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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阐释了城市设计工作的内涵，同时结合经济结构调整

和全球化的挑战，明确欧洲城市的发展重点经历了从外围扩张到内部

重组的转变，高品质的建成环境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借鉴欧洲城市的相关经验来说，中国同行需要特别关注五个

方面的内容：历史文化和维护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更新成为

优先事务；知识经济成为新的重点；城市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维度备受

关注 ；规划文化与决策过程和项目实施息息相关。此外，经验的交流

不能仅仅集中在个别项目案例，还有必要从案例中得出社会、经济、

文化和制度背景等角度的全面分析。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urban design and 
identifies the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urban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global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has transferred its focus area from outwards extension to 
inwards restructuring. High quality of built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core area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erring 
European experiences to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practice, five aspects 
should be seriously studied: urban identity and historic conservation play 
a central role; urban regener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ffairs with priority; knowledge economy requires enough attentions;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locate in the central area in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culture relates very much with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esides,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in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mak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the related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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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设计工作的内涵

城市设计以城市的建筑空间组织为对象。“城市设计”

（Städtebau）这个专业词汇产生于 19 世纪末的德语国家，

依靠 1890—1914 年间德国和奥地利在城市设计领域的领导

地位，城市设计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以

1910 年的大柏林竞赛暨国际城市设计展为例，这次活动成

为推动现代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大大促进

了城市设计学科的国际化。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城市规划

师和城市设计师如英国的雷蒙德 · 昂温（Raymond Unwin）、
法国的尤金 · 海纳德（Eugene Hénard）、美国的丹尼尔 · 伯
纳姆（Daniel Burnham）和德国的海尔曼 · 延森（Hermann 
Jansen）在展览期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共同开启了对于未

来城市进行思考和规划的新时代 [2]。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伴生物，城市设计工作首先涉及的

是城市建成环境及其建筑空间组织的维度，这一维度又与

社会维度、经济维度和生态维度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规

划与空间规划工作的全部内容 [3]。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对象

涉及建设用地、建筑群、配套设施网络与绿化等实体性资源。

不同于某个单体建筑本身的建造，城市设计是对某个地区

的建设活动进行协调与调控，处理建筑物的布局及其相互

之间的关系与连接等问题，因此建设活动本身就涉及包括

私人和公共在内的多种行动者，需要对这些广泛而复杂的

工作进行组织，以便保障整个城市空间的有序性。其工作

任务包括 ：协调与调控建设活动 ；确定建设区与非建设区

以及土地划分 ；在建设区内部兴建技术设施 ；通过建筑物、

技术设施、植被的布局关系塑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公共空

间等，其目标在于确保城市建筑空间组织的质量及其进一

步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把不同的空间层

次之间（从单一地块、街区、片区、城市乃至区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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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空间组织工作相互结合起来 [4]。

2  当前欧洲城市设计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设计工作更多地集

中于地方层面的实体空间领域，致力于满足当地社会发展过

程中所急需的建设计划，欧洲各国政府也分别制定了规划法

规和管理制度体系。城市设计师把精力集中在制定具体的规

划方案，并结合项目实施提出各种指导要求，主要依靠政治

家和重要投资者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保证方案的可实施

性。因此传统的城市设计工作主要是关注地方层面的空间发

展问题，结合社区政府制定的投资与发展政策，把编制各种

法定的建设指导规划作为主要任务，为社区内部的全部或者

部分地区在建筑空间方面的发展提供各种引导性要求。

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欧洲的城市发展越来

越多地聚集在少数城市区域当中。这表现为多中心结构的

城市区域主要是基于功能联系发展起来的，每个地方政府

都拥有各自的政治权力，使得区域内部的核心城市很难扩

展自己的行政边界，尽管在城市功能上与其保持联系的城

镇数量早就不只局限在这些核心城市周边。这就迫使核心

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政府寻求发展新的治理形式。不过与此

同时，新的努力也没有忽略原来的公共管理和传统形式上

的土地利用规划，地方性政治规划和决策机构的原有职责

仍然得以保持。

随着城市和空间发展内涵的不断扩大，原先集中在社区

层面的城市设计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城市面临

着不断联系成为一体的全球性市场力量，而另一方则是地方政

府与其他空间层次治理机构的复杂博弈关系（例如上级的联

邦、联邦州、区域政府等）。由于受到复杂的政治和行政体制

制约，城市设计越来越不能满足平衡市场压力、推动地方有序

发展的任务要求。两者之间关系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代表市场

力量的私人部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全球化和地方发展之间的矛盾，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不同尺度的空间层次之间越发割裂这一问

