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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developmentalistic per-

spective,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ratio-

nal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

na within its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

ic context and constructs a cognitive

framework of the country's urban plan-

ning education. Under this framework,

three evolutionary stages of develop-

mentalism are identified, namely, the

productivity-oriented developmentalism

marked by the "plan", the growth-ori-

ented developmentalism that prioritizes

efficiency, and the scientific-centered de-

velopmentalism epitomized by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The paper also dis-

cuss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de-

velopmentalistic view, urban develop-

ment,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plan-

ning education. Confronted with the r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ning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provides a prospect of the future plan-

n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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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选择发展观变迁的视角，厘清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作

用逻辑，构建发展观影响下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演变的认识框架，以当代中国发展观演进

的三个阶段，即“计划”烙印的生产力发展观阶段、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发展观阶段和综合

发展导向的科学发展观阶段，从发展观、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和规划教育等四个方面，论述

发展观影响下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及其发展规律。面对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重

大变局，对未来规划教育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发展观；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

自190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市政设计系（Department of Civic
Design）（唐子来，2003），现代城市规划教育至今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规划教育从来就不是封闭而单纯的教育行为，它与社会经济发展及规划实践紧密结合，

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宏观发展思想的深刻影响。伴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经济发

展，城市规划的角色定位、价值导向和作用方法在不断演进更新，规划教育的学科属

性、培养目标、教学体系等随之经历了纳新、转型、回归等演变过程。

1952年，中国首个独立的城市规划专业在同济大学诞生。在政府主导为主的体制

背景下，城市规划体现出明显受国家发展观体系影响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并对规

划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即有研究①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观演进经

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计划”烙印的生产力发展观阶段（1949—1970年代中后期）、效

率优先的经济增长发展观阶段（197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和综合发展导向的科学

发展观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据此建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认识框架，阐述其

发展历程，探讨其发展规律，并对新时代规划教育的发展进行展望。

1 发展观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认识框架

所谓发展观，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下，人们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总的观

点与认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及规律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体系 （张弘政，

2008）。回溯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历程，不难发现，其演变轨迹受国家发展观

体系的深刻影响，与规划行业的周期性波动基本吻合，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城市规划是国家对城市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其角色定位取决于城市发

展的功能定位，其价值体系与城市发展的价值认知一脉相承，而其作用方式又源于

国家宏观政策对空间价值的实现。作为规划人才的培育者，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自

诞生之日起就顺应了国家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求，其结构属性与规划的角色定位成对

应关系，其培养目标和导向受规划价值体系的影响，其教育规模、培养模式、教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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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又与市场需求、规划的作用方式息

息相关。基于对城市规划教育作用逻辑

的思考，本文构建了发展观影响下的当

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演变的认识框架

（图1）。

2 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发展演进

2.1 “计划”烙印的生产力发展观阶段

（1949—1970年代中后期）

2.1.1 生产力发展观与规划教育发展背景

1949年后，在生产力极度低下、国

际形势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

有着强烈“计划”烙印的生产力发展观

体系，其核心思想是以社会主义革命达

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发展导向是以重

工业为主，发展方式是平均主义的粗放

式发展，城乡空间成为工业生产的载

体。这一时期，城市建设有赖于国家

“计划”，完全“以工业生产为中心”，

消费空间被严格控制、一再压缩。

城市规划事业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

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兴起的，以实现国家

宏观计划为目标，是单向落实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重大项目布局的空间工具，

带有浓重的工程技术色彩。

2.1.2 规划教育的起步与规划院校的

发展

1950年代初的城市规划教育受到西

方与苏联的共同影响，西方的影响较为

隐性，而苏联的影响较为显性。一方

面，处于萌芽期的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

教育，在师资和教学方面主要受欧美院

校的影响。另一方面，建国初期中国的高

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模式”，1952年
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将原有的综合性大

