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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利益多元化的城市语境中，我国旧城更新的顺利实施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急需对其进行理论上和
操作上的深入研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异的是，本书作者选择制度分析的视角作为研究突破口，引入
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对我国当前由政府主导的一元规划机制展开了剖析。通过大
量翔实案例，循序渐进地阐述了传统规划机制作为制度的运作过程、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成因，以及
应如何弥补现行规划机制的不足，以改善规划干预的有效性。
    由此作者从规划管理体制、更新实施方式以及产权模式创新等制度层面，提出了一系列个人见解，
认为应全面建构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多元平衡的新型规划机制。该研究对于认识在市场条件下，
如何增强旧城更新中规划干预的有效性和保证社会公平，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全书的特点是资料翔实，逻辑性较强，立论新颖而论证充分，立足现实而富于思辩。可供建筑设计
与城市规划执业人士、研究人员及城市建设管理者参考。

Page 2



《走向多元平衡》

作者简介

郭湘闽，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安徽省滁州市城市规划顾问。研究兴趣为城市设计理论、城
市规划管理、旧城更新等。先后在第一届(2004)、第二届(2006)“求是论坛”，全国青年规划师论文竞
赛(2005)、金经昌基金会优秀论文评选(2006)中获奖；共有20余篇论文在《城市规划》、《建筑学报》
、《世界建筑》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及在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2005)等重要会议上获邀宣读，或被“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学科重要索引)全文转载。现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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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综述部分很出彩，研究成果也很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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