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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与变化是举世瞩目的。据2004年底统计，全国设市城市已
达661个，建制镇19883个。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城乡人口大量迁移，城市经济、社会文明、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向农村加快延伸，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城市对不同层次区域核
心的带动作用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的“龙头”作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重视。　　随着城
市规划事业的迅速发展，城市规划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兴起。但冷静思考，目前的城市规划不论是理论
、体系、内容，或是编制方法等各个方面，仍难以应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快速发展与变化的客观要
求。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
”的现象，对于开展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等工作，往往遇到不少的实际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
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李伟国老师克服各种困难，将多年从事城市规划专业教学而精心
编著的《城市规划学导论》交付出版，确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赞赏和应该提倡的。　　《城市规划
学导论》对于城市规划专业课程教学来说，是一本主要的教材之一。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一直在
不断发展、成长中。国内外城市规划的许多理论成果值得介绍，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出现的不少问题
和教训也值得分析和总结。但作为《城市规划学导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教学所需要的主要内容，
突出重点。全书重点论述了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城市规划体系与制度、城市的特性与城市化
、城市的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以及规划研究方法。　　李伟国老师
从城市规划专业毕业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勤勤恳恳地从事城市规划专业的本科生教学和指导
研究生工作。这本著作主要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在参加各地城市规划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吸取国内外有
关资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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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规划学导论》对于城市规划专业课程教学来说，是一本主要的教材之一。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
容，一直在不断发展、成长中。国内外城市规划的许多理论成果值得介绍，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出现
的不少问题和教训也值得分析和总结。但作为《城市规划学导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教学所需要的
主要内容，突出重点。全书重点论述了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城市规划体系与制度、城市的特
性与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以及规划研究方法。