题：面对全球化对地方场所的不断渗透，不同的街区、片区、

城市乃至区域之间相对稳定的空间联系正在受到冲击。由于

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水平、媒体关注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城

市和区域空间中不同场所的发展境遇有着巨大差异。一方面

是城市经济的复兴，部分场所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并基于

其软硬件条件，特别是文化上的吸引力，成为充满活力的地

区；另一方面，除了部分被隔离和遗忘的地区受到广泛的社

会批评之外，城市内部和外部的很多地区正面临着蔓延和无

序发展的困扰，新建居民点大范围的无序发展造成经济上的

低效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破碎化，在生态方面也产生

大量消极影响，文化上更是令所在区域的居民面临区域认同

感逐渐缺失的困扰。

为此，在全球化过程中，缓解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对空间

总体发展，特别是不同空间尺度层次之间连结的影响，并将

发展的机遇从城市局部引至更广泛的空间尺度层次及其相应

的场所，就成为城市设计在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特别是不同空间尺度层次之间连结的影响，并将发展的机遇

从城市局部引导至更广泛的空间尺度层次及其相应的场所。

这就促使城市政府的角色越发向着协调者的角色转变，将城

市设计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包括公共部门、私人投资者、房

地产所有者、社区居民之间的广泛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

相应的议程和平台，使各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力能够相互得

到反馈，从而实现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引入战略

性的发展框架，最终提高城市生活的吸引力。

依靠欧洲国家既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强有力的公共部

门，城市设计仍然是地方社区参与区域合作、推动地方发

展的主要工具，因此今天欧洲的城市设计本身就反映了社

会价值体系，体现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基于福利国家的传统，

城市设计成为公共部门推动社会导向发展政策的重要手段，

对于推动市场繁荣与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有重要作用。

为此就需要基于区域的空间发展趋势，制定城市发展的长

期目标，对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做出规定，同时塑

造社区中整体或部分地区在场所和景观方面的意向。一般

来说，在这样的城市区域开展城市设计工作要依靠地方政

府代表和区域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大

企业的代表、高等教育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的

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政治限制，对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战略

形成共识。除此之外，其他城市区域合作关系的内容主要

是确定新开发项目的选址问题。

3  中欧城市设计实践的差异

欧洲人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特别是为其漫长而丰富

的城市发展史而骄傲。这些城市是靠君王与市民、工匠、工商

业人士与投资者在多个世纪里建造起来的。当城市政府和投资

商对城市加以改造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尊重既有土地产

权所形成的城市结构，由个人拥有的那些经过细分的土地产权

关系决定城市结构的主要特征。到 20 世纪末之前，欧洲每个

城市的形象都是按照各地特有的建造方式发展起来的，各国的

法律体系和区域化的建筑法规都为此做出了大量具体的规定。

对于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来说，观察当前中国的城市

发展，能够发现很多自身在 100 年前曾经历过但是已经不再

出现的现象——城市化早已结束，大多数的城市不再增长 [5]。

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曾经显著的城乡差异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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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城市仍面临不断扩张相比，德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

师必须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处理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

