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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依据新中国以来社会及政治经济脉络的宏观发展背景和中国城市规划总体演变的

历史事实，选取城市规划著译作、期刊论文、国家基金项目和学位论文作为研究数据，梳

理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的演变过程

及其主要内容。总体上看，60年间城市规划科学研究主题表现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

本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后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

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内容的基本前提，完成了“快速转型——重新建构——自主

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未来城乡规划科学研究，要以史为鉴，充分汲取国内外规划

理念，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情，不断探索城乡规划学科使命和理想。

关键词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科学研究；规划论著；城乡规

划学科

依据新中国以来社会及政治经济脉络的宏观发展背景和中国城市规划总体演变的历

史事实，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大历史时期（邹德

慈，等，2014）。一是从1949年至1977年的前30年，是以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城市

规划的形成及其曲折发展为主要特点，包括新首都改建、工业城市、大跃进、人民公

社、三线建设等规划主题；二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

义城市规划的探索、繁荣与构建的历史时期（李浩，2017）。

本文通过现有的数据库①，选取包括书籍、期刊论文②、国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学位论文4个部分作为文献数据，筛选出1949至2012年间与城市规划研

究相关的著译作1 083部、论文14 126篇、国家基金项目266项③、博士论文1 219篇、

硕士论文5 639篇。整体上看，表现出前30年文献少，后30年文献多、类型全面丰富

的特点。针对上述数据，根据“时间上的完整性以及与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的关联性和

代表性”的原则，结合相关文献泛读与内容分析，梳理城市规划科学研究与重要论著

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征，为城市规划学科研究与发展提供历史启示与目标。

1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研究的发轫与初创（1949—1957年）

1.1 新首都改建规划研究

1949年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北京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首都。如何将

一个传统帝都改造为新首都，不仅是北京规划研究的转向开始，而且更是新中国社会

主义城市规划研究的起点。留美的梁思成与留英的陈占祥，提出“整体保护北京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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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建立国家行政中心”，史称“梁陈

方案”；曾任北平工务局长的华南圭，提

出拆除城墙，主张“局部保留”；苏联

专家巴兰尼克夫和朱兆雪、赵冬日，提

出改建北京老城，在城内建设新的国家

行政中心。虽然最终“梁陈方案”未被

采纳，传统不同于北京的莫斯科成为新

首都改建规划样本，但“梁陈方案”核

心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是值得肯定的。

1.2 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研究

1.2.1 规划编制

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

正式启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建设（孙

敬文，1954），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科学

研究和重要论著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引

入和消化苏联城市规划经验，建立新中

国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围绕

苏联援建156个建设项目，展开新兴工

业城市规划研究，大体包括4个方面：

一是聘请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二是参照

苏联的院校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教材

（胡汉文，1954）；三是翻译苏联规划书

籍；四是借用苏联标准研究中国城市规

划编制（刘捷，2013）。新的城市规划

编制思想、原则、程序和方法成为当时

规划研究主题，苏联经验成为探索社会

主义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直接基础

（董鉴泓，1955）。

1.2.2 小区规划理论

1956年，象征着社会主义城市生活

的苏联居住区规划被引入中国，诞生

“小区规划理论”。小区思想的进步不仅

在于强调城市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而

且还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即城市结

构体现社会主义内容。事实上，小区规

划除了被刻意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外，

与西方邻里单位思想并无多大区别，只

是小区规模比邻里单位大一个层次④。

1.2.3 联合选厂与工业布局

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研究，是伴

随区域工业布局、工业区和工人镇选址

规划而展开的。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联

合选厂和重点工业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当

时研究课题，通过研读苏联工业布局著

作，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城市研究、

厂址选择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与方

法，提出了不少具有合理性、超前性和

预见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洛阳“脱开

旧城建新城”、西安“依托旧城建新区”

