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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现状与发展方向探讨

刘� 斌*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城市规划是针对城市经济、社会等功能的实现而对城市区域内的土地、水资源、地理资源、历史人

文等的综合协调和科学设计。建设科技先进、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原

则，也是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设计既要符合政治、经济条件，又要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及

人文历史环境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城市的公共服务作用。本文对城市规划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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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

我国城市化起源较早，城市规划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传统城市建设对建筑的规划设计一直遵从人与自然

的和谐和人文历史风俗，造就了很多经典的建筑古迹和优秀城市。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在西

方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呈现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中西化风格结合的面貌，各地区城市

建筑既有自身特色和文化传承性，又展现出新的发展姿态。

����城市规划的预见性较高

城市交通问题、发展空间问题以及服务功能问题等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外在形象和综合功能的重要因素，也是

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造成城市人口大量集聚；另一方面与城市规划设计有很大关系。为避免或缓解这些问题，现代城市规划

设计越来越重视预见性规划设计，要求规划设计者必须对城市的当前空间结构、功能设施以及未来的发展可能进

行综合考虑，规划时提前预留空间，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避免未来发展新城时以拆迁旧城为代价。例

如，在城市规划建设时规划构建完善的交通网络，加强城市组团和片区之间的沟通联系，可以为未来城市群的建

设提供重要保障>�@。

����城市规划的稳定性提升较大

规划是城市建设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城市规划好比城市的发展图谱，对城市建设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任何

城市建设项目都应在城市规划范围内，遵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有序开展。城市规划方案一旦设计完成并审核通

过，非必要时不允许随意更改，即便需要更改和调整，也不能影响整体规划布局，同时需要多方科学论证和相关

部门审批。

����城市规划趋于特色化

不同区域资源、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民族因素，造就了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城市建筑、城市形

象，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建设形成的珍贵财富。城市规划设计者应当意识到这些资源的重要性，要善于将本地历史文化

和地域资源融合到新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去，以保护地域特色文化资源，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当前，我国很多城市在进

行规划时都在极力突出自身特色，规划设计师彻底改变以往盲目跟风、全盘西化的思路，融合了区域代表性文化元素

和历史基因，使城市风光别具一格。例如，有着“��城市”之称的“山城”重庆，在建筑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地形

地势因素，巧用各个空间结构，创造出诸如“李子坝”、“重庆大剧院”（如图�所示）、“悦来国际会展中心”、

“黄金双子塔”、“朝天门”、“洪崖洞”等代表性建筑，在实用的基础上提升了城市美感>�@。

*刘斌，����年��月��日，男，汉族，陕西榆林人，就职于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助理

工程师，本科学历，主要从事城市建筑与发展研究。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2� 第3卷�第2期

129

图1��独具城市特色的“重庆大剧院”

����新城建设与老城保护同步

旧城中的众多文物古迹是最直观、最具研究价值的亮点，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精神内涵，是一个地

区、一座城市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很多城市居民最美好、最深刻的记忆。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很多地方政府

和文化部门都加大了对古建、历史遗址的保护力度。在新城规划建设时，注意避开与老城之间的冲突，或在不破坏古

建筑主体结构、不影响其美感的前提下附属搭配一些新建筑，使古建筑与新建筑能够和谐共处，彼此衬托。比如西安

的古城墙（如图�所示）、北京的紫禁城、上海的静安寺、山西大同的城墙、老北京胡同、武汉“三德里”和“泰兴

里”、成都锦里及宽窄巷子等，这些建筑不仅饱含历史人文内涵，而且成为新城市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图2��现代与古典相协调的西安古城墙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

城市建筑规划要破除固有思维模式，要做到传承和创新并重，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要体现自身城市特点和

独特个性。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向进行考虑。

����牢固树立规划先行意识，实现科学性发展

规划是提升城市形象、优化城市空间的有效手段，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落实规划工作。实施过程中，

应在总体规划布局下，处理好建筑物规划、交通规划及环境规划等多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要实现整体与局部的协调统

一；要树立全面的规划意识，将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规划融为一体，从而确保城市规划的健康可持续化发展>�@。

����规划与城市环境相融合，实现协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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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既要充分彰显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也

要协调好与环境的关系。由于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区域特征和自然资源，这也是城市发展的潜力所在，因此规划

者要注意在规划时充分利用这些特色资源和条件，使城市规划与城市自身环境相呼应，与城市的内在秩序相结合，与

城市的整体结构相适应，从而形成科学、健康、宜居的城市格局。

����突破同化建设思维，实现差异化发展

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当前城市的发展现状、城市特点以及发展需求等内容，结合城市所在区域的历史背景、风土

人情、民族内涵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以现代化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理念和技术进行表现，规划设计出既符合时代潮

流和审美水平，又具有城市自身独特气质和精神内涵的城市建筑。例如，江浙地区城市建筑规划可以“江南水乡”为

题材，参考融入传统徽派建筑风格，设计现代化徽派建筑物，形成自身独特气质；福州、深圳等港口城市作为我国与

国际接轨和互动的前沿城市，在采用西方现代化建筑风格的同时，也要结合地区特有的潮汕文化，规划设计具有乡土

亲情内涵的城市代表建筑>�@。

����重视新城建设中的老城保护，实现同步化发展

历史古建是展示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人民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具有极大的历史和文化价

值。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老城越来越少，一些珍贵的建筑工艺已经濒临失传，部分历史遗迹破

坏严重，造成城市文化资源的较大损失。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必须将古建筑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要加强对具

有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建筑进行保护，对于老城区尽量以局部改造和功能升级来代替推倒重建。在建设新城时，尽量

避免破坏老城区中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者应对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资源进行合理的安排和

利用，一方面要保护好其原有风貌，留下历史印记；另一方面要围绕这些建筑开发建设系列资源，可以将其规划为城

市旅游景点，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为城市规划建设增光添彩。总之，在城市建筑规划过程中，一定要将新城的发

展和对古城的保护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绝对不要以牺牲历史文化资源为代价来发展新城。

����注重人文环境塑造，实现可持续发展

规划建设一座城市，首先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意愿，将民生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时刻铭记“一切为了人民的生活

质量”的理念，努力创造身心愉悦的居住环境，发掘城市个性，展现城市的独特魅力。城市规划要使各项规划协调一

致，形成合力，不互相矛盾；区域建设规划应注意纵向与上下级规划衔接，横向与相邻省市规划衔接，充分兼顾区位

因素和人文环境，从而实现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化发展>�@。

结束语

城市规划在于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应遵循科学化、协调化、差异化、同步

化以及可持续化的发展思路，在努力提升社会经济水平的同时，认真思考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如此，才能更好

地提升我国城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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