学分解并建立了众多工科专门类院校，

各地多个整合后的建筑与土木专业的建

筑工程类院校相继成立，以满足大规模

工业生产及其配套的物质建设对城市建

设人才的需求，规划专业教育也被全面引

入，苏联规划教育明显的“工程技术”导

向对我国的规划教育产生了较深影响。

1952年，以同济大学土木系、圣约

翰大学建筑系、之江大学建筑系等为主

进行多方整合，同济大学建筑系成立。

金经昌主持率先在建筑系下开设“都市

计划与经营”专业 （后改名为“城市

建设与经营”），并成立了国内最早的

城市规划教研室 （初名都市计划教研

室），由金经昌、冯纪忠、哈雄文、李德

华、董鉴泓、邓述平 6人组成 （侯丽，

赵民，2013）。至此，作为土木与建筑

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独立的城市规划

专业教育诞生。同济大学同时设立建筑

学及城市规划专业，并不认为城市规划

从属于建筑学专业，这为改革开放后同

济大学首先建立风景园林专业、室内设

计专业、工业造型专业等奠定了思想基

础（董鉴泓，2007）。
1953年，清华大学开始建筑学专业

的规划专门化培养。1956年城市建设部

成立，高教部在同济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大专院校设置“城

市规划”专业（专门化方向）。

规划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一

五”时期之后各地规划建设行业中的骨

干力量。例如，同济大学的第一批城建

专业学生于1955年毕业，两人留校、四

人分配至当时的重点建设工业城市包

头、兰州、太原、成都，其余的均分配

至中央城市设计院，之后的几年为满足

各省市的迫切需求，该专业的毕业生由

高教部单独开会分配，每个省分配1—2
人（董鉴泓，孙施文，1997）。

计划经济时期，规划教育的发展与

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需求和社会变革的关

系极为密切。在大规模建设兴起之时，

城市规划专业得到重视和发展，例如

“一五”时期；当经济建设走向调整，

基础建设被大幅度压缩时，例如“大跃

进”之后的“三年不搞城市规划”（邹

德慈，等，2014），城市规划专业也相

应被合并或撤销。社会变革的大起大落

对规划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中断了规

划教育的连续性，从而导致了该时期中

国城市规划教育的滞后发展。同时，受

“苏联模式”影响，在教育管理上的

“条块结合”使得规划专业被限制在少

数部属工科院校，这种崇尚专门化和强

调理工实用主义的教育导向，虽顺应了

当时城市规划的工程建设人才培养的需

求，却破坏了原有综合性大学理工和人

文相结合的有机培养模式，也使得新中

国的规划教育丧失了短期内向多学科交

叉拓展的可能。

2.1.3 “工程技术”导向的城市规划教

育教学

面向计划经济单向落实空间布局的

需求，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问题主要是

空间建设的扩张，关注物质空间形态的

塑造，规划师主要从事的是单纯工程技

术类的工作。同时，受苏联规划教育

“工程技术”导向的影响，“培养‘土木

工程类’技术性行业的工程师”成为这

一时期我国规划教育的主要目标，并体

现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师资及教材

等多个方面，即多以物质空间形态的具

体规划为对象，注重城市规划编制技能

知识和实施方法的传授，课程设置基本

以苏联教学计划为蓝本做调整。例如，

1952年教育部向国内各建筑院校颁布了

苏联的教育计划和大纲，要求各校参照

修改教学计划并组织教学。当时，受苏

联学院派教育模式的影响，清华大学的

城市规划教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重

视工程技术和工业建筑，建筑力学、工

程机构等课程成为必修课；二是重视社

区规划，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大量性

居住问题的重要方式；三是强调实践环

节，强化城市规划的实用性。当时有多

位苏联专家在清华任教，如苏联建筑科

学院院士阿谢普可夫教授、苏联专家

雅·克拉夫秋克等（黄立，2006）。
从1954年教育部批复的《同济大学

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教学大纲 （四年

图1 发展观视角下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
演变的认识框架

Fig.1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
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alistic view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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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看，该专业的教学计划在苏联