和兰州“带状组团发展”等规划⑤。
1.2.4 重要规划著作与教材

1952—1957年共出版 83本规划书

籍（图1），苏联译著占58%，涉及城市

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工程经济基础、莫

斯科规划设计、集体农庄村规划等内容，

不仅全面引入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方

法，而且改变了以往的城市规划思想理

论、规划体系和规划技术与手法等。

苏联的《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

《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成为高校教材，

不仅是规划新名词与概念的主要来源，

而且还成为各高校讲义的重要内容，如

同济大学油印本《城市规划原理》、东

南大学刘光华编写的《市镇计划》，正

如胡汉文在《城市规划》教材中所记叙

的：“根据苏联城市规划的先进经验，

并配合一些其它有关资料编写而成，以

尽量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规划的优

点以供我国取法为精神。”⑥。此外，

1957年初同济大学董鉴泓创办了《城市

规划学刊》的前身——《城市建设资料

汇编》⑦，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

学术研究期刊（董鉴泓，2017）。

2 城市规划研究的波动与复苏

（1958—1977年）

2.1 规划研究的波动

随着“一五”经济计划的落实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建

立，引发了毛泽东全面快速推进社会主

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使1958年开

始的“二五”计划全面进入以“多快好

省”为特点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6月的

首次全国城市规划座谈会（青岛会议），

确立了适应“快速建设”的大跃进式城市

规划研究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即快速编制

与修订规划；先虚后实，先粗后细；统一

思想，简化程序，“四边一定”（边踏勘、

边议论、边鸣放、边做方案，最后由党委

定案）。这种被称为“快速规划”⑧的方

式，虽然时间缩短，却提高了规划指标定

额（曹洪涛，储传亨，1990）。

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农村掀起了人民

公社化运动浪潮，人民公社不仅成为一

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也是

新中国首次将农村建设纳入规划研究视

野（沛旋，等，1958）。人民公社规划

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单元，不

但吸取了邻里单位和小区规划的空间布

局，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公共食堂、

澡堂洗衣为组团中心的社会规划思维。

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下的农村规划思想，仍有其合理

之处（黄立，2006）。

1958—1960年共出版 75本规划书

籍，其中译著34%、著作49%、教材3%

（图2）。译著下降，著作增加，反映出自

我研究力度的提升。与农村建设相关的

区域规划与城镇化、城乡基础设施规

划，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规划研究缺少

科学性，边建设边研究，服从于建设需

要。这一时期出版的《城市规划知识小

丛书》与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原理》，

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中，留下

了长时间的足迹。

2.2 第一本高等学校教学用书《城乡规划》

1959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的

图1 1952—1957年出版规划书籍数量
Fig.1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lan-

ning books published from 1952 to 1957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1958—1960年出版规划书籍数量
Fig.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lan-

ning books published from 1958 to 196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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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撤销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

