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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

内容概要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结合近期多地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或调整工作的背景情
况（包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修改以及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主题论坛”聚焦“大都
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创新”这一热点，特邀四位业界资深专家——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徐
毅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兵、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分别作主题报告。四个报告围绕主题，从实践工作出发，探讨了大都市
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发展的若干趋势。“青年创新论坛”分设“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与
历史保护”、“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四个分论坛，采取演讲、点评与开
放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国内著名院校与各规划设计机构推选的26位青年规划师作专题演讲，聚焦
最新规划实践。论坛邀请了30多位知名规划专家与青年规划师同堂论道，共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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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结构预测的旧城区公共资源调整研究——以上海和浙江两个个案为例
原住民的“留下”——以黎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实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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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过度”设计，规划与“非理性”规划——小议当前历史地段之种种怪现状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文脉传承与创新实践——以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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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美丽乡愁——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一点思考
新时期大城市生态绿楔空间转型规划探索——以沈阳市西北楔发展规划为例
城市社区里的居住流动现象——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融合与对策
从“拾荒”到“创业”的就地城镇化路径探索——基于安徽界首市的田野调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突破创新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研究
新型城镇化下的乡村空间政策与规划管理思考
城市时代的乡村规划
村庄规划中“全方位”村民参与方法研究——来自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实践
寻路：核心、平台、模式、路径——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看城乡规划新趋势
底线思维下的“三规合一”编制方法研究
小城镇“两规合一”的思考与实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镇规划发展趋势探讨
“四化同步”下湖北省小城镇规划编制思路探讨
基于城市设计视角的西北小型镇区总体规划方法研究——以唐古拉山镇为例
需求导向下实现公平共享的规划引导途径探索——以西安市厚畛子镇规划实践为例
新型城镇化空间模式探索——城市与农业空间关系视角
“线型农业”对城镇功能与特色的提升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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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节水型新农村建设措施浅谈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适用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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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地下空间规划——沈阳地下空间规划历程回顾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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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规模开发转型的城市规划角色再定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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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的笔记-第19页

        指标设计存在树形分解与相互交叉两种形式。目标评价指标体系：
导向：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导向，评价和引导目标实现；
特点：宏观综合，整体性与战略性；
实施主体：涉及各个部门。

实施调控指标体系：
导向：总体规划实施的技术控制导向，指导区县总规编制；
特点：城市总体规划的核心技术内容（用地、交通等）；
实施主体：规土局。三大模块：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政策区控制；
四大专项：住房与公建、综合交通、生态环境、资源与安全。指标体系设计创新：
一、借鉴国外国内经验，研发多个子指标合成的综合指数：1、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心竞争力指数
；2、区域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3、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指数；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5、
历史文化保护管理实施综合指数；6、用地结构优化指数；7、物流指数。
二、六大“以人为本”指标：1、400m公园覆盖率（步行范围内的公园）；2、自行车道改善长度（改
善现有自行车交通的环境）；3、休闲绿道线密度（居民就近使用休闲绿道的方便程度）；4、平均通
勤时间（直接反映居民通勤的感受）；5、职住平衡指数（居住地与就业岗位的平衡情况）；6、百兆
家庭宽带接入能力覆盖率（满足居民家庭智能生活要求的能力）。
三、六大上海特色指标：1、中环以外轨道交通线网长度（以轨道交通引导上海城市结构疏解）；2、
城市外围市级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以公共服务引导城市结构疏解）；3、工业用地转化率（上海产业
结构转型）；4、宅基地转化率（上海宅基地的潜在存量土地资源）；5、农村居民点集中度（促进村
庄建设的土地集约）；6、WiFi覆盖的智能城区的面积（引导上海实现智慧城市）和新增注册公司数
量增长率（衡量上海环境是否适于创业，能留住人才）。
四、五大新型发展指标：1、再利用土地比重；2、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3、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重；4、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5、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率。

2、《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的笔记-第16页

        按照经济学认识，城市是各类要素集聚的产物，其价值在于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对于上海而言
，一方面在市场力的驱动下人口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中心城人口密度超过东京、纽约等世界城市，同
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这就意味着上海面临“增”与“控”的矛
盾处境。在当前阶段，新城应该成为破解上海空间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发挥承载新增人口、疏解中心
城人口的主要空间作用。三个基本规律：一是关注区域，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城市人口和功能疏解的必
由之路。通过纽约、东京的案例发现，中心区20km半径范围内的人口相对均衡布局，而上海10km半
径范围内（即中心城）人口密度超高，而外围密度偏低。人口能否疏解的关键是功能是否疏解。二是
关注圈层，时空距离仍然决定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核心层、联系层、外围层。三是关注廊道，世
界城市通常呈现典型的廊道生长特征，廊道是新城选址的重要依据，同时可通过规划设施供给引导。
上海空间体系发展策略，“圈层定模式，廊道定重点”。核心层强调融入中心城发展，重点是功能外
迁、产业升级、品质提升。联系层强调建设以特色服务功能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重点是强化市级功
能集聚，加强公共服务、交通服务供给。外围层强调建设以先进产业功能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重点
是强化先进产业功能，促进职住平衡，同时简政放权，独立运作。

3、《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的笔记-第9页

        大都市区总体规划改进有三个方向：1、全方位综合考察人口、功能、土地使用、公共交通，重塑
大都市区的内在结构；2、充分重视场所创造，把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部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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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好贴近居民活动尺度的社会空间场所，改善中国的城市品质；3、充分发挥规划作为配置空间
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深化改革空间治理体系，改善大都市区的总体规划审批。

4、《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的笔记-第14页

        城市中心体系是在一个城市中，由不同主导职能、不同等级规模、不同服务范围的中心区集合构
成，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对中心体系的空间界定以公共服务设施指数界定法为基础，结
合峰值地价法、功能单元法和交通流量分析法这三个界定参数，以综合多因子叠加的方法，并通过多
次校核，定量分析确定城市内各个主、副、区级中心区的边界，同时通过用地职能分析勾勒明确各中
心区的空间边界。

5、《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的笔记-第8页

        “四个转变”：1、价值取向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发展模式上，内生增长型规划，存
量效率提升；3、管理方式上，过程控制底线思维，目标导向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4、规划内
涵上，战略性空间政策，以政策区为核心的空间管控体系，突出规划的空间政策属性。
“六个突出”：1、以人为本；2、区域一体化；3、生态优先；4、功能提升；5、睿智增长；6、开放
包容
”七大重点问题"：1、规划目标应体现国家战略要求，追求更高的城市品质；2、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
承载力为底线，锁定终极用地规模；3、空间布局注重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4、产业发展突出产业结
构的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5、综合交通注重对外交通枢纽功能与公交优先；6
、生态环境严守生态安全底线；7、新型城镇化方面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同步推进
新城发展、乡村建设与中心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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