方面的挑战，通过合理的决策权衡并维护社会关系。面对机

动化交通的汹涌浪潮和随时代不断更迭的城市建设风尚，正

是靠着富有责任感的市民、建筑业主、政治家和规划师，大

多数欧洲城市才能相对较好地保持自身的稳定性，确保历史

古城等场所至今一直富有活力、经济健康且功能多样化，大

多适宜于步行，保持了较高的生活品质 [6]。

在欧洲，今天的城市早已不再由那些受过现代主义思想

启蒙的城市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所掌控，更不会按照他们绘

制的规划蓝图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城市化进程早就已经

结束了，城市设计主要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城市更新任务当中。

只有少数经济保持繁荣的大都市，像巴黎、伦敦、米兰或柏

林还在继续向周边扩张，而且是在环保规划和其他管控措施

不对它们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今天，欧洲的城市

早已嵌入到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当中，其中包含了各种不同规

模的城市，它们根据自己的潜力承担了城市发展和经济方面

的各种功能。这些城市区域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逐步

发展起来的，无数的市民、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投资商和

银行、政界人士以及工程师做出了无数决策，今天的城市就

是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而政界人士和工程师则负责具体城

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

类似地，中国人也会为自己的历史古城长达 4 000 年的

历史而感到骄傲。不过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占主导地位

的主要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快速城市化，各种新城和城市

扩建区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而这主要是仰赖于建筑师、

城市设计师和各种国际顾问在绘图板上完成的规划方案。精

明的开发商依靠机动化交通和各种新技术，利用廉价的农民

工，基于西方价值为导向的消费和新生活方式把这些城市新

区建立起来。但是这些新建地区的居民并不能享受到那些在

旧城中才能得到的生活质量，倒是许多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在

今天变成了博物馆式的场所，时间在这里不再流动，那些精

彩的城市建筑现在都成了纪念品商店、咖啡馆、快餐店或者

背包客的旅店，很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完全变成了国

内外游客的目标，这些游客希望在其中找到新城里面再也找

不到的东西。

对于中国大量有着深厚历史积累的城市来说，在当前社

会、经济与文化要素急速转型的背景下，现有的实体空间结

构，特别是历史文化和开放空间等要素也面临着转型与重构

的要求，如何在尽可能地尊重现有的空间肌理的同时，发掘

并释放城市空间新的活力，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需求提供

充满价值和吸引力的城市空间框架，无论在战略层面、还是

日常性的建筑实践层面，都是无可回避的基本命题。对于当

前的城市设计工作来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城市转型

的过程中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趋势 [7] ：

 ● 城市中心区成为整个城市区域的窗口；

 ● 传统的市民街区成为转型的焦点；

 ● 衰败的街区中采取创新性的复兴策略；

 ● 城市及区域中废弃地的再开发；

 ● 城市及区域如何应对景观破碎化带来的挑战；

 ● 城市绿地及开放空间体系的塑造；

 ● 生态友好的城市发展方向如何与机动化模式相互协调；

 ● 城市内部的空间发展在战略规划中的意义。

4  中国能从欧洲学习城市设计的经验吗？

在自己特有的社会政治框架条件下，21 世纪的中国城

市应当如何从汲取欧洲城市设计经验的过程中思考自己的发

展方向呢？中国很多城市的市长、政府行政官员组成了无数

的代表团，试图通过到欧洲考察来寻找答案。但是通常来说，

这些大多只是走马观花的访问只能让人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

点成功故事的表象，参观者很难看到这些成功背后的心血。

城市设计不等于是造房子，在欧洲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城

市是大量人群共同参与的结果，在欧洲公众参与的历史较长，

在中国公众参与的历史可能较短，不同人群所追求的利益也

存在巨大的差异。对这一过程需要不断加以干预，而且这种

干预必须以每个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政治意识

形态为基础。在某个时间点，某项决策往往因为当地特殊的

政治格局而得到支持或者经历失败。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欧洲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

和城市发展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

在观察国外这些城市经验的同时，必须坚持与自己国家的情

况相互比较，不仅要观察在巴黎、柏林、伦敦、弗莱堡或其

他地方所展现的成果，更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这些城

市的规划得以变成现实。这些城市建设构想能够得到落实，

有可能是依靠当地的土地产权结构，或者是特定的税收制度。

通常来说，能够成功实现规划，必须依靠充满责任意识的政

治活动人士，多方参与也不可或缺，还有的时候刚好是当地

的相关者在正确的时间抓住了机会，同时借助友好的战略合

作联盟实现了规划。这些成果一般都是大量相关者合作的产

物，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单个建筑师或者城市设计师才能

说自己是唯一的创造者。

对于那些实际访问或者通过网络来考察欧洲城市的中国

人来说，如果他们希望向欧洲学习，就有必要关注一下本专

辑，思考其中介绍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开发项目及政策可以为

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哪些经验？可以帮助中国城市了解哪些

内容？为此，编者把既有的规划成果分成了五个行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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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是 ：欧洲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及城市形象改善，大城

