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  城市愿景与定位   



城市性质是城市在一定地区、国家以至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

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方向。 

城市性质 VS. 城市愿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社会环境更加多变、动荡和不确定，建立在 

19 世纪官僚制基础上 COP 范式，即控制（control）、命令（order）

和预测（predict），逐步被适应新时代和环境要求的 ACE 范式，即联

合（align，为了实现目标而联合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创造

（create，创造学习型组织和文化）和授权（empower，赋予人们真

正自主做事的权利）。 

 愿景管理：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在混乱中抓住规律，在无序

中发现秩序，在发展中塑造未来。 

 胡佛：愿景是人的一种意愿的表达,这种意愿的表达需要良好的知识

准备并且具有前瞻性。没有标准的“愿景公式”。 

 熊彼特：愿景表现了乐观主义和希望。 

 莱瑟姆：愿景可能是一种可能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完美状态。  



 理性规划-future defining;交往式规划-future seeking  

 城市愿景是城市意愿的表达, 包含着城市未来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和城市的使命, 是对城市的前景和发展方向的一个高度概括，是市

民统一行动的基础。 

 新加坡的城市愿景 

 

 

城市愿景 



 



 



 一、理想城市 

 二、城市发展阶段分析 

 三、区域关系分析 

 四、城市竞争优势分析 

 五、城市职能分析——城市产业发展战略 

 六、地方文脉分析——城市形象识别系统 

城市定位的理性分析 



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三个基

本支点 。城市建设像一只船，理想主义始终是掌舵的，而理

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是两把浆，缺一不可（仇保兴）。 

由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现实城市的诸多不如意，关于

城市的建设理念和愿景一直是丰富多彩的。  

一、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 

 



1 乌托邦式图景 

柏拉图“理想国” 

空想社会主义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在西方快速工业化阶段，许多社会改良家通过构想物质

环境而冀望实现其社会理想。但市场经济鼎盛的时代是一个

理想主义丧失的时代，随着大规模建设的结束，乌托邦式规

划理念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 可持续理念下的城市  

《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 

城市地区既被视为造成全球不可持续问题的现实根源，又被认为是迈

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可持续的城市：是化解城市问题的“良药”，还是“虚幻剂”？还是

现代乌托邦？ 

阅读文献：孙施文.中国城市规划理性思维的困境.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2期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1%E5%80%91%E5%85%B1%E5%90%8C%E7%9A%84%E6%9C%AA%E4%BE%86&action=edit&redlink=1


（1）生态城市（Eco-City）  

提出：19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

程中，明确提出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生态方法来研究城市。 

含义：建立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新的文化观，是按

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

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联合国关于生态城市的评价标准 

 有战略规划和生态学理论作指导、 

 工业产品是绿色产品,提倡封闭式循环

工艺系统、 

 走有机农业的道路、 

 居住区标准以提高人的寿命为原则、 

 文化历史古迹要保护好， 

 自然资源不能破坏，把自然引入城市

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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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态城建设经验 

 充分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制定明确的生态目标和发展措施， 

 重视与区域协调， 

 强大的科技手段， 

 以政策和资金为支撑， 

 全面实行公众参与。   



中国生态城市示范项目区域分布 

中国不少城市正扛着“生态城市”的大旗 

天津中新生态城 

唐山曹妃甸生态城 

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 



 
2 低碳城市(Low-carbon City ) 

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正式提出“低

碳经济”。此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就减少碳排放不断与各成员国谈判协商，

总体上达成了共识。我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

降40%-45%。 

低碳城市，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

、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 

2008年初，中国建设部与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中国

电谷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低碳城市”。2008年12月24日，保定市政府向社会公布

了《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迄今为止，国家发改委确定了6个省区低碳试点，

36个低碳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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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动工，诺曼·福斯特设计，为

期8年建设期； 

 零碳、零排放的高端目标； 

 耗资220亿美元，5万人口，1500个商铺

； 

 建筑物覆盖太阳能薄膜电池，无人驾驭

电动车，太阳能空调…… 

 可再生能源应用的“集合性”创新平台

： 

 该生态城具不可复制、不可推广性。 

典型案例：阿布扎布“零排放”城 



评述：山水城市更多的只是一种构想，

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很有限，而且缺乏

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一套完整思路和可

行方案。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哲学观的

确能够给予人们 以新的启示，但面对

当代城市的各种现代技术、现代产业和

现代社会文化特征，将中国传统精华自

如地应用到现代城市规划中，还需要漫

长的征途和艰辛的探索。  

3 山水城市 



3 未来城市：技术主导下的城市发展理念 

1 信息技术主导：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使企业取得更高的利润率，IBM公司将业务重点由硬件转向软件和咨