失，使得国家建设政策不得不进行“大

调整”，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

消极主张，从1961—1965年间规划书籍

仅出版 20 本 （图 3），甚至从 1966—

1977年的“文革”后期未出版一本。尽

管规划研究工作被迫中断⑨，高校停止

专业招生，建工部仍组织全国高校，系

统总结新中国10年来社会主义城市建设

和城市规划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编写了

第一部规划教材《城乡规划》，试图建

立中国社会主义城乡规划理论体系。

2.3 基于国防背景的山地规划研究

1960年代，中国同时面临来自美苏

两方面的国际对立形势，毛泽东提出要

为战争做准备，认为当时工业布局、人

口、主要交通枢纽多集中于大城市，一

旦战争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

以备战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重点而进

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内陆和远离边

境地区展开，史称“三线建设”。

尽管当时国家处于停滞状态，然而由

于国防建设的背景，规划研究几乎全部集

中于服务三线建设需要，分散主义与防空

优先成为规划研究主题。虽然规划研究的

政治色彩明显，但广大专家仍能根据“一

五”时期所积累的有限城市规划知识，探

索了山地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延续了

城市规划学术和人才的发展。

2.4 规划研究的复苏

“文革”后期，城市建设盲目无序

问题凸显。根据周恩来指示，1971年6

月北京市率先恢复城市规划机构，对全

国城市规划研究的复苏起了关键推动作

用。1973年6月，国家建委在建筑科学

研究院设立城市建设研究所，开展城市

规划、城市给排水和道路交通的科学研

究。从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的

基本原则等课题，纳入研究视野。

1976年7月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

重的地震——唐山大地震。震后重建总

体规划于1977年得到中央批准，是“文

革”中第一个“集全国之力”的城市规划

实践，成为城市规划学术恢复与研究的

新起点，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建设城市

没有城市规划是不行的”（黄鹭新，2009）。

大专院校恢复或新招城市规划专业

本科生；中国建筑学会恢复城市规划学

术委员会；城市规划杂志创刊⑩，这对

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发

展动态、成果交流等方面，起到了奠基

性作用。仅诞生一年的《城市规划》杂

志，就刊登学术论文28篇，其内容涉及

“住房政策与规划、城市规划理论与方

法、城乡建设管理、城市居住区规划和

乡村规划与设计”等领域，充分反映出

当时城市规划研究工作逐渐恢复和城市

规划事业陆续开展的状况。

3 城市规划研究的恢复与探索

（1978—1989年）

3.1 规划研究的恢复

3.1.1 规划编制审批研究

1956年的 《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

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我国编

制城市规划的唯一指导性文件 （汪德

华，2005）。

198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迫切需要

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与之相适应。

1980年8月，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审批

暂行办法》在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

会议上通过了审议。新的城市规划编制

办法从三个阶段变成了两个阶段。不同

点主要是在总规中需要确定城市的发展

方向和规模；制定实施规划的步骤和措

施；详规阶段需要确定道路红线、道路

断面和控制点的坐标、标高、选定技术

经济指标，提出建筑艺术形式要求。

3.1.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

虽然早在1950年代，梁思成就有关

于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论述，但历史

城市保护思想真正受到重视，则是始于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北京

等24座城市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

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

的创立。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

公布的《文物保护法》正式赋予了历史

文化名城的法律地位。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的研究，出现了从宏观走向微

观、单一走向多元、理论走向实践的发

展趋势，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历史城

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

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等众多理论与实

践学术成果，形成了多学科交叉，促进

了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了《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和其他保护

制度的理论基础。

3.1.3 全国性的城市规划教材及工具书

“文革”结束后，高校恢复招生，

编写新教材迫在眉睫；经济复苏，城市

建设加快，编制规划急需资料集工具

书；城镇化、现代化发展需要，全面吸

收国外先进思想理论。因此，这一时期

城市规划学术的重大事件是完成了建国

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教材编写，出版了大

型工具书——《城市规划资料集》，翻

译了近20本国外规划著作，改变了过去

苏联著作“一边倒”状况。这些成果无

论是教材，还是资料集、译著，都对中

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影响直至今天。尤其是

第二次统编教材的及时出版发行，缓解

了当时高等院校的燃眉之急，如1981年

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与1961年的

《城乡规划》相比，其广度与深度都有了

很大拓展，并注意尽可能吸收国外先进

理论与经验。但由于当时尚处在改革开

放初期，在内容和取材上仍有较大局限。

3.2 规划研究的探索

3.2.1 规划法规体系

随着城市规划事业的全面恢复和发

展，1984年1月国务院颁发《城市规划

条例》，之后各省市陆续制定地方实施

办法，初步建立了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

的法规体系。同时，推动了城市规划相

图3 1961—1965年出版规划书籍数量
Fig.3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lan-

ning books published from 1961 to 196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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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规体系与标准规范的研究。