“蓝本”上增强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计

划”方面的培养，包括造园。1955年，

国家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开始进行反

思。1956年开始，同济大学正式以“城

市规划”专业目录进行招生，对原教学

大纲进行了全面调整，基本奠定了目前

同济大学规划专业教育的框架雏形：工

程类课目大幅度减少，新设了规划初步

和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等规划设计课

程；增加了美术、建筑学的课程时数；

将原学苏联的施工实习改为城市现状调

查和规划实践；此外还开设了“城市建

设经济”课程 （侯丽，赵民，2013）。

同济大学的规划专业开办之初就强调

“真题真做”，即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该时期的规划教育处于起步摸索阶

段，不仅教师队伍不完备，专业教材也

缺乏。当时的教材除了翻译苏联城市规

划相关文献，还有为数不多的在校教师

自行编写的教材，例如1961年建工部组

织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

重庆建工学院四校共同编写出版的高等

院校通用城市规划教材《城乡规划》，

从内容上看，是在参考苏联文献的基础

上编辑而成的。

2.2 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发展观阶段

（197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

2.2.1 经济增长发展观与规划教育发展

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奠定了之后 20
余年以经济增长优先为主要特征的发展

观体系的形成和确立。从“三位一体②”
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③”，其核心

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发展动力是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发展的价值导向

是效率优先、以物为本，追求经济财富

的快速增长，发展方式是以外延式和粗

放式的不均衡发展为主。

1980—1990年代，政治经济体制改

革、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

重要动力，城市的功能由单一型向复合

型转变，开始兼顾“生产”与“生活”，

并加强城市第三产业建设。随着分税

制、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不

断深入，面对土地财政的巨大诱惑，城

市空间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并

通过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达到经营

土地的目的，从而积累财富。

随着城市建设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城市规划的重

要作用也逐步得到凸显。在经济体制转

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规划的

目的要使城市的空间组合、交通联系达

到高效率，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

场所和条件（董鉴泓，孙施文，1997）。

受增长型发展导向的影响，“向规划要

效益”成为各地政府广为采用的手段。

这一阶段，城市规划服务于经济增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追求效率优先、增

长优先，规划类型以土地增值扩张型为

主。同时，在“科学化”思潮影响下，

城市规划开始注重利用理性和科学手段

对物质空间进行认知和把握，“工具理

性”思维被更多地运用到规划实践中

（张京祥，罗震东，2013）。
2.2.2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复苏、渐进

与“增长”

1977年之后，同济大学、重庆建筑

工程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华南工学

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原本曾设有

城市规划专业或专门化方向的院校，逐

步开始恢复并正规化发展城市规划教

育。例如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于1977
年开始参加全国统一本科招生，并于

1979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1977年城

市规划教研室恢复，由金经昌、董鉴泓

任正、副主任；1986年成立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下设城市规划系，同年开始

招收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研究生。许多有

着相关专业基础的高校也都开始了规划

专业的招生和教育工作，如武汉建筑材

料工业学院（1979年）、安徽建筑工业

学 院 （1983 年）、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1985年）、苏州城建环保学院 （1985
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86年）、西

