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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Areas with New Concepts
WANG Kai, YAN Yan, ZHU Biyao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major social issue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s a re-

sult, core concepts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re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towards gree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cultural diversity, quality living, resil-

ience, and so on. As spatial carriers for critical national strategies, Xiong'an New Ar-

ea (X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tegrated Ecologi-

cal Development (YRDDZIED)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exploring these new con-

cepts. XNA is conceived as part of the Millennium Plan and it adopts bold innova-

tions in many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priority, it aims to avail the Chi-

nese traditional city-building wisdom, and build a socialist model city of ecology, in-

novation, resilience and liv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YRDDZIED aims to become

a pioneer in high-qualit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eply rooted in the Jiangnan water-town culture, it demonstrates a hybrid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By

maintaining the human-nature harmony, YRDDZIED is remaking the ideal human set-

tlement where urban functions blend nicely with beautiful scenery.

Keywords: new concepts; national strategic areas; Xiong'an New Are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tegrate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1 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的理念演进

十九大以来，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渐凸显、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转型，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迈入全新开放、转型创新、

人文魅力、人本共享、区域协同的时代，“绿色”“创新”“质量”“美丽”“文化”“健

康”“安全”等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词（王凯，2020），也引起了城

乡规划学界对其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的新思考。

1.1 绿色发展：从“利用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思想落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天人关系”的经典问题

（袁琳，2020）。古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①，强调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而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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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化，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也向绿色发展、创

新驱动、文化引领、品质生活、韧性安全

等方向演进。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实践的空

间载体，首当其冲肩负着践行规划建设新

理念的使命。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千年大

计”，率先创新、率先突破，坚持生态优

先，充分运用“中华营城智慧”，旨在建设

绿色、创新、韧性、宜居的典范城市。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根植江南水乡地区，在生态保护、文化传

承、新经济新业态等方面集成创新，致力

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域功能与风

景共融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新理念；国家战略地区；雄安新

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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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利用和控制它；我国历史上的都江

堰、郑国渠乃至京杭大运河，都是人类

积极主动利用自然的最佳写照。进入生

态文明时代，“两山理论”“生命共同

体”等相继提出，其核心理念在于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这又是同先人们“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的智慧一脉相承

的；同时，强调“保护”与“发展”不是

一对矛盾体，更多地开始提倡“有风景

的地方就有新经济”（王克，2017），为

生态资源多元价值的激活、尤其是工业

经济时代后发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

新的破题思路。

1.2 创新驱动：从“全球生产网络”到

“区域创新网络”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双重驱动

下，创新成为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王缉慈，2001），创新集群区域

相应地成了全球最具爆发力的前沿竞争

载体。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城

市群是我国率先由工业时代迈入“知

识-创新时代”的地区 （郑德高，等，

2019），将是我国在新阶段引领高质量

发展、发挥创新集群优势的重要动力

源。一方面，在不可逆的全球化浪潮之

中，需要瞄准全球基础设施深度互联互

通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帕拉格·康

纳，等，2016），链接全球、提升在全

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向

后疫情时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下，更要着力探索出一条指向城市

群、都市圈内部供应链完善的新路子，

在区域内构建更加安全可靠、自主可控

的产业创新网络。

1.3 文化引领：从“消极保护”到“积

极传承、利用与弘扬”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那样，

“在城市发展史中，科学技术始终是重

要的推动力，但是文化因素则一直起着重

要的平衡作用”（陈呈任，等，2009），

21世纪的城市竞争，不仅是科技实力的

竞争，更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国际上

越来越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已经突破了

传统静态的观览功能，融合教育、体

验、创意等当代精神生活需求，衍生出

多样的有形或无形文化产品，乃至成为

带动城市营销、拉动地域经济的特色品

牌。党的十九大特别明确了文化建设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

要定位，近年来杭州、成都、景德镇等

“网红”城市的发展路径也很好地证明，

只有改变过去“消极保护”的思维，立

足底蕴、挖掘地域文化的现代活力，积

极地运用新形态、新模式来承载与重塑

传统文化，才能为文化注入更广阔和持

久的生命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动

力与价值。

1.4 品质生活：从“经济增长”到“人

类福祉”