市内城旧工人居住区的转型规划，城市大片工业废弃地的再

开发并安排新功能，提高城郊边缘地带的品质以及通过城市

设计构想来塑造整个城市区域的造型与结构。

下面将从五个角度对欧洲规划文化的特殊之处加以说

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帮助中国城市思考在

未来几年或几十年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届时依靠政治驱动、

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推动快速城市化的势头将逐步减弱，中

国的规划师们将不得不着手应对这一转变给城市居民带来

的影响。

4.1  历史文化和维护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在欧洲已经发展了长达 2 000 多年的时间。不断

的文化和技术革新，再加上国家及区域政府的持续引导，共

同塑造了密集且具有等级结构特点的欧洲城市网络。在空间

结构上，这个网络仍然保持了相对均衡的特点。在城市发展

方面，欧洲城市将土地视为稀缺资源，尽管有时候也会因为

某些经济利益或政治要求而忽视这点。在城市发展政策和战

略中，人们努力保护城市遗产和资源，采取以人为本的城市

更新方式，努力创造有吸引力的内城、公园和公共空间，同

时加强当地的商业贸易——这些都已经成为被广泛追求的内

容。由于城市规模、经济条件和发展压力的差异，各个区域

在城市发展、城市扩张或城市更新的干预程度有所不同。不

过，加强城市宜居能力的要求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发展过程中

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8]。

与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欧洲城市的地方身份认同很大

程度上体现在实体空间外观和地方传统方面（包括广场、教

堂和市政建筑 、公共场所和街道、纪念碑和建筑符号、城市

公园及花园），此外也体现在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包

括造型与表演艺术、音乐、设计、文学和饮食等）。另外就

是多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经济，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手

工艺和贸易传统。维护城市的身份认同以及保存建筑方面的

文化遗产是早就确定的公共政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城市

保护作为一项负责任的城市政策受到了广泛尊重，得到了各

种公共政策、发展计划和广泛交流活动的支持。正是因为受

益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欧洲城市都在财政可负担的范围

内尽可能维持自身的地方身份认同。为此人们施行了各种胡

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一方面对建筑和城市设计严加监控 ；另

一方面也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同时还会向业主和开发

商提出各种建议，对保护建筑所处的环境加以指导。相应地，

城市政府也得到了有影响力的地方市民组织和关心此事的媒

体支持，较为有效地对那些可能损害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设行

为加以监控。

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欧洲超过 80% 的居民是在中

小型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这些城市的人口在 1~10 万人之

间。至少对于西欧地区的居民来说，这类城市都可以满足体

面的高品质生活要求（诸如住房和包括学校教育、卫生和文

化设施、购物中心、各类活动场所及银行等公共和私营服务）。

通常来说，这些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大城市相差不大。而

且在生活质量指数中，生活质量并不只是与收入、交通、消

费、享受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可达性有关。欧洲大部分地区建

立了民主治理体制，而且经济较为繁荣，不论是最富裕阶层

还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在选择生

活和居住地点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本专辑关于德国弗莱堡和

蒂宾根的文章就展示了欧洲中小城市以人为本的规划同样可

以取得革新性的成果，值得人们仔细研究。

4.2   城市更新成为优先事务
随着欧洲在人口发展和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变， 城市更新

和现有城市建成环境的现代化受到政治上的高度重视。另一

个原因则是对控制土地过度消耗的关切，这也是因为人们非

常关注土地过度使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其加以控制，而这

一关切又受到后工业时代市民新价值观的支持。由于各自面

对的挑战不同，城市更新的方式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

于消费活动和交通机动性不断加强，城市中心经历了持续的

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建筑

物也得以现代化，建筑遗产得到了复原的机会。人们尽可能

在现有城市空间内部添加新的结构，以满足市场对于商务和

办公空间的需求。在火车站现代化改造以后，其周边地区常

常会被开发成购物中心区。很多街道被改造成步行区，最近

又结合自行车出行的需要做了进一步调整。公共场所的品质

得到优化，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同时还会

举办各种城市大型活动。不过驾驶汽车进城的成本也变得越

来越高。内城地区公共交通比私人小汽车更受重视。对于地

下交通系统不划算的地区，就会考虑开发有轨电车和公共汽

车系统。在欧洲所有的城市都可观察到这种再次都市化（re-
urbanization）的普遍趋势，那些位于内城边缘的原工人居住

区也没有被拆除。这些区域会被逐步现代化，特别是要满足

在节能方面的规定。不过，这种转型过程也带来了人们并不

希望看到的绅士化，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中更为明显，通常

这种变化都会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对。

整个欧洲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对空间产生了多种影

响。工业生产已经改变或远离了原有的城市区位。物流方面

的创新使大量铁路站场变得多余。很多遗留的工业废弃地都

是位于内城，所在区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正在采用公

私合作的方式，逐步把这些地区改造成新的功能混合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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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住宅、办公楼、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等各种用途。随着

