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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

前言

　　城市社会学本应是城市科学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子系统。城市社会学在西方城市科学中已有长时
间的孕育积累和发展过程，至今在不少城市规划工作团队中都有社会学专业的参与。但是，在我国的
城市规划工作中社会学很少涉足。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中，不少规划工作者已经
领悟到“规划一个城市实际上也就是在规划一个社会”，“没有社会的未来，何论城市的未来”，城
市社会学本应像城市经济学那样成为城市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城市经济和城市规划的交叉融合
早在“一·五”计划就开始了，而且实践已证明，这两个学科的联手，对提高城市规划及提高学科的
科学性、针对性都起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社会学和规划学的交叉融合远远地落后了。我想这一现
象和我国近现代以来对社会学的认识有关。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学被误解压抑有关。　　历史和科
学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但科学总归是科学，它的发展也总有一定的规律。人为的因素、违反科学的
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但起不了长远的作用。我国社会学的新生终于在历尽磨难之后到来了。现在
，全国院校中，开设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的已经不少。　　刘佳燕同志的论文，在选题时就看到了
城市社会学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所以首先明确了本论文的主题，现在看来是适时的，而且论文选择
了城市社会规划问题作为切人点，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重点，看来也是符合实际的。但也应该看到，
要实现这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一篇论文只是“沧海一粟”，还有大量的方面、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拓
展。特别是我国社会正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主导方向，恐怕城
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的交叉结合将成为下一步城市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和制高点。　　看来.当前
需要很快深入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层次结构、重点特色等等，特别是城市规划方面要总结、
研究，使城市社会问题形成“系统”的图画，在实践中提炼出理性认识，提高学科水平。当然，这一
类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开头的步伐至关
重要。在这一历史时刻出版刘佳燕的论文，就是想让这一点“水”进人大海，希望迈开这一步伐，能
在开拓的道路上，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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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理论、方法与应用》针对当前国内物质空间规划中“见物不见人”的突出问
题，构建我国特定转型背景下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研究框架，旨在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重新
引入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为规划工作从理念、程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改进策略，并
就框架中的若干核心技术要点展开深入探讨。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理论、方法与应用》作为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交叉领域研究成果，可供城
市管理和决策部门、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的工作者、城市规划设计人员，以及城市规划、建筑学、城
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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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在我国快速推进的
城市化进程中，各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近年来，城市经济、人口和空间规模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2007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11.4％，连续六年维持增长率高于9％；全国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36
％提高到45％，平均每年约有超过1800万外来人口涌人城市；全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9.50万公顷，
与2006年相比，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增加2.05％，水利设施用地增加0.37
％。　　同时也应看到，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城市不仅是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
承担者，也是社会繁荣的核心载体。然而，相对于当前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社会
事业投入以及管理体制的发展却缓慢且滞后（陆学艺，2003）。这种不协调的发展状态，导致许多发
展的外部溢出性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逐渐加剧，暴露出贫民窟、交通拥挤、城市犯罪、公共服务发
展滞后和设施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有些甚至成为城市社会矛盾的焦点。如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拆迁纠
纷，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演变成对抗性的冲突或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同时，城市管理也面临着大量
极富挑战的新任务，如社区建设、流动人口的吸纳与管理等。对此，单一的经济增长观，或是容纳了
环境因素的可持续发展观，都难以很好地承担处于转型之中的城市发展的全部内涵。　　城市发展的
实践历程显示，市场力量的增长或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城市社会整体的发展。

Page 7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