我国城市化发展迈过 60%的关键

点、进入“下半场”，美好人居成为社

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吴唯佳，

等，2020），“人”的角色由服务于经济

增长需求的生产要素之一，转向城市发

展的主体、城市消费与服务的首要对

象，城市建设要相应地从“工程导向”

转向“人本导向”（孙娟，等，2020）。

在不同层面的规划实践中，已经能看出

显著的导向变化：一方面，“便捷宜居”

“全龄友好”“活力共融”“精致营城”

等成为全球城市新风尚，规划措施更

加关注环境品质提升、公共空间织补、

社区包容与共同缔造等细节之处的具体

行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指标逐步

由关注物质空间到关注人的感知体验，

如从“设施覆盖度”到“15分钟社区生

活圈”，更加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

1.5 韧性安全：从“被动应对灾害”到

“安全健康可持续”

“韧性城市”源自工程与生态领域的

弹性，逐步扩大到城市规划等层面（欧

阳虹彬，等，2016），广义地包括社会

治理、健康福祉、经济社会稳定性、基

础设施与环境安全等维度，核心建设目

标在于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全面增强城

市系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近年来，国

内开始更全面地理解“韧性城市”并尝

试将其融入城乡建设的具体实施中，北

京、上海、深圳、厦门、重庆等大城市

纷纷拟定了韧性城市建设框架，北京更

是国内首个将“韧性城市”纳入总规的

城市，上海总规也提出了“更可持续的

韧性生态之城”分目标。今年的新冠疫

情和特大洪水无疑对城市公共安全、基

础设施安全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与

此同时，新基建的兴起又为安全健康可

持续的未来城市蓝图提供了更可预期的

技术保障，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实践的紧

迫性和使命性并存。

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地区作为新理念

下率先开展新实践的空间载体，首当其

冲肩负着践行规划建设新理念的使命。

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影响下，雄安新区率

先创新，积极探索一条生态文明下城市

建设的新路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作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先手棋，也在区域协同转型

和高水平跨界共建方面进行集成创新和

机制突破。后文着重对这两大国家战略

地区基于规划新理念的实践策略进行梳

理和归纳，以期为更多地区的规划实践

提供些许启示与参考。

2 雄安新区的规划新实践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

地，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

及周边部分区域，规划范围 1770km2，
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

区、高质量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主城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

展示范区，其中又划定了约100km2的起

步区，先行建设、集中示范。

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雄安新

区的规划建设由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

组直接领导，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坚持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其不仅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

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核的重任，还需在生态保护利用、尖端

创新、未来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

突破，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前沿政策措

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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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人类

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

2.1 营造淀泊为底、林网骨架的平原

“绿洲”

从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出发，雄安

新区强调以“一淀、三带、九片、多

廊”的生态安全格局为底，构筑林城相

融、林水相依的新型生态城市。通过植

树造林、退耕还淀、水系疏浚等多途径

的生态修复治理，营造以“淀”“林”

为主体、其他生态要素协调共生的格

局，提出建设空间与蓝绿空间“三七

开”的原则，奠定了新区“平原绿洲”

的总体空间基调（图1）。
首要推进的工作是修复淀泊自然本

底（图2），具体措施包括：实施退耕还

淀，借助流域内水系连通、水库水的联

合调度等，建立多水源互补调蓄机制，

恢复淀泊系统的自然水动力；通过排查消

除污染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控源

头”，开展流域“控源——截污——治河”