价值观发生改变，再加上生产模式的更新，人们重新意识到

在内城地区进行密集开发的重要性。对于没有子女、而且往

往是双职工家庭的创意阶层来说，他们不愿意选择那些位于

城郊的独户住宅并为此每天往返通勤。新型城市经济的生产

空间可以安排在市中心的功能混合地区，这些地方有助于人

们的面对面交流，时间安排也要合理很多，这些条件对于新

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9]。

4.3  知识经济作为新的重点
在全球化和城市竞争激烈的时代，知识已成为城市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顺应社会发展的逻辑，随着信息和通

讯技术的兴起，知识社会已经表现出替代工业社会的潜力，

大学城也变得相当有吸引力。今天，城市市民和劳动力的知

识、公共机构与团体、私营企业以及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知识

都成为欧洲城市最重要的资本。知识既是资源，也是珍贵的

地方资本。它帮助吸引投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使城市在政

治领域和国际媒体中拥有了自己的特色。对于信息时代的经

济发展而言，知识已经变得和工业时代的矿产资源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为此，城市政府正尽其所能地让城市中与知识

相关的机构变得可见和容易接近。为了吸引创意和创业劳动

力留在本地，同时吸引投资商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城市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可负担住房、充满魅

力的购物街区、种类丰富的文化与休闲设施等方面，洁净的

空气、高效率的公共交通、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流行文化

活动和发展迷人的城市空间成为首要任务。对城市发展来说，

城市在知识层面的吸引力被视为一笔巨大的资产。

无论是欧洲城市还是世界其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

各自的地方经济为基础的，包括地方商贸、工商业企业、工

业生产、私人服务和知识产业，它们均涉及到上游和下游的

产业链。然而在 19—20 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土地

区划和功能分离的范式，相应的规划模式要求把工业用地与

居住用地分离。基于这个范式，再加上汽车逐渐侵占城市空

间，共同导致了郊区化，造成了长距离的通勤和交通堵塞问

题。近些年来人们发现，欧洲城市随着持续的经济结构转变

和全球的劳动再分工，这种采用了很长时间的城市发展范式

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新的城市经济更趋向于功能混合的

开发，以适应“创意阶层”新的需求，这就使内城变得更有

吸引力，郊区的社区也变得更加独立。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

术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形式在欧洲的内城地区发展起来，这

就需要新型的整合式生产空间。以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为先

导，位于内城、交通便利的废旧工业建筑变成了受追捧的功

能混合开发地区，生产、居住、文化和休闲用地在这里被结

合起来。此外，智能技术（网上购物、网络机动性以及新的

物流形式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城市经济并进而影

响城市发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4.4  社会和生态维度备受关注
从传统上来看，社会问题在欧洲城市发展中一直扮演着

重要角色。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

是随着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逐渐侵蚀了精心

设计的国家福利制度，加剧了社会差距，整个欧洲的城市规

划师都要对此有所反应。一般来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福利

制度为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多方位的社会服务。依靠相对较

高的收入所得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法国、

德国、瑞士、奥地利等，为市民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服务分配

体系，旨在支持那些经济上弱势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市民。在

英国的状况有所不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

由主义政策。在制定规则和住房政策的过程中，无论是建筑

规范还是区划方面的法律，都广泛地体现了欧洲城市发展

对于社会维度的考虑。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可负担住房、住

房协会和合作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

规划文化中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也反映在有着良好组织的市

民参与方面 [10]。

在促进生态城市发展方面，通过学术界、各国政府和欧

盟委员会的影响，欧洲城市逐渐缓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在维持城市发展的同时让城市变得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大量

资助项目支持地方政府在限制城内私家车和改进公共交通系

统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项目提倡拼车并建立“P+R 系统”