安冶金建筑学院（1986年）等④。
面对国家重构经济空间的战略需

要，注重宏观与理性分析、区域分析、

生产力空间布局的“经济地理与城乡区

域规划”专业开始大规模介入城市规

划、区域规划事业当中。理科院校逐步

进入规划人才的培养体系，发挥了地理

学从地理区域、空间尺度的视角对人类

社会和环境进行研究的特点，侧重生产

力布局和区域规划，开辟了颇有特色的

“理科规划”传统。南京大学、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地理学科实力雄

厚的理科院校，在1970年代末开始涉足

城市规划教育领域，1980年代中后期得

以迅速发展。例如南京大学地理系于1977
年，在城市规划干部培训班 （1975—
1976年）的经验基础上，招收了首届经

济地理专业（城市与区域规划方向）四

年制本科生⑤。至 1980年代末，全国提

供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建筑工程类高校

13所，地理类高校 4所，工科和理科的

培养比例大约为3∶1。
在城市规划的“第二个春天”里，

为适应规划建设市场骤增的人才需求，

受宏观政策的推动，规划教育的规模出

现了较快增长，规划专业院校数量由

1989年的 16所发展到 2000年近 60所，

毕业生数量年均增长 20%以上。同时，

城市建设增长优先的价值导向，对规划

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质量的管理

等方面都带来了强大的冲击。1990年代

末，随着城市规划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

完善，全国高等教育城市规划专业评估

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学科

专业指导委员会相继成立，标志着独立

的规划教育管理体制正式确立，对规划

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指导和监督的积极

作用。

2.2.3 “工”“理”共荣的城市规划教育

教学

这一时期的规划教育无论是工科院

校还是理科院校，其培养目标均为“培

养兼具宏观区域尺度理性思维和中微观

尺度工程技术能力的规划从业者”，但

工科和理科院校在培养模式上，呈现出

“工”和“理”的各自侧重。工科类院

校的培养模式具有很强的建筑教育特

征，注重美学基础、设计技巧及图面表

达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侧重于物质层

面规划及工程设计；而“理科规划”发

端于经济地理专业，其培养模式具有浓

厚的理学教育特征，注重资料收集与整

理、定量和定性分析、总图规划与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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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文字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侧

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问题和规划分

析与研究，以及区域规划和城市总体规

划的实践。

同时，“工”“理”两种培养模式开

始互为支撑和补充，并均在原有的基础

上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例如工科院校中

的重庆大学于 1982年、1985年、1991
年和1992年对本科教学计划进行了几次

大的修订，主要删减了建筑材料、工程

力学和工程结构等与城乡规划专业关系

不大的工程类课程，并开设了区域规

划、城市设计、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与

法规等新课程；1996 年起，加强了社

会、人文等交叉学科的课程内容，且在

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的需求下，城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等课程开始

得到重视⑥。理科院校中的南京大学于

1997年，由 4年制的理学专业“经济地

理学与城乡区域规划”转为五年制的工

学专业“城市规划”，因根据专业评估

标准的要求，引入了一定的物质性规划

与设计的教学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时期的“工科规划”教育与“理科

规划”教育共生共荣，是彼此独立又相

互影响的。

2.3 综合发展导向的科学发展观阶段

（21世纪初期至今）

2.3.1 科学发展观与规划教育发展背景

进入21世纪，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各

种“后遗症”迅速显现，我国社会发展

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贫富

分化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国家对前20
余年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进行反

思和修正，提出了综合发展导向的科学

发展观。这一阶段，经济社会整体面临

转型，国家的发展观体系发生了“质”

的跃迁，无论是“四位一体⑦”还是

“五位一体⑧”，其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发展方式是统筹兼顾、包容性发展和以

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

这一时期，面对社会多元综合发展

的需求，国家试图通过空间政策调控迅

速改变区域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把规

划环评纳入法制轨道，意在为经济及生

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源头控制；

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从法律层

面确立了“城乡统筹”作为发展战略的

重要地位，乡村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获得重新认识；作

为主动干预城镇化进程的“手段”，新

型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为城乡统筹、区域

统筹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的方向；2015
年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一

尊重，五统筹”发展方针更是体现了城

市发展综合多元和促进全社会包容性发

展的价值取向。

在城市规划领域，公共政策属性不

断显现和强化，“公共利益”逐渐成为

其价值核心。面对城乡空间多元的利益

诉求，规划类型的多元化也成为这一阶

段规划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绿

色、低碳、生态”和“包容性发展”的

价值导向下，规划领域从价值观到理

论、内容、编制和实施过程等均发生着

“质”的转变，“价值理性”“交往理性”