系统治理，严控入淀河流水质，将白洋

淀水质逐步恢复到 III-IV类（本刊编辑

部，2018）；延续本地生物多样性基因，

重点推进水生动物和鸟类栖息地修复，

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的自我修复与

生态涵养功能。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

利用淀区自然本底打造地方特色的大地景

观，对现有苇田荷塘进行微地貌改造和

调控，塑造“荷塘苇海”的景观风貌。

另一项重要工程是巩固平原林网骨

架。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

动，将森林覆盖率由 11%提高到 40%，

以生态防护林和景观生态林为主体、形

成“多片多廊道”格局，提高林地生态

空间的连通度。另一方面，在城区生态

环境塑造上，通过郊野生态公园、综合

公园和社区公园等的有机布局，实现

3km进森林、1km进林带、300m进公

园，形成森林环城、湿地入城的城绿交

融格局，同时又能发挥“城市风廊”和

“软质空间”的作用。

2.2 培育高端高新的前沿创新经济

雄安的产业经济可谓“无中生有”，

关键依靠“高精尖”的植入。作为首都功

能外溢的首站地，新区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集中引

入一批在京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高新

企业，并围绕这些载体布局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集聚和培育相关创新资源。

首先是以“三个国际一流”树立

“全球创新高地”的影响力。搭建国际

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以平台整合公共

创新资源，推进院企、政企、企业间合

作，重点完善产学研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建设国际一流的科技与教育基础设

施，包括重大科学装置、科技支撑平

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依托特色学

院和研究中心、培育和做强一批优势学

科，打造知识溢出效应明显的开放式学

研园区。完善国际一流的创新服务体

系，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试验区，构

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圈。

二是设置“正负面清单”，框定产

业发展的高门槛、高标准。新区明确提

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

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五个重点产

业领域及下设细分门类，对产业项目准

入采取“宁缺毋滥”的严格审查和全生

命周期监督，同时还提出了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这四个面向未来

持续竞争力的转型导向，敦促新区内的

产业企业主动谋划、先行示范。

三是适应新区内部产业创新网络的

联动格局，营建圈层分工的产城融合新

布局。与当地的城乡体系相结合，整体

构建“起步区——外围组团——特色小

镇”三个层次：最内圈的起步区是承接

首都疏解的集中区域，是研发创新的

“动力核”；外围组团与起步区分工协

图1 雄安新区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示意图
Fig.1 The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of Xiong'an new area

资料来源：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③.

图2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图
Fig.2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the

Baiyangdian Lake Catchment Area
资料来源：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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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军民融

合、文化创意等实体产业，以及支撑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与专业服

务；周边特色小镇则因镇制宜，形成各

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

2.3 寻求“中华营城智慧”的现代表达

雄安新区的总体城市空间设计，融

入了对华北平原营城智慧的继承和再创

新。传承方城形制、轴线序列等营城理

念，化用中轴、里坊、苑囿等传统建造

语汇，起步区在“北城——中苑——南

淀”大格局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抽象

成“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

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序列

（图 3），整体风貌上彰显“中华风范、

淀泊风光、创新风尚”，建筑风格上主

张“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

对于城市硬质空间，“一方城”强

调严整有序、规制对称的方城形制，方

城外结合水系和绿带形成蓝绿绕城的景

象，方城内以传统街坊尺度，布局形成

组合丰富、尺度宜人的街区。“两轴线”

