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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城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
展。改革开放30余年，更是我国小城镇发展和建设最快的时期，特别是在沿海较发达地区，星罗棋布
的小城镇生气勃勃，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成为繁荣经济、构筑起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石，以
及转移农村劳动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铺就着乡村城镇化的道路，实现了千千万万向往现代
生活农民的梦想，向世人充分展示着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为了推动小城镇的健
康发展，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
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期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
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
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大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
化水平，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
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
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十六大做出的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
大部署，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是今后一个时期小城镇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2005
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明确“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
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2009年10月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指出：“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
，应当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展小城镇要以党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确定的基本方针为指导，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二是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三是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四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党中央所做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部署，是
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是今后小城镇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发展小城镇对加强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小城镇的平均人口规模增加、综合承载力显著增强，集聚效益逐步显现，城镇功能逐步由
乡村型服务功能向复合型服务功能转变，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国建制镇由1979年
的2851个增加到2008年的19234个，建制镇人口由1978年的4039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3785万人，全国建
制镇（不含县城关镇）平均人口规模接近万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地区甚至出现
了一批5万～20万人口的小城镇。2004年建设部会同发改委等6部门，确定了1887个重点扶持发展的全
国重点小城镇，有力地推动了小城镇的率先发展，也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小城镇改革夯实了基础，
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引导
，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
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新特点
，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
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
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
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
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
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
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从47?5％提高到51?5％。小城镇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搞好小城镇规划设计，
是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为此，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支持、配合下，特组织了对小城
镇建设规划设计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学者编著了《小城镇规划设计丛书》。　　该丛书共六册
，包括《小城镇规划与建设管理》、《小城镇生态环境设计》、《小城镇园林景观设计》、《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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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规划》、《小城镇街道与广场设计》、《小城镇住宅建筑设计》。丛书的编著力求根据国情
，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突出小城镇的特点和地方特色，并附经典实例，以便
为从事小城镇建设的规划、设计人员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提供一些具有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和亟待
解决问题的处理方法。希望本丛书对小城镇建设的规划设计工作能有所帮助。　　《小城镇规划设计
丛书》的出版，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指导，很多同志无私地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资料，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城镇规划设计丛书》编委会二○一一年十月于北京　　前言
　　衣食住行为人生四大要素，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住宅必然成为一个人类关心的
永恒话题。　　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意思是说，摄取有营养的食物，可使一个
人身体健康，而居所却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成书于唐代的《黄帝内经》也指出：“凡人所居、无不
在宅。”“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子夏》云：“人因宅而立，宅
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三元经》云：“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这里不仅指出住