尤其是1986年后全国性城市总体规

划，虽然取得较好效果，但随着社会经

济新的发展要求，既有城市规划体制无

法适应建设发展速度，深化改革迫在眉

睫（吴良镛，2002）。由此启动了《城

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

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县镇规划标准》等研

究工作。1989年 12月，全国人大颁布

《城市规划法》，再次标志城市规划的法

制建设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2.2 居住区规划

1978年以前的居住小区规划，模式

单一，规划研究主要以居住指标、如何

降低造价为中心。1978年以后，国家开

始推动企业自筹资金统一、引进外资和

个人投资等多种方式的住宅小区建设，

当时仍以福利性住房分配为主，规划设

计亦无太大改变。1990年代后，房改深

入，商品房发展，货币买房替代实物分

房，住宅小区规划设计逐渐才有了本质

上的变化，规划多样化研究得以开始。

1985年完成的《居住区详细规划研

究》，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国

内15个规划设计研究和教学单位共同进

行的一项研究工作，特别在运用城市社

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系统工程学

等领域知识，针对30年来居住区规划设

计的实际问题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

索，对居住区建设和规划起到了引导和

参考作用。

3.2.3 规划研究的多元化

城市规划研究呈现出自下而上、重

视基础科学、自主学术成果增多等特点，

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呈现多样化态势。

首先，学位论文作为一种重要的科

研成果形式正式登上舞台。1985年清华

大学赵大壮的《北京奥林匹克建设规划

研究》、1987 年华南工学院沈亚虹的

《潮州古城规划设计研究》、1989年中国

科学院吴恒的《城市土地规划利用的工

程地质评判系统及在南宁的应用》，成

为我国首批3篇城市规划类博士论文，

从此城市规划学术队伍增添了一批高水

平研究者。

第二，从数量上看，从1984—1989

年5年间共出版规划著作47本（图4）；

从内容上看，研究领域大幅度扩展，涉

及区域发展、区域规划、城镇化、规划

理论与方法、城市设计、乡村规划、住

房政策与规划、城乡发展历史、历史文

化保护、城乡规划管理等领域。

第三，重视基础研究，自主性学术

成果增多。例如，在历史与理论方面，

董鉴泓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钜

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相继出

版。此外，1984年编写《当代中国的城

市建设》，1987年中美双方专家共同编

写《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

1988年5月出版第一部综合性大百科全

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

第四，一批国外规划名著翻译引入

国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市规划理论

与方法研究的开展，如1984年英国F.吉

伯德的《市镇设计》、1985年英国霍尔

的《城市与区域规划》、1986年美国沙

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

来》、1989年美国芒福德的《城市发展

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和日本芦原

义信的《街道的美学》等。

4 市场体制城市规划研究的转型

与构建（1990—2008年）

4.1 规划研究转型

4.1.1 控制性详细规划

1990年代是中国城市规划编制研究

的转型期，既有对1980年代城市规划编

制的反思与总结，又有市场体制下城市

规划体系及其实施效果的探索与思考。
1991年9月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首次将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

规划编制的一个层次，作为适应城市土

地有偿使用，满足土地招投标出让管理

及技术要求的一种新的详细规划类型。

控制规划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

建立而产生，在中国规划领域具有开创

性意义。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融规划

设计与管理为一体，主要为规划管理工

作使用的一种规划方法。其主要作用是

控制用地性质、建设强度和空间环境，

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汪

坚强，于立，2010）。

控制性详细规划得到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促进了规划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法制化。

4.1.2 开发区规划

到1990年代初期，基本形成“经济

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

放区——内地”梯度推进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格局。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性