用以凝聚城市精神和承载城市功能，南

北中轴以“北收南展、疏密有致”的空

间特征，体现“中华文明、中华复兴和

中华腾飞”的象征意义；东西轴线利用

交通干道和绿色廊道，串联活力创新的

标志性空间和功能节点。“五组团”按

照功能相对完整、空间疏密有度的理

念，形成五个紧凑高效的组团；蓝绿空

间在组团之间与内部交织渗透，建筑群

落高低错落，塑造韵律起伏的城市天际

线，与北部葱郁林带、南部古淀苑囿融

合辉映。

对于城市软质空间，“十景苑”“百

花田”，指的是通过在中苑恢复大溵古

淀，以田园为基底、以水系为脉络，形

成淀泊湿地交织、景苑花田相映的苑囿

郊野空间。“千年林”“万顷波”，即在

起步区北侧大规模植树造林，沿组团外

围建设连绵成片的环城林带；南侧修复

淀泊生态环境，再现碧波万顷、荷塘苇

海的华北水乡图景。

2.4 建设疏密有度、组团有序的宜居新城

“未来预留、弹性生长”是雄安新区

用地布局的核心理念，在锚固远景开发

强度30%的基础上，整体形成“一主五辅

多节点”的城乡一体布局。如上节所述，

“北城”起步区作为主城区，集中布局

五个功能完善、疏密有度的城市组团，

是建设相对集中连片、密度最高的区

域；“中苑”结合苑囿和田园建设，适

当布局创新创意等特色功能，形成城淀

共融的景观；“南淀”重点围绕白洋淀

滨水岸线，推进生态、人文、防洪功能

复合，控制开发建设，实现减量发展。

同样地，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

性约束，在起步区范围内也贯彻了疏密

有度的建设原则，按 1万人/km2控制，

形成用地高效、适当留白的城市发展格

局。城市建设用地明确用地主导功能，

实行用地功能弹性管控，引导土地利用

集约高效和复合多元，提升城市活力，

并弹性应对城市发展需求。各组团内部

尽可能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结合

未来发展需求预判做出一定的弹性预

留，配套多层次、均衡覆盖、人性化、

品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网络。

2.5 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

雄安新区从选址之初到规划建设全过

程都高度重视城市安全，统筹运用了区

域协同、层级设防、智能防灾、立体防

护等策略，聚焦水源能源供应、防洪、

抗震、城市管理与运维、应急安全等城市

“生命线”领域，构建安全韧性的保障

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其中的重中之重在构建流域统筹的

防洪防涝体系。以“人水和谐”为宗

旨，新区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

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综合采用“蓄、

疏、固、垫、架”等措施，打通白洋淀

及下游水系的多条行洪通道，提升区域防

洪整体承载能力。尤其在起步区集中建

设片区内，巧借城市水系、蓝绿空间，

建立纵横交织、主次分级的排涝通道，

并适当恢复大溵古淀调蓄涝水的功能，

实现人工与自然调蓄手段的整合嫁接。

另一项创新是全面搭建“云上雄安”

平台，即韧性智能的数字城市系统。适

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与现实城市

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构建全域

智能化环境，建设泛在高速的通信网络、

搭建全域覆盖的感知体系，面向重要建

筑、公用设施、地下管廊、公共空间、

交通设施、生态环境等多个场景生成实

时监控，形成汇聚信息、统筹管理、智

能决策的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实现城市

全局实时分析和公共资源智能化配置。

图3 雄安新区起步区城市空间格局示意图
Fig.3 Urba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itiation zone in Xiong'an New Area

资料来源：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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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的规划新实践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

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④。2019年 10月，在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之

际，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在内（地

域总面积 2413km2）的“两区一县”被

明确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⑤（以下简称示范区），作为实施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其所肩负的一项首要使命便是实践新时

期城乡空间规划新理念、打造高质量永

续发展的“样板间”，为实现“生态优

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

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自然和谐

宜居新典范”的战略目标提供载体。

示范区所在的苏浙沪交界地带自古

就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水泽绿洲与

镇村聚落玲珑镶嵌，江南人文纷呈荟

萃，又长期处在苏、松、嘉三府的密切

辐射之下，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而

活跃的中小城镇网络格局，本身就沉淀

了不同时期、不同理念导向之下相对前

沿的营城智慧。如果说雄安新区规划是

在近乎“一张白纸”上绘制中国特色的

未来典范城市蓝图，示范区规划则更多

地是通过新功能、新空间与既有空间的

嫁接融合，将传统视野中处在行政区边

缘的“经济洼地”发掘和塑造成为新时

期新理念下的“价值高地”，或许能为

当前更广泛地区提供一个更具普适意义

的“可复制样板”。立足这样的基础语

境，示范区共同编制了跨界国土空间规

划，试图引领两区一县及周边地区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中达成共识，在传

承本土基因、集成地方创新和吸纳外部

动能之间找寻平衡，共同面向新形势做

出创新路径探索与空间响应。

3.1 理水为要、以水为脉，链接人与自然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的“底色”，

在坚持生态绿色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

展、率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优势，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示