宅为人之根本，而且还极为深刻地阐明了人与住宅的密切关系。　　住宅即生活，有什么样的人，就
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住宅。因此，设计住宅也就是设计生活。如今城市
中的住宅，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与自然远离了，人与人疏远了，社会变得冷漠了。这使得被围困在
钢筋混凝土丛林之中的城市人向往着回归自然。　　小城镇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它既有城市发展的
基本元素，但又由于处在广阔的乡村包围之中，是地域的中心。因此具有环境优美，接近自然，乡土
文化丰富多彩、民情风俗淳朴真诚、传统风貌鲜明等特点。在小城镇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和谐共融。　　小城镇规模小、贴近自然、人际关系密切，传统文化深厚的特点，使得小城镇居民
对住宅的要求，是一般的城市住宅远不能满足的，也是城市住宅所不能替代的。然而，在过去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由于对小城镇的住宅设计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导致要么不加分析地套用一般的城市住
宅，要么是采用简单化了的城市住宅；建筑造型也是跟着城市转，“跟风”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难
能适应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要求，更是造成“千镇一面，百城同貌”的问题所在，使得小城镇建设丧失
了中国特色和地方风貌。　　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我国优秀传统庭院民居，大多以庭院为
中心组织各具变化的院落，使群体空间的组织千变万化，在居民庭院和房前屋后种植的花卉树木烘托
下，与聚落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乡村园林，共同组成了生态平衡的宜人环境，形成了各具特
色，古朴典雅、秀丽恬静的村镇聚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耐人寻味。在小城镇的住宅设计时，应该
从传统民居建筑的“形”与“神”的精髓中汲取营养，寻求“新”与“旧”功能上的结合、地域上的
结合、时间上的结合，突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时间和技术上的协调发展，创造出具有传统文化
内涵、独具特色的现代小城镇住宅。　　本书是《小城镇规划设计丛书》中的一册，书中在分析当前
我国小城镇住宅建设发展概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民居的研究，提出了小城镇住宅的设计
理念和特点，尤其是对小城镇的多层（包括高层）住宅如何体现贴近自然、密切邻里关系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上做了颇具探索性的论述。分章阐述了小城镇住宅的建筑设计和坡屋顶设计，并特辟专章介
绍小城镇低层、多层、中高层、高层住宅的设计实例，以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书中编入的案
例，除了作者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实例外，其他实例都是从北京白芳、王学军；江苏蒋筱瑜；浙江杨斌
辉、施金标、吴少华；重庆袁晓玲；山东王鑫；安徽徐铮；江西罗桂英、郭庭翔；河北腾云；宁夏张
燕霞；辽宁鲍继峰；陕西刘静等同志提供的大量资料中精选出来的，特此衷心的感谢。并在书中每个
方案下都标注了设计单位和设计人，以表敬意。　　限于水平，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骆中钊　
　2011年10月于北京什刹海畔滋善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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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城镇住宅建筑设计》在分析当前我国小城镇住宅建设发展概沦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民
居的研究，提出了小城镇住宅的设计理念和特点，尤其是对小城镇的多层（包括高层）住宅如何体现
贴近自然、密切邻里关系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作了颇具探索性的论述。分章阐述了小城镇住宅的建
筑设计和坡屋顶设计，并特辟专章介绍小城镇低层、多层、中高层、高层住宅的设计实例，以便于广
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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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高层住宅（层及层以上）
4.2 按结构形式分
4.2.1 木结构与木质结构
4.2.2 砖木结构
4.2.3 砖混结构
4.2.4 框架结构
4.3 按庭院的分布形式分
4.3.1 前院式（南院式）
4.3.2 后院式（北院式）
4.3.3 前后院式
4.3.4 侧院式
4.3.5 天井式（或称内院式、内庭式、中庭式）
4.4 按平面的组合形式分
4.4.1 独立式
4.4.2 并联式
4.4.3 联排式
4.4.4 院落式
4.5 按空间类型分
4.5.1 垂直分户
4.5.2 水平分户
4.5.3 跃层分户
4.6 按使用特点分
4.6.1 生活、生产型住宅
4.6.2 居住型住宅
4.6.3 代际型住宅
4.6.4 专业户住宅
4.6.5 少数民族住宅
5 小城镇住宅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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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小城镇住宅的平面设计
5.1.1 平面设计的原则
5.1.2 小城镇住宅的户型设计
5.1.3 小城镇低层住宅的户型平面设计
5.2 小城镇住宅的立面造型设计
5.2.1 影响小城镇住宅立面造型的因素
5.2.2 小城镇住宅立面造型的组成元素
5.2.3 小城镇住宅的屋顶造型应以坡屋顶为主
5.2.4 小城镇住宅立面造型设计的风格取向
5.2.5 门窗的立面布置
5.2.6 小城镇住宅立面造型的设计手法
5.3 小城镇住宅的剖面设计
5.3.1 住宅层数
5.3.2 住宅层高
5.3.3 住宅的室内外高差
5.3.4 住宅的窗户高低位置
5.3.5 住宅剖面形式
5.3.6 住宅的空间利用
5.4 小城镇住宅的门窗设计
5.4.1 住宅的门
5.4.2 住宅的窗
5.4.3 住宅的采光与通风
5.4.4 住宅门窗的设计要求
5.4.5 营造室内清凉世界
5.5 小城镇山坡地住宅设计
5.5.1 住宅与等高线平行布置
5.5.2 住宅与等高线垂直布置
5.5.3 住宅与等高线斜交布置
5.6 小城镇生态住宅设计
5.6.1 小城镇生态住宅的基本概念
5.6.2 小城镇生态住宅的设计原则
5.6.3 小城镇生态住宅设计的技术措施
5.6.4 太阳能技术
5.6.5 沼气技术
6 小城镇住宅的屋顶
6.1 坡屋顶的特点及设计
6.1.1 丰富多变的坡屋顶是传统民居建筑形象的神韵所在
6.1.2 坡屋顶具有无尽的魅力
6.1.3 做好坡屋顶设计，充分发挥坡屋顶在建筑中的作用
6.2 坡屋顶的做法
6.2.1 瓦型
6.2.2 坡度换算
6.2.3 屋顶做法说明
6.2.4 坡屋顶做法
6.3 坡屋顶构造
6.3.1 坡屋顶构造详图（一）
6.3.2 坡屋顶构造详图（二）
6.3.3 坡屋顶构造详图（三）
6.3.4 坡屋顶构造详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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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坡屋顶构造详图（五）
6.3.6 坡屋顶构造详图（六）
6.3.7 单坡、双坡铝合金玻璃屋顶
6.3.8 单坡、双坡铝合金玻璃屋顶
6.3.9 双坡普通型钢玻璃屋顶
6.3.10 单、双坡普通型钢玻璃屋顶
6.3.11 坡屋顶采光口
7 小城镇住宅设计实例
7.1 低层住宅（1～3层）
7.1.1 少数民族住宅
7.1.2 专业户住宅
7.1.3 代际型住宅
7.1.4 山坡地住宅
7.1.5 独立式住宅
7.1.6 并联式住宅
7.1.7 联排式住宅
7.2 多层住宅（4～6层）
7.2.1 底商住宅
7.2.2 公寓住宅
7.2.3 跃层住宅
7.2.4 单元式住宅
7.3 小高层住宅（1～11层）
7.4 高层住宅（12层以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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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小城镇住宅建筑设计的一本书，内容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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