空间载体，兴起了不同层次和多种类型

的开发区规划与建设研究高潮。

开发区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

窗口、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通过其核

心聚集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

了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形成了

诸多问题，比如开发区建设失控（王凯，

1999）、土地圈而不用、出让过快、价

格过低、造成极大浪费；开发区规划管

理权下放问题、不重视生态环境和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

4.1.3 城市设计

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

荣和城市发展，为城市设计创造了类似

于西方 1950—1960年代的社会经济背

景。城市设计开始引起我国规划界和城

市建设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1980年周干峙倡议“发展综合性的

城市设计工作”，1982 年白德懋发表

“美国的城市设计”,1983年陈占祥以

“城市设计”为名发表论文，拉开了城

市设计研究的序幕。到1990年代，随着

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景观的重

视，城市设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截止到2012年底，4份规划期刊

共刊登“城市设计”论文348篇，主题

反映出：①宏观角度的城市设计，注重

城市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等

关系及作用；②多重目标综合的城市设

图4 1984—1989年出版规划书籍数量
Fig.4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lan-

ning books published from 1984 to 1989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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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③物质空间与人类活动的城市设计，

关注人的行为空间与活动等要素的内在

关系；④作为控制手段的城市设计成果。

4.2 规划研究外扩

4.2.1 战略规划

1980年代，国外战略规划实践与理

论的引入，成为我国战略规划研究的发

展基础。进入1990年代，随着大城市经

济与人口的迅速发展，许多城市与区域

问题在普遍缺乏战略性长远性规划的背

景下集中出现，使得战略规划的研究与

实践变得尤为迫切。进入21世纪，随

着广州概念规划实践的成功，关于战略

规划概念和编制办法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

认为战略规划是联系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中

间层次，应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的重

点，提出总体规划的改革方向，主张将

总体规划内容改为战略性规划，或从总体

规划中分离出部分内容，建立独立的战

略规划层次，形成战略规划——总体规

划的逻辑关系，认为城市战略规划既是

城市的发展战略，也是一个城市所在区

域的区域规划，因此可以形成区域规划

（战略规划）——城市规划的关系。
4.2.2 城镇群与都市圈规划

在1980年代，王发曾在《地域研究

与开发》上发表“国土规划中的城镇群

规划”，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城镇群

规划”论文。1994年，广东省完成《珠

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城市群规划》，是国内

较早的城镇群规划研究。

2005年10月，“城市群”概念首次

出现于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官方文件上。2006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层

面首次纳入“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后的

又一重大事件。开始兴起一场“城镇群”

学术研究及规划编制工作的热潮。其

代表成果为2001年至2016年吴良镛院

士主持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

研究”国家重点项目，提出了京津冀地

区的“首都地区”概念，以“首都地区”

观念塑造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构筑

“一轴三带”的空间发展骨架。

4.3 城乡规划学构建

4.3.1 城乡规划学的诞生

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城乡

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已成

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城市规

划法》难以满足新时期城市发展的需要。

2008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

强调城乡统筹理念，突出公共政策属性，

标志着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科学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

2011年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

正式从建筑学中独立出来，再次标志城

乡规划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研

究和教学对象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物

质形态范畴为主体扩展到更广阔的城乡

社会和经济领域。学科升级不仅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更是城乡规划学

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4.3.2 基于大事件、大灾害的规划研究

这一阶段的重大城市事件包括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

广州亚运会。北京奥运会给北京带来了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上海

世博会为重大城市事件的规划与建设模

式研究提供了新范本；广州亚运会实现

了广州从“华南地区中心城市”走向

“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国

际性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转变。

同时，2008年“5·12”汶川特大

地震、2010 年“4·14”玉树地震和

“8·8”舟曲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形

成了自然大灾害事件。针对影响城市安

全的各种事件，规划学会、城科会、规

划协会等学术组织，迅速围绕“灾后重

建”展开学术研究，围绕城市规划、公

共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出版了

一系列关于灾后重建的时效性著作，如

《地震后重建技术丛书》系列、《地震后

重建家园指导手册》等。

4.3.3 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自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以来，国家基

金项目成为支持各个学科基础研究的主

渠道之一，城乡规划学科也不例外。

从2000—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统计看，不仅数量上逐渐增多，依

次为“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传保护规划”