范区的首要愿景。示范区处在太湖流

域东部的碟形洼地，现状河湖水面占比

20.3%，其中面积超过 50hm2的湖荡有

76个，农田、湿地、林地等主要生态资源

的分布也与大小水体紧密关联，主要市镇

和村落多傍水而建，于是“人水共生”

就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破题关键。

一是“理水为要”，给河湖以充足空

间、让自然水体休养生息，以完善水系统

网络格局、提升水质自净机能为出发点，

守好示范区的蓝色血脉。一方面构建多

层级蓝线管控体系，对 100条主要河道

和76座湖荡实施严格保护，另一方面通

过退渔还湖、生态清淤、湿地修复、水

系拓宽、河网连通、水岸联治等工程措

施，改善水空间破碎和污染现象，使整

个示范区乃至周边流域实现最大程度的

“活水畅流”，保障水面率稳中有升。

二是“以水为脉”，传承水乡圩田特

色空间格局，对逐水而居、缘水而作的

传统赋予现代演绎。以核心水系为统领，

组织形成“一个生态绿心、两条清水绿廊、

三条蓝色珠链、四类水乡基底分区”的

生态骨架（图4），锚固林田共生、蓝绿

交织、城水相融的自然生态格局，构建

全方位可持续的生态协同治理体系。在

生态安全底线之内，进一步考虑滨水地

区人本价值回归与公共功能的挖掘，利

用示范区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禀赋，激

活“水”的多元属性与功能，提供更丰

富的生态公共产品，包括景观营造、水

上交通、亲水活动、生态科普等等。

3.2 多元融合、长板做长，织就风景中

的“研学产”开放网络

创新经济是示范区的“亮色”，是

在长三角产业升级版中发挥引领作用的

动力引擎，也将是“有风景的地方就有

新经济”这一国际经验的“中国样卷”。

过去一段时期的乡镇经济与开发区经

济，为示范区积累了民营外向型特征显

著的制造业基础，两区一县各自已经形

成一定的集群领域，诸如青浦区的特性

材料、精密机械，吴江区的丝绸纺织、

光电通信，嘉善县的电子信息等，新兴

产业和新经济形态也开始萌发。因此，

示范区产业转型的核心不在于外部资源

的“空投”，而应当更多地立足优势基

础、强化内生动力，各地拉长长板，瞄

准潜力合作领域、优化协同创新生态，

以低环境影响、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高创新能力为指向，为既有产业的

升级增效提供解决方案。

在产业体系建构上，重点辐射和联

图4 示范区生态结构示意图
Fig.4 Eco-space structur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tegrate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草案公示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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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长三角，链接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规

划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的

“五类经济”，即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

创新经济、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

经济和生态型湖区经济；增进产业链和

创新链在“策源——孵化——转化——

应用”多环节的融合，着重拓展生产价

值曲线的前端和后端，这也代表了长三

角产业创新网络进一步演进的方向。

在产业空间组织上，考虑到“创新

融入风景”的新趋势与乡镇经济基因本身

有一定相容性，于是提出适度集约、多

元混合、弹性灵活的新型产业空间布局原

则，以高新技术企业总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创新孵化与中试基地等为极

核，结合研创园区、服务业集聚区、产业

社区、产业基地等，形成若干“研——

学——产”板块有序组合的创新集聚片

区，为构建多向互动、人才对流、信息

互通、服务共享的创新网络提供支撑。

3.3 塑造“新江南水乡”人文传承典范

示范区位于京杭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与吴根越角之地的交汇处，7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36个历史镇村共同构成了