等规划思维逐渐在规划实践中得以体

现，而“存量规划”“多规合一”的出

现预示着规划范式的全面更新。

2.3.2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快速扩张与

转型发展

21世纪的前 10年，高速城镇化背

景下强烈的市场需求与基于“拉动内

需”的大幅度扩招政策，双重刺激了我

国规划教育规模的加速扩张。据规划专

指委在全国范围的调查统计，2001年设

有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院校数

量为63所，2007年已增加至154所，到

2010年规划院校数量已达 208所，遍布

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对扩招政

策的反思调整，2011年之后教育规模增

速放缓。随后，“城乡规划学”一级学

科的正式确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的推行、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

的开设等诸多规划教育界的重大举措频

频出台，中国规划教育已从粗放增长步

入转型升级的内涵式发展阶段。

城乡规划“多元包容”的价值转型

推动该学科不断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不断扩充，

最终促使2011年“城乡规划学”从“建

筑学”一级学科脱胎升格为一级学科。

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进行

了修订，修订后的城乡规划学（0833）
下设 6个二级学科方向：城乡与区域规

划理论和方法、城乡规划与设计、城乡

规划技术科学、社区与住房规划、城乡

历史遗产保护规划、城乡规划管理（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图2）。
这一时期，由于更加强调了城市规

划、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公共管

理学科开始介入城乡规划教育领域，如

2007 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建立了城市

规划与管理系，2011年创立了管理学领

域“城乡发展与规划”专业（叶裕民，

2016）。“城乡规划学”下设的“城乡规

划管理”二级学科，也为管理学科背景

的院校提供了学科交叉发展的接口与平

台。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呈现以城乡规划

学（工学）为主体，城乡规划学、地理

学、公共管理学 3个一级学科“三足鼎

立”的局面（图2）。
2.3.3 “多元包容”规划转型中的的城

市规划教育教学

多元包容的规划转型对中国城市规

划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规划教育的价

值取向从重物质、重技术逐渐向重社会

科学或两者并重转变，培养“一专多

能”复合型人才成为这一时期规划教育

的目标，而多学科交叉和规划教育的价

值转型也反映在专业教学当中。

从《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

专业规范》（2013年）看，专业教学弱

化了“技能”，明确了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并重的基础。课程设置上，建

筑学属性已不再明显，弱化了工程技术

和空间美学要求，加强了科学研究方法

和规划管理方面的培养，推荐的核心课

程中去掉了《建筑设计》，增加了《城

乡社会综合调查研究》、《地理信息系统

应用》等，且核心课程不再统一规定为

“必设课程”，而改为“推荐课程”，注

重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规划专业核心课程中体现学科交叉

和学科前沿的相关课程增加，价值取向

层面的课程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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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年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东

南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等10所规

划院校城乡规划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

核心课程设置分析可知：“区域”“人居

环境”“城乡”“历史遗产保护”“社会”

“住区”“生态”等体现“多元包容”规

划价值观的关键词，在核心课程中出现

的频次明显增加（图3）。

2.4 总结

发展观演进实质上是我国社会政治

经济诸多宏观要素互相作用的缩影，对

国家的城市建设发展方针、空间政策以

及城市规划的角色属性、价值体系等

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

被映射到中国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方方

面面。

从宏观角度看，规划教育的发展耦

合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政治

形态与格局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

会运动，会直接引发规划教育的巨大变

革与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改革

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也对规划教育

产生巨大影响。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教育

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充分体现了规划教

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耦合性。

从中微观角度看，规划教育与社会

需求密切相关，但存在一定滞后性。社

会需求是规划教育变革的外部动力，两

者间的密切相关性从三个发展阶段城市

的功能、规划的角色定位与规划教育的

培养目标一一对应上就得以体现。然

而，规划教育的演进面对日新月异的社

会需求，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方面还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学体系应对新问

