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董鉴泓先生提议并推荐我接任《城市规划学刊》主编一职，个人深感责

任重大（图1）。我们这代规划学人的学术成长与《城市规划学刊》分不开。任编

辑委员会主任多年，与《城市规划学刊》感情至深。如今董先生把这份重任托付于我，

我当义不容辞。辛丑新年，拜年董先生，按先生要求，思考并成文（图2）。虽时间仓

促，未及办刊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的系统思考，但有几点是肯定的。

1 《城市规划学刊》之“继往”

传承办刊优秀传统传承办刊优秀传统

《城市规划学刊》作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学术期刊，自 1957年创刊至今，已近

65年。在学科发展初期，应行业发展中缺乏学术思想传播、专业教学中缺乏参考资料

之所急，以《城市建设资料汇编》创刊，克服种种困难，从外文书刊中选编各类规划

实例，拍照复制，按专题汇编成册，同时也让我国城市规划研究的学术成果有了自己

的发表平台。《城市规划学刊》历经多代办刊人的传承、耕耘和发扬，现已在中国城市

规划学界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城市规划学刊》的发展离不开董鉴泓先生作为主编对办刊初心的坚持和始终如一

的坚守。《城市规划学刊》办刊之初，确立了“实践导向的公益学术”原则。近 65年
来，董先生坚持“学术源自实践，学术指导实践”的办刊实践导向；选稿与编辑坚持

学术高标准；刊登坚持不搞商业化，不收版面费，至今期刊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也

从不收取会议费用。对于近65年的坚守，作为文革后成长的一辈，深知在市场经济中

的坚持实属不易，由衷地向董先生表示敬意。在此，我想也不仅仅是对前辈的敬意，

更应该传承办刊的优良传统，把办刊的宗旨坚持成为办刊的特色。

坚持办刊三大特色坚持办刊三大特色

第一，学术性。同济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城市规划设计课程的高校，早在1920年
代，欧洲工业国家建立了大量城市建设、经营、管理的学校，同济大学几乎同步地开

展了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的课程设置。新中国成立后，同济大学首先开办了城市建设经

营专业，1950年代开始了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城市规划专业招

生，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硕博教育大纲。依托学校强大的教授和研究生团队，《城市规划

学刊》始终坚持反映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想、规划技术与研究方法

的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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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前瞻性。《城市规划学刊》

创刊以来，始终站在国内外城市规划、

城市发展政策、城镇化发展战略等学术

方向的前沿，以前瞻性的视角，聚焦国

内外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方向。《城市

规划学刊》的前瞻性包含了五个方面：

一是对国内外规划思想理念和研究动态

方向的前瞻性把握；二是对世界城乡发

展所面临问题与挑战的前瞻性判断；三

是基于城乡发展一线实践与学术前瞻研

究的互动关系，对规划实践动态和规划

类型学的前瞻性探索；四是对规划新技

术与新方法的前瞻性推动；五是对规划

教育未来趋势的前瞻性讨论。

第三，实践性。《城市规划学刊》

作为中国的城乡规划核心期刊，始终扎

根中国城乡规划实践，支撑国家城乡发

展战略。始终倾听来自规划编制、实

施、运营管理的实践需求，感受祖国大

地上城乡空间规划的发展脉搏，认知城

乡规划实践对于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的

支撑需求，并将国内外的学术思想和前

沿理论研究成果，落到祖国的规划实践

一线进行检验。《城市规划学刊》来自

于规划实践，服务于规划实践。

始终依托编审队伍始终依托编审队伍

《城市规划学刊》在办刊的65年中，

建构了坚实的编审队伍。董鉴泓先生作

为中国城市规划学术期刊的泰斗，以其

战略远见引领了《城市规划学刊》数十

年发展，他以办刊推动学科理论建设，

以办刊引导学科发展布局，以办刊引领

规划教育发展。陈运帷先生，兢兢业

业，句斟字酌，奉献了毕生的学术智

慧。沈清基教授修养深厚，承上启下两

代编辑人。编辑部团队生机勃勃。

《城市规划学刊》汇聚了国内外规

划行业的优秀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组

建了审稿人队伍，他们为《城市规划学

刊》的高品质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

支撑，为《城市规划学刊》的组织化、

规范化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不断拓展学术生态不断拓展学术生态

《城市规划学刊》的65年办刊历史，

是与全国规划同行，尤其是规划设计研

究机构的倾力支持分不开的。《城市规

划学刊》正是紧密依托全国各地的规划

设计研究机构，倾听了来自实践一线的

学术需求，服务了城市规划实践与科研

机构，得到了科研机构的思想和财政的

支持，才有《城市规划学刊》与全国城

乡规划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共同建

构的完整学术生态圈，共同繁荣着中国

城乡规划学科生态，形成了欣欣向荣的

学科发展局面。

2 《城市规划学刊》之“开来”

开未来使命开未来使命

《城市规划学刊》作为中国城乡空

间规划的重要核心期刊，走向新时代，

必须始终牢记办刊的初心，坚持学术

性、前瞻性和实践性的办刊特色，牢记

“五个服务”的办刊使命：始终服务于

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健康，始终服务于国

家与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始终服务于空

间规划的一线实践，始终服务于规划学

科的创新建构，始终服务于城乡人民的

美好生活。

开未来创新开未来创新

关于《城市规划学刊》未来的创新

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城市规划学

刊》将和Wupen-iCity网络平台促进网

络和纸质印刷本的传播优势互补，线上线

下交互；二是开拓《城市规划学刊》与

《GUIHUA——Urban and Rural Spatial
Planning Frontier》 杂志的联合办刊模

式，促进国际国内规划学术思想的汇

聚，让中国学术声音更多地走向世界，

推动中国学者与世界学者更多的联合创

新；三是创造更好的网络收稿、网络编

辑、网络评价体系，以更好地遴选优秀

前沿学术成果；四是与全国博士生、硕

士生做更多学术交互，更加有效地发

现、推举新一代学术领袖，开辟青年学

术创新版块。

开未来合作开未来合作

《城市规划学刊》在未来希望拓展

更多元的合作关系，加强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城乡规划

学科评议组、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

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办刊合作；加

强城乡规划学科与相关、相邻专业的跨

学科学术合作；加强世界规划教育组

织的全球学界合作，共同推进学术前沿

的中外联合创新；继续联合城市规划兄

弟期刊，举办优秀论文评选，邀请规划

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举办城市规划学科

论坛。

1978年，我们进入城市规划专业学

习的时候，这本杂志一直是学生除了教

科书以外最重要的读物。1985年，我研

究生毕业留校后，是按照董先生的分

配，直接参与了《城市规划学刊》的基

础性工作，由此，养成了对每一期出版

的刊物内容进行收集和整理的习惯。

1997年，在德国10年学习、工作后，董

先生还看到我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城市

规划学刊》梳理和电子化整理，是几十

年对《城市规划学刊》的学术性、学术

成长的感恩，让我一直坚持梳理《城市

规划学刊》上的文章。

今天，董先生作为这本杂志的第一

代开拓者，把主编工作交到我手里，我

感到的是学术的责任、代际的承传和未

来的展拓，以此文来记载接受这份工作

时的思考。以董鉴泓先生为榜样，坚持

使命和初心，坚守无私和奉献，以开拓

和创新的精神，根植本土，创新中国城

市规划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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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吴志强院士和董鉴泓先生
（摄于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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