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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空间》

前言

　　城市规划从其诞生起就具有社会发展的理念和　目标，其对空间资源的配置也必定具有社会性的
后果。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年代，　我国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物质性
”城市规划；城市　规划的这种囿于物质性的倾向在当前的规划教育和职　业实践中仍极为明显。　
　我国城市规划的理念及工作模式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在计划经济及住房福利分配的条件下，社会处
于较均质的状态；国家及部门的“计划任务”决定了资源的配置，城市规划在住区建设领域的任务仅
是物质空间的组织或“设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的规范配置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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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空间》

内容概要

《理想空间:和谐住区建设与社区规划》讲述城市人居环境的营造与改善是世界性议题，国际社会已确
立人类居住平等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清晰目标。自建国以来，随着国内宏观环境与政策的变迁，
我国住区建设与社区发展几起几落。但不可否认的是，住区与社区作为社会民生的重要构成，随着经
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民众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影响着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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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社区建设经验与反思　　建国以来的城市住区演进背景及历程＼赵 蔚　　摘要：建国以来国
内城市住房供给和住区建设发展经历了多次明显的历史演变进程，根据宏观背影，根据宏观背影，以
及住房建设、住区环境和社会究竟3大要素，可以主要划分为4个历史阶段，分别为建国后到20世纪50
年代中后期的过渡改善期、到70年代初中期的波折调整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恢复发展期和至今的市
场主导期。由于市场主导情况下所出现的日益显著问题，国内城市住房供给和住区建设正在并应当探
索新的模式。　　关键词：建国，城市住区，演进。　　1949年建国以来，尽管曾有波折，国内城市
住区的建设发展仍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并且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历程，不仅体现在规模的迅速扩
张，还体现在住区环境和社会特征的明显改变等若干方面。总体上，这些显著的变迁有着深刻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背景，基本适应了国内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深刻地反作用于城市社区乃至更为宏
观层面的国家整体发展历程。因此，对城市住区建设发展的历程进行简要回顾，无论是为了更为深入
地了解国内城市社区发展变迁，还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宏观背景的城市乃至国家发展，都有着重要意
义。　　然而，影响城市住区变迁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城市住区的构成要素也同样是复杂多元的。
更为重要的是，变迁因素的变动和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同步的，而构成要素的变迁同样有着明显
的差异性和滞后性。因此，试图按照时间对国内城市住区的演进作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划分是相当困
难的。甚至更为严格地来看，有着明显物质基础和社会属性的城市住区本身的演变从来都是连续的，
即使仅从便于阐述的角度，以一种似乎清晰但又模糊的整体或局部特征的角度进行硬性的阶段划分，
也应看出，这些所谓的阶段断点，即使对于城市住区本身，往往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突发拐点
。至少本文中的所谓阶段性划分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就是
城市住区的概念内涵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就此达成适当的前提性共识，就谈论国内城市住区的变迁，
显然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在这里并无意于对已经浩瀚的相关概念界定进行一
次根本性的梳理和重新定义，而是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质空间和社会人文是城市住区议
题中同时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并就此将关注的焦点归纳到3个方面，分别为住房建设、住区环境、
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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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当前我国住区建设与社区规划作为主题，回顾我国住区建设历程，探讨近年来国内住区规划与
建设的热点与趋势，对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的社区规划进行了经验介绍，并汇集了部分海外住区建设
与社区规划的经验以作借鉴，使读者对住区建设与社区规划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涉及领域较
宽，本专辑分成了住区建设、社区规划及海外经验三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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