24%、“城乡规划与设计”22%、“区域

发展与规划”20%、“城乡生态环境与基

础设施规划”20%、“住房与社区建设规

划”12%、“城乡规划管理”2%，而且

其研究课题几乎涵盖了城乡规划学一级

学科的全部内容，表明城乡规划科学研

究已具备较成熟的学术研究体系。

从2008—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统计数据上看，排在前3位的是“城乡

规划与设计”24%、“城乡生态环境与基

础设施规划”22%、“城乡发展历史与遗

传保护规划”18%，无疑说明了城乡规

划学科研究的主体内容。

2008—2012年后规划类著作在数量

上依然处于上升态势，出版总量达361

本（图5）。从内容上看，研究领域涉及

城乡规划学科的12个领域28个方向，其

中“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占47%，表

明着眼于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科学研究已

经全面展开。

5 结语

作为新中国城市规划科学研究60年

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

的，虽然发展历程曲折波动、几上几下，

但其路径始终是将城市规划服务社会主

义建设作为研究主题，经历了从前30年

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后30年市场经济体制

的两大历史时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

度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完

成了“快速转型——重新建构——自主

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人员的培养、

技术的引入、学科的建立、机构的设立

等角度来看，城市规划科学研究顺利完

图5 2008—2012年出版规划书籍数量
Fig.5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lan-

ning books published from 2008 to 2012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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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

前30年的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形式基

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以体现“国家建

设、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国家主义

思想为前提。国家根据建设需要向地方

布置课题，最终通过政策、方针、任务

等形式向下布置与实施，以满足社会、

经济和城市的发展。研究内容既具体又

局限，表现出针对性地满足物质空间为

主的城市建设需要，就建设论规划，规

划成为建设的技术工具。

后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规划研

究的再次发展和繁荣，使城市规划学科

本身的内在属性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受

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城市规划从计划经

济体制较为单一的技术设计性质转变为

政府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研

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被动式”转向

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动式”，它既是指

导城市发展的战略，又是城市建设的蓝

图，也是城市管理的依据。城市规划

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研

究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以满

足建设需要为宗旨，逐渐出现自下而上

的自觉行为，多元化、全球化、地域化

成为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的新动向。特别

是高等院校、设计研究单位、学术团体的

自发研究，开始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力

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

60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以史为

鉴，探寻未来城乡规划科学研究的新目

标，一方面要在吸收国内外规划理念基础

上，持续不断地自立更生发展中国本土

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另一方面更要基

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国情，

不断探索城乡规划学科使命和理想。

课题总负责人为邹德慈院士，参与

该专题研究的还有武汉理工大学2013届

硕士毕业生刘婕、杨竹。

注释

① 主要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读秀数据库。

② 新中国前30年，主要以《建筑学报》、《城

市建设》所刊载的论文为主；后30年，主

要以《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

师》、《国际城市规划》所刊载的论文为主。

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④ 赵石刚.西方近代城市设计思潮与中国城市

居住区发展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7：24。

⑤ 刘婕.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的历史研

究(1949—1977)[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3：36。

⑥ 见参考文献[4]：1。

⑦ 在1957—1958年间《城市建设资料汇编》

印刷10期，文革后改名为《城市规划资料

汇编》，1981年改名为《城市规划汇刊》，

2005年后更名为《城市规划学刊》。

⑧ 赵士琦.城市规划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1989：35。

⑨ 见参考文献[1]：386。

⑩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刊，1977年创刊时为

内部资料，1982年2月改为双月刊后正式国

内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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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1951

年发表于《新观察》杂志的“北京——都

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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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198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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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07(6)：5。

 即《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

师》、《国际城市规划》。

 罗震东，等. 1980年代以来我国战略规划研究

的总体进展[J].城市规划汇刊，2002(3)：50。

 罗震东，王兴平，张京祥.1980年代以来我

国战略规划研究的总体进展[J].城市规划汇

刊，2002(3)：51。

 李浩，邹德慈.当前“城镇群规划”热潮中

的几点“冷思考”[J].城市规划，2008(3)：80。

 吴志强.规划一级学科，教育一流人才——

2011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

会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1：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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