“一衣带水”的江南水乡“近邻圈”，马

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海派文化等多重

地域文化相融，人文底蕴深厚。在市场

经济的浪潮中，这里也是较早涉足古镇

旅游领域、探索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创造

经济收益的地域之一。但随着近年来文

旅行业供需结构的深刻变革，历史文化

的功能内涵不断拓展，“江南水乡”不

再局限于一个静态的观览性的文化符

号，而更多地开始被人们赋予精神家园

的意义，相对消极的历史保护模式难以

满足发展中的文化传承诉求，相应地就

需要规划思路上的创新。

一方面，要继承好江南水乡的“精

气神”。以历史水路为脉络、以历史镇

村为重点，从区域关系、历史职能的角

度出发，梳理出江南运河、太湖—黄浦

江、嘉兴—吴淞江三条不同主题与特色

的历史文化带，通过廊道串联形成示范

区历史文化整体格局保护的框架 （图

5）。同时，结合地方特点来构建历史文

化保护控制体系，重点保护好那些对于

“江南水乡”风貌特色的形成至关重要

的要素，包括历史水路、风貌河道、江

南园林、水乡基底代表性景观、各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

另一方面，要续写好历史古镇的

“新篇章”。示范区必然要承载新的功

能、运用新的建设形式，关键是怎样创

造一种与旧空间和而不同、能够对话的

“新江南水乡”范式，譬如规划中提出

的，坚持“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

的特色风貌，保留江南小镇味道的小尺

度、低高度、中密度的空间序列运用，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青石店幌”同

“简洁雅致、清新明亮、疏密有度”有

机结合的现代建筑特征等等。

3.4 构建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有机城

乡格局

受限于自然基底特征与边缘区位的

现实，示范区与所在大都市地带的其他

地区相比，集聚规模和开发强度是相对

低一些的，总体呈现的是“水网绵延、

镇村镶嵌”的空间形态，其中分布着许

多职能突出、配套良好的城镇与村落组

团，城乡网络发育度高、结构丰富而稳

定。在当下人们对“水泥森林”都市模

式的反思中，乡村被认为是城市文化再

发展的摇篮，未来的城市空间形态应以

区域生态条件、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

以规模适度的城市组团有机融于大自然

本底之中（张京祥，等，2020），示范

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新型空间实践

的一块“好料子”。

宏观层面，遵循“小集中、大分

散”的建设用地布局原则，多途径挖掘

村镇存量用地结构调整和品质提升的潜

力，建立多中心、融合式的扁平化城乡

空间网络，网络内部培育功能互补、服

务共享的城镇簇群，形成由活力城区、

特色小镇、美丽村庄构成的三级全域城

乡体系；强化魅力空间的结构骨架作

用，营建蓝道、绿道、风景道三道复合

的景观链路，使生活、生产、出行与自

然风景相互渗透。

中微观层面，提出以空间尺度10—
15km2的水乡单元作为“自然生态单元、

行政治理单元、功能关联单元”三者有

机衔接的空间载体（图6），整合乡村特

色价值与城乡等值的配套服务，融入低

碳、智慧等未来理念，鼓励户外活动，

为人们提供“河湖田镇村”共生的诗意

栖居载体。

图5 示范区历史文化带规划图
Fig.5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tegrate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 草案公示稿⑥.

54



2020年第 6期 总第 260期

3.5 统筹流域治理，以“活水周流”保

障区域安全

示范区地处太湖流域下游，其调蓄

引排等涉水治理与周边流域关联密切，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水安全问题

是韧性安全建设的首要问题。从历史上

看，早先太湖以东的塘浦圩田水利体系

运用“活水周流”的设计，在农业生产、

城镇建设与自然排涝之间取得了巧妙平

衡，保障了区域水体的蓄洪行洪能力；

后续发展中的“封闭圩田、圩内自流”