题、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出现，响应速度

较为缓慢。

发展观体系在规划教育发展中起到

价值引领的作用，体现在培养目标、知识

结构、课程设置、教育思想等多方面。

3 新时代中国城乡规划教育发展

展望

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的发展

观，已成为指导未来中国发展的顶层设

计和行动指南，其中生态文明思想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推进经济增长与自

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重要组成部分加入到国家宏观战略部署

中，旨在加快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现代

化，构建统一、协调、权威的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近年来，涉及各种空间规划

的政策文件频频出台，从十八届三中全

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国

家寄望于空间规划能承担引领发展转

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责任 （张京祥，林怀策，陈浩，

2018）。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下，2018年
国家组建自然资源部，城乡规划管理职

能从传统的“建口”划归“资源口”。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城乡规划面临范式

转型，即由终极蓝图式规划、综合战略

型规划向资源管控型规划转变。城乡协

调、资源管控、环境保护、优化配置、

合理利用将成为规划发展的核心价值。

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空间规划

体系的重构，不仅给我国城乡规划领域

带来巨大变局，也将成为规划教育新一

轮转型发展的重大驱动力。城乡规划角

色定位向资源管控型转变，将直接导致

规划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更新。新时

代的城乡规划教育将顺应规划范式转型

的需要，以国家和区域空间发展的重大

战略转型为导向进行自我调整与革新。

从学科发展方向上看，空间规划体

系内容丰富而复杂，涉及土地、资源、

环境、地理、经济、社会、城乡规划、

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空间规划离不开

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与支撑 （武廷海，

2019）。城乡规划学科作为隶属于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支撑学科，如何服

务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新时代规

划学科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当前的

改革充分凸显出自然资源和资产安全底

线的极端重要性，落实在学科发展上就

应该从需求导向转变为约束导向，将城

乡发展的资源约束体系作为规划学科的

基础性与核心内涵（彭震伟，2019）。
从培养目标和模式上看，“一专多

能”仍是新时代城乡规划人才的主流培

养目标，但在培养模式上应兼顾深度和

广度两个层面。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

社会治理的语境下，城乡规划面临向区

域乃至更广域国土空间范畴延伸和向城

乡实体空间收缩的双重趋势。随着国家

建设需求的多元化，规划工作的外延已

从传统空间设计的工程技术扩展到了管

控、治理、维护等多个环节，人才需求

也越来越体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为适

应国家不同部门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图2 2011年至今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属性及“三足鼎立”结构
Fig.2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attributes

since 2011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关于“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赵万民，赵民，

毛其智，等，2010）一文并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2013）整理自绘.

图3 2012、2017年10校规划专业核心课程关键词频率比较（学术型硕士）
Fig.3 Comparison of keyword frequency of core courses in 10 planning schools

in 2012 and 2017 (academic master program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10所高校提供的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估自评报

告统计整理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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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监督和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管理等

多类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新时代的城

乡规划教育既要培养规划设计型人才，

又需培养政策规划型人才；既需要强调

工程技术和规划治理能力并重的综合培

养模式，也需要多元化有所侧重的专门

化培养模式。为应对新时代社会需求的

细分，中国的规划教育将会出现更具差

异化的模式与格局。

从教学体系上看，战略引领、刚性

管控、空间引导、技术支撑将成为规划

教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战略引领层面，

在“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引导下，应加

强民生关怀、道德修养、职业素养、法

律基础及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教

育，也要重视政治学、经济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具有战略引领性

的宏观发展理论教育。刚性管控层面，

作为对资源管控、约束导向的应对，规

划专业知识教学范畴应重点拓展至生态

学、环境保护、人居发展、土地资源、

人文地理、政策管理等多领域，也应加

强对空间治理执行与决策能力的培养。

空间引导层面，无论社会需求如何多元

发展，物质空间设计能力始终是规划师

的立身之本，除了维护设计类课程的核

心地位，还应考虑如何将新的理论、方

法以及交叉学科知识融入专业教学中。

技术支撑层面，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对

城乡规划的技术支撑体系提出了新的要

求，规划技能教学将向地理信息系统、

大数据分析，甚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

域延伸。

注释

① 胡鞍钢 （2008） 将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

展观分为三个阶段： 1950—1970 年代

的第一代发展观，1980—1990年代的第

二代发展观，21世纪初期至今的第三代

发展观。

②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三位一体”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③ 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党