（即停车换乘系统），鼓励使用自行车，并在公共交通站点

设立自行车停车处。许多欧洲城市在这些政策领域取得了很

多成功经验 ，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并形成了新的区

位偏好。年轻的城市居民愿意在内城居住和工作，这一新潮

流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政策。此外，新的智能技术也促进了

出行方式的改变。随着欧洲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再加上

市民运动和绿色政策的发展，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正成为欧洲

城市关心的核心问题。除了城市机动性这一话题以外，可再

生能源战略也得到了优先考虑。例如德国的弗莱堡和蒂宾根

这些城市已经成为采取负责任的生态发展策略的模范城市。

一开始，那些掌握大量资源的经济利益相关者对此并不关心，

但如今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曾经强烈反对采取环境

政策的工业界现在也注意到，环保技术已成为有利可图的生

意，甚至可以对外出口，所以也支持推进这些政策，并促使

城市投资给智能能源领域，以促进城市的发展。他们意识到

绿色城市已成为社会的梦想，开始承诺帮助实现生态城市，

同时也追求从绿色消费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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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于规划文化反思决策与实施过程
在大多数欧洲地区，城市发展都是嵌入在各种规则与法

规所组成的复杂体系当中，这个体系负责调控城市发展的实

体空间、环境、社会以及审美层面（虽然较少涉及）的问题。

通常来说，围绕单个城市发展项目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

态立场，这些立场的两极一个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要

求，另一个则强调国家干预以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虽然泛

欧洲（欧盟）的总体框架正在逐步落实，欧洲各国的规则与法

规仍存在大量的差异，在德国甚至各联邦州之间都有差别。对

于中国的同行来说，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在构建法律体系

的同时，加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另外，在大多数地方或区域

规划及决策程序中，市民可以通过各种制度认可的形式参与进

来——有时候是作为私人土地或财产的所有者，有时候是作为

市民社会的地方性团体参与其中。事实证明，这些参与活动对

公共及私人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不过，公众参与往往会延长

规划的过程：寻找共识、探索备选项和妥协方案、聚齐利益相

关者、说服开发商保持耐心都需要时间。另外，当地媒体对有

争议的规划流程以及政治意见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欧洲的城市

设计师和规划师已经体会到，自己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在既有城

市环境的土地上盖几栋房子。城市设计就和开发房屋一样，需

要与住户不断地沟通，不断地加以维护与保养。

5  结论

欧洲城市的成长经历了多个世纪。中国最近的快速城市

化则是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面对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人

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城市发展政策和战略所暴露的缺陷和错

误中总结经验。经济理性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

么人们一直选择只是到美国和欧洲这些西方国家进行短暂考

察，而不会去关注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性。本专辑的内容展

现了广泛的规划经验。它表明，实体空间方面的城市发展植

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尽管这一框架是能够

被研究和了解的，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被移植。向欧洲学习城

市发展，需要对城市发展项目的条件和动力进行更深入的反

思性观察，才能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发展过程。

虽然人们总会把移植经验看作是一种契机，但这其中始

终存在着危险。把国外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直接向中国移植，

然后根据中国条件稍做调整，这方面套用失败的例子比比皆

是。在应对城市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过程中，中国必须要走自

己的道路。为此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

希望他们将来能有更多的时间从过去总结经验。他们需要向

国家的政治体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以便为所有的市民提供

更高品质的生活，而不只是服务于从国家巨大经济增长中受

益的一小批精英。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放慢城市化的步伐，赋予城市化以

人性化的面孔，同时克服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负面影

响，这是中国政府在未来 10 年所面临的两个最艰巨的挑战。

在欧洲整整一个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在应对城市和

区域挑战、维持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

值得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认真研究，并将其作为获取灵

感的资源。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本身就孕育了巨大的学习基础，

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范围内研究空间、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实

验室，在这里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围绕各自利

益不断地相互较量。此外，中国的城市也是影响未来城市发

展的那些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市场。许多活跃在中国这个广

大市场的行动者都渴望从城市化的挑战中受益，在自己获

益的同时，他们往往会忽视大众对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

的关切，无视地方和区域在传统与文化方面所面临的损失。

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追求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鼓励市民社会的发展，支持普通民众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虽然新技术确实可以助一臂之力，但

更加重要的是建立和加强适当的管理体系，以引导并调控

国家的利益分配，发展消费导向的经济。一旦中国的城市

设计师和规划师在应对当前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方面取得

了广泛成果，下一代的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就会从向欧洲

学习转变到向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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