体系，逐渐削弱了地区生态环境的自我

调节水平，从而导致了示范区的水安全

和水环境隐患。

因此，结合“反规划”的思想，示

范区规划提出用适度的“人退水进”来

取得顺应自然的安全保障，将适度恢复

“活水周流”作为后续建设的前提和基

础工作来推进，综合运用退圩还湖、拓

展湖荡、疏通支线水网、湿地建设等手

段，将部分农村圩区转化为生态用地并借

助工程手段提升防洪标准，提高圩外水

面的绝对规模与占比，最大程度地修复

自然水体的水源涵养与洪涝调节功能。

4 从雄安到长三角：思考与讨论

从雄安新区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尽管规划建设的基底条

件、直接动力、发展模式等有不同，但

对于新时代城乡发展与规划建设的新理

念认知，正伴随着实践得到一以贯之的

深化。

一是站在“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生境。人与自然共生，

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基础上创造性提

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过去强调

“共存”“和谐”的差异在于：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真正将人类与

外部自然作为“全生命周期、相互支撑

的共同体”来看待，将人类活动置于呵

护自然、反哺自然的框架内，从相对消

极的“蓝绿空间保护”转向系统的、动

态的“生境多样性维育”；生态不仅是

我们生活的基础，也将促成新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空间发展方式（庄少勤，等，

2020）。基于这样一种更全面多维的

“生态”认知，一方面，要持续推进生

态修复，培育生物通廊和栖息地，重塑

本土化生境，保障更优质、可持续享有

的自然生态产品供给；另一方面，也要

适当发挥能动性，挖掘生态空间的多元

价值，推动“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助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是认识并合理挖掘后工业化时代

之中，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历史文

化不是孤立的一种固定形态，只有用发

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文化，将历史文化

置于特定环境中，从时代的、人民的需

求出发去理解和塑造，才能使文化具有

更鲜活持久的生命力。文化传承要从表

面的“建成环境模仿”转向内在的“生

活方式体验”，因循特色基底，在坚持

历史文化保护底线基础上，寻求地方文

化的活态传承和现代演绎，巧用“旧空

间”植入“新功能”，打造地域特有的

文化品牌、文化产品，从而推动分散化

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发展、为静态的历

史文化遗存注入时代灵魂。

三是构筑生态为基、有机复合、弹

性适应的人工与自然共生空间。有温度

的城乡规划，应当能够帮助人们感知和

塑造城市的“活力”与“美好”。正如

雄安新区的“三不建（不建高楼大厦、

不建水泥森林、不建玻璃幕墙）”与示

范区的“小镇感觉、水乡单元”所传达

的，理想的城市生态系统必然是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的，是城乡共生共荣、复

合功能交织渗透的“有温度的家园”。

在尊重地域自然基底和特色空间肌理的

基础上，应当合理管控和有序引导开发

建设，形成人工与自然融合、公共服务

均等覆盖的人居单元，构建完整的蓝绿

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

促进城乡空间的弹性有机生长，谋划城

绿相依、古今对话、田园与乡村相映成

趣、休闲与生产生活功能便捷相融的空

间格局。

四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从

历史和地方经验中汲取智慧。我国在历

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城乡发展经验，既

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又有各个时代

的特征烙印，不论是生态理水的智慧、

还是乡镇经济的活力，其中很大程度上

包含着内在自洽的合理性。国家战略

地区的规划建设谋划，一方面当然要考

虑面向未来、面向新经济、面向新人群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地

方自身既有环境承载、空间肌理、经济

体系、民俗文化等等的根植性，从自下

而上的能动性当中汲取转型发展的内在

动力。

图6 水乡单元空间组织模式示意图
Fig.6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a 'water-town unit'

资料来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 草案公示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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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引自《荀子·天问》。

② 引自《庄子·齐物论》。

③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EB/OL]. [2018-

04 - 21]. http://www. xiongan. gov. cn /

2018-04/21/c_129855813.htm。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2月发布的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0月发布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

方案》。

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2019—2035 年） 草案公示稿

[EB/OL].[2020-06-18]. http://ghzyj.sh.

gov.cn/ghgs/20200617/970bdc96c4f8425

c8ab0aa57438a6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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