弃掉。城市规划的根本所在，仍然要给城市制定发展目标，

进行空间布局和功能区划，安排交通、绿化、基础设施建设

等等 ---这是“规划自身的理论”。

规划是有价值观和视角的，它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也要

建立社会公平。规划面临的问题有：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城

市规模失控，功能分区乏理，权利分配不均，官员素质不足，

规划理论核心内容不明。搞规划的要考虑使用者，与老百姓

交流，注意城市文化，对权利说真理。

规划要向别人学习，要跨学科，要多层面考虑等等，都

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寻找思维方式上的启发。

城市规划是从物质环境到精神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

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空间规划，二是对城市自然

环境的延续，三是城市人文理念 ----以人为本的城市塑

造。

规划对偶思维体现了从传统规划的“线性思维”向对偶

规划的“立体思维”转变的思维方式，传统规划的“线性思

维”是一种只强调主导规划目标的实现，不考虑实现主导目

标时对非主导目标的影响，“线性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单向

思维，而“对偶思维”是一种横向思维。

城市的本质与特征、城市规划的科学与艺术性质，是每

一位城市研究者、城市规划从业人员均会遇到的问题。随着

历史的发展，城市的内容、功能、结构、形态不断演化，从某

一方面、某一角度给城市定义是不可能概括城市这一复杂

巨系统的本质的。城市是人类将物质、能量、信息与自然环

境融为一体并赋予某种精神的聚集节点，是人类社会的延

伸，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的某些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载体。它表征了

人类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向往；以及社会生活、历史

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积聚和变迁，同时也是人类和人类

社会自身最好的、最生动的写照。

城市规划应当是针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每一个城市

规划都应当以解决问题为向导。根据问题确定规划目标，预

先安排实现这种目标的规划行动方案，并在规划研究和设

计过程中确定具体行动策略，这种具体行动策略组合构成

了规划方案。

从对全球转型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开始，讨论中国

城市转型期的对策问题，提出：城市发展观念的转变和调

整，是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发展观念的转变包括：第一，规

划工作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保持经济的增长（效率）和充分就

业（公平）的平衡，而不仅仅是通过规划来实现经济增长，所

以，在产业结构中，高就业率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样重要；

第二，除了个别准全球城市外，中国大部分城市在相当时期

内应该建立、保持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包括传统制造业、现

代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即“四轮驱动”的经济结

构，而不是盲目追求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第三：应该

实事求是地规划区域经济，因为地区的平衡发展有空间尺

度的限制，大尺度范围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

是相对的，不能盲目追求平均发展，平衡发展的是“人”而不

是“地”；第四，应该认识到转型的长期性，接受转型不得不

支付的代价，关键是，要有应对转型的思想准备和机制准

备。

总之，如果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能够给城市带来复兴，

能够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那么这个城市规划就是一个好

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的理论也是科学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周德慈. 发展中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2010.1

[2]粱鹤年，吴国玺，牛雄，段汉明，颜文涛等. 横向思维

城市规划.2010.1

城市规划的横向思维

费佳

辽宁省抚顺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DOI：10.18686/bd.v1i8.739

[摘 要] 城市规划是有价值观和视角的，它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也要建立社会公平；城市规划应当是针对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每一个城市规划都应当以解决问题为向导；规划工作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保持经济的增长（效率）和充分就业（公平）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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