Page 3



《城市规划学导论》

书籍目录

第1章　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1.1　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1.1.1　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1.1.2　西方
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1.1.3　中国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1.2　城市规划的思想变革与学科定位1.2.1　
城市规划思想的变革1.2.2　城市规划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1.3　城市规划体系与制度1.3.1　规划的编制
体系和内容1.3.2　规划管理与实施制度1.3.3　规划教育体制第2章　城市的特性与城市的成长2.1　城市
的特性与城市化2.1.1　城市的特性2.1.2　划定城市的标准2.1.3　城市化2.2　城市成长的影响机制2.2.1
　城市成长的原因2.2.2　规模化与集聚化的影响2.2.3　交通条件变化的影响2.2.4　城市发展的政策影
响2.2.5　城市成长的阶段性2.3　城市成长的空间构造2.3.1　城市空间构造模式2.3.2　城市空间构造的
形成机制2.3.3　城市中心商务区与城市核第3章　城市规划的本质与规划研究的方法3.1　规划的本质
与分类3.1.1　规划的本质3.1.2　规划的构成3.1.3　规划的类型3.1.4　规划的局限3.2　城市规划战略的
选择与实施3.2.1　城市规划的战略选择3.2.2　城市规划的目标3.2.3　城市规划方案的形成3.2.4　城市
规划的实施手段3.3　城市规划研究的基本方法3.3.1　问题的选定3.3.2　调查的实施3.3.3　分析与论
证3.3.4　规划效果的评价3.3.5　意向的统一与决策3.3.6　成果的表现第4章　城市发展战略的形成4.1　
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战略4.1.1　经济发展战略4.1.2　社会发展战略4.1.3　环境发展战略4.2　城市发
展战略4.2.1　城市的发展形象4.2.2　发展战略的综合协调4.2.3　城市的经营第5章　城市的空间布局与
居住区建设5.1　城市的空间布局5.1.1　近现代城市规划学与规划理论的发展5.1.2　城市空间布局的思
考5.1.3　城市空间更新的思考5.2　物质性城市形象的构建5.2.1　物质性城市形象构成与表征5.2.2　物
质性城市形象的解析5.2.3　城市形象的构建5.3　居住区建设5.3.1　城市住宅建设的目标5.3.2　住宅建
设与城市发展5.3.3　我国城市住宅政策的主要特征与发展战略5.3.4　居住区的建设与评价第6章　城市
道路与交通规划6.1　城市道路的建设手法6.1.1　城市道路的等级分类6.1.2　道路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
响6.1.3　城市道路更新的方法6.2　城市交通的预测与评价6.2.1　城市交通需要的预测6.2.2　城市交通
规划的评价6.2.3　城市交通发展的思考6.2.4　限制汽车交通的方法6.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方向及政
策6.3.1　城市公共交通的作用6.3.2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方向6.3.3　公共交通的费用负担与开发利益
的反馈系统6.3.4　综合交通政策的发展6.4　城市的停车与物流设施6.4.1　城市停车场所的分类6.4.2　
城市中心区的停车设施6.4.3　居住区的停车设施6.4.4　城市的物流设施第7章　城市设施7.1　城市设施
的需求与评价7.1.1　城市设施规划的内容7.1.2　城市设施的需求分析7.1.3　城市设施的评价7.2　城市
设施的布局7.2.1　商业设施7.2.2　供给处理设施7.2.3　城市绿地7.2.4　城市的社会设施7.2.5　城市防灾
与安全设施第8章　城市规划的发展展望8.1　区域协同与城乡统筹规划的强化8.1.1　集中与分散布局
的两极化8.1.2　区域交流与协同的发展8.1.3　城乡融合的重视8.2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体现8.2.1　可持
续发展行动8.2.2　非建设用地保护的强化8.2.3　环境理念在设计中的全方位渗透8.2.4　城市建设生存
循环评价的重视8.3　人性化与多元化服务的方向8.3.1　社会设施的多元化与人性化建设8.3.2　个性化
交通与一体化服务并存8.3.3　无障碍设施建设8.3.4　弱势群体的保护8.4　防灾与安全的保障8.4.1　区
域性防灾应急体系的完善8.4.2　社区的防灾减灾功能的强化8.4.3　规划重点8.5　共性与个性的协
调8.5.1　共通性与特殊性的重视8.5.2　交流与借鉴的强调8.6　社会资本建设的重视8.6.1　效率性与长
期性8.6.2　公平性8.6.3　公共投资管理的完善8.6.4　多渠道融资的促进8.7　规划建设管理制度的变
革8.7.1　规划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8.7.2　法律法规和技术性标准规范的完善8.8　规划技术的发展8.8.1
　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8.8.2　对话说明型手法的重视8.8.3　实践研究手法的重视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城市规划学导论》

章节摘录

　　3．详细规划　　详细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以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为依据，详细规定建设用地
的各项控制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要求，或者直接对建设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设计。详细规划分为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根据城市规划的深化和管理的需要，一般应当编制控制性详细
规划，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依据，并指导修建性详细规
划的编制。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①详细规定所规划范围内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用地
的界线，规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②规定各地块的建设高度
、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规定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
筑间距等要求；③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要求；④确定各级支路的红线位置、控制点
的坐标和标高；⑤根据规划容量，确定工程管线的走向、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⑥制定相应的
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附件，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收
入附件。规划文本中应当包括：规划范围内土地使用及建筑管理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纸包括：规
划地区现状图、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纸。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①建设条件分析及综
合技术经济论证；②作出建筑、道路和绿地等的空间布局与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③道路交
通规划设计；④绿地系统规划设计；⑤工程管线规划设计；⑧竖向规划设计；⑦估算工程量、拆迁量
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文件为规划设计说明书。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纸包括
：规划地区现状图、规划总平面图、各项专业规划图、竖向规划图、反映规划设计意图的透视图。
　4．村庄、集镇规划　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一般分为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建设规
划两个阶段进行①②。　　村镇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综合评价乡（镇）发展条件；确定乡（镇）
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预测乡（镇）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规模和结构；拟定所辖各村镇的性质与规模；布
置基础设施和主要公共建筑；指导镇区和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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