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

④ 各校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

估自评报告（2012—2018）。

⑤ 南京大学提供的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

业教育评估自评报告（2018）。

⑥ 资料来源于重庆大学提供的全国高等学校

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估自评报告（2018）。

⑦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

“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⑧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

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

略目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董鉴泓, 孙施文 . 关于城市规划专业的作

用与地位的一些思考[J]. 城市规划汇刊,
1997(4): 32-33+66. (DONG Jianhong, SUN
Shiwen. Some thoughts o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7(4): 32-33+66.)

[2] 董鉴泓 . 同济生活六十年[M]. 上海: 同济

大学出版社, 2007. (DONG Jianhong. Sixty
years of Tongji life[M]. Shanghai: Tongji Univer⁃
sity Press, 2007.)

[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 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M]. 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13. (The Sixth Disciplinary
Review Group of the Academic Degrees Com⁃
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troduction to first-
degree disciplines for degree awarding and talent
development[M].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3.)

[4] 侯丽, 赵民 . 中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回

溯与思考[J]. 城市规划, 2013(10): 60-70.
(HOU Li, ZHAO Min. Unplanned path of Chi⁃
nese planning schools: historic retrospect and its
future prospec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10): 60-70.)

[5] 胡鞍钢 .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
[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HU Angang.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M]. Tsin⁃
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黄立 .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
1965）[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 2006. (HUANG Li.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urban planning[D]. Wuhan: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6.)

[7] 彭震伟 . 从需求导向转变为约束导向的城

乡规划学科应对[J]//本刊编辑部 .“空间

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的学科发展”学术笔

谈会 . 城市规划学刊, 2019(1): 11. (PENG
Zhenwei. Changing from demand - oriented to
constraint-oriente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
ciplines[J]//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Disciplin⁃
ary in the background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form.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1): 11.)
[8] 唐子来 . 不断变革中的城市规划教育[J].

国外城市规划, 2003(3): 1-3. (TANG Zilai.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nning education[J]. Ur⁃
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3(3): 1-3.)

[9] 武廷海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城市规划

初论[J]. 城市规划, 2019, 43(8): 9-17. (WU
Tinghai. A discussion on urban planning in spatial
planning system[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8): 9-17.)

[10] 叶裕民, 等 .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规划学科发

展——城乡规划与公共管理学科融合专家

研讨[J]. 城市规划 , 2016(9): 12-13. (YE
Yumin, et al. Promoting planning disciplinary de⁃
velopment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professionals
workshop on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public managemen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9): 12-13. )

[11] 张京祥, 罗震东. 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ZHANG Jingxiang,
LUO Zhengdong. New China urban&rural plan⁃
ning thoughts[M].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张京祥, 林怀策, 陈浩.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40
年的变迁与改革[J]. 经济地理, 2018, 38(7):
1-6. (ZHANG Jingxiang, LIN Huaice, CHEN
Hao. 40 -year changes and reforms of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7): 1-6.)

[13] 张弘政 . 发展观的形态、基本问题和历史

考察——以社会发展合理性为中心[J]. 理
论与改革, 2008(1): 5-7. (ZHANG Hong⁃
zheng. Forms, basic issues, and historical investi⁃
gations of development view[J]. Theory and Re⁃
form, 2008(1): 5-7.)

[14] 赵万民, 赵民, 毛其智 . 关于“城乡规划学”

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J]. 城市规

划 , 2010(6): 46-52+54. (ZHAO Wanmin,
ZHAO Min, MAO Qizhi. Academic reviews of
upgrading the "study of urban and rural plan⁃
ning" to a first level disciplin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6): 46-52+54.)

[15] 邹德慈 , 等 . 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

究——总报告及大事记[M].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2014. (ZOU Deci, et a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in
new China——general report and milestones
[M].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4.)

修回：2020-05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