询服务，并于2008年11月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 

 2009年，正当中国提出4万亿投资应对金融危机时，IBM公司在中国连续召开了 22场

“智慧城市”的讨论会，“智慧城市”这个议题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极大兴趣。 

“智慧城市”与相关城市概念的关系 



部分智慧城市建设比较 



2 工程技术主导：上天、下地、入海 

 上天。向上拓展城市空间。 

日本建筑是矶崎新的未来城市 



 

中国山—荷兰MVRDV建筑事务所  



千禧未来城——（株）环境计划研究所  



 蒙特利尔地下城（Montreal Underground City）。长17公里，总面积达400

万平方米，步行街全长30公里，连接着10个地铁车站、2000个商店、200家饭

店、40家银行、34家电影院、2所大学、2个火车站和一个长途车站。 

 下地：向地下拓展城市空间 



 入海：向海洋拓展空间 

每个漂浮小室的中心都有一个空中城市 居住在小室里的大部分人都将生活在高达1公里的塔体里 

海上漂浮城市：由日本科技公司Shimizu构思和设计。 



迪拜七星级水下酒店Hydropolis 



4 人文关怀：城市建设的永恒的基调 

 价值理性VS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规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人类谋生致用

之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据。 

 “人的异化” ：技术理性完全压倒了价值理性，成为了理性的中心。哲学

沦为一般社会科学，人沦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技术代替了科学。 

 “城市的异化”：城市成为目的，人却成为手段。 

 城市是什么？ 



 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 

 注重人的感受、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从人的尺度、生活习惯出发，建

设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而不是单纯追求宏大与气势，或者表现自我。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要求创造宜人的公共空间，形成融洽的邻里环境，

提升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创新能力。 

 亲和自然，创造开放灵活的空间。尊重自然和利用自然原态，建造同自

然和谐相处，进而表达自己独特的城市风格。 

 从城市整体来考虑，设计宜人的个性化城市空间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创造一个城市或者城市的一部分的日益增长的整体性” 。  

 充分考虑居民利益，采用各种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

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宜居城市 

 概念：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

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内涵： 

 经济持续繁荣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丰富厚重 

 生活舒适便捷 

 景观优美怡人 

 安全感 

北京定位：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 



5 面向未来的选择 

 全球化，和平崛起 

 中国梦 

 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 

 生态文明 

 创新驱动  

 …… 

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词： 



 城市梦——中国梦的基石。没有理想的城市就如同没有灵魂的人。 

 确定城市建设理念的理念： 

 从全球着眼：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城市打造：place making 

 从地方入手：传承与彰显地方文脉 

 强化技术和生态的人文关怀及人文的技术和生态语境  

 



二、城市发展阶段 

——从时间维度上定位城市 



 城市是一个随时间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客观存在，其演化过程表现出明

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和解决办

法都是不一样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城市发展阶段的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增

多，西方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城市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 

阅读文献：郑国.城市发展阶段理论研究进展与展望.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2期 



（1）邻里发展阶段研究  

    佩里（C.Perry）将邻里看作一个细胞，认为每一个邻里都是一个

生命有机体，因此它也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  



（2）单一职能城市发展阶段研究 

图1 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与发展阶段示意图 

 未能成功转型的城市：底特律、巴尔的摩 

 成功转型的城市：休斯敦、匹兹堡 

 



（3）综合性城市发展阶段研究 

阅读文献：崔功豪等.《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目前常用的理论：主导要素与城市发展阶段 

主导要素是产出弹性最大且相对短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约束作用的

关键生产要素。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根据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将区域发展划分为传统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财富推动四个

阶段。 

图 波特的国家发展阶段 

阅读文献：郑国，秦波.论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转型.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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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关系分析 
——从空间维度看城市 



1 经典（传统）的区域关系理论 

 增长极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 

 点轴理论 

 圈层结构理论 

阅读文献：崔功豪等.《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 

 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其与其他城市和区域的联系。在这些

联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联系是经济联系。  

 在经济空间非均质的现实条件下，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也是非均匀的，一般会

有一个主导方向。  

对一个区域而言，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位于主要

经济联系方向上的城市一般会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门户城市）；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城市的实体地

域会沿着它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延伸。 

城市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而发展的基本原理是最

小努力原则。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分析 

阅读文献：周一星.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城市规划 ,1998年第2期 





 理论基础：系统论 

 基本观点：城市是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与城市间竞争的根本

在于城市腹地间的竞争。 

 城市中心性是指中心地为其以外地区服务的相对重要性，是衡

量中心地等级高低的指标，着眼于城市的基本活动。 

 分析工具与方法：主成分分析、区位商 

（1）城市中心性与中心城市体系 

2 经典（传统）的城市-区域关系分析 



 



 

郑国，赵群毅.城市经济区与山东省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研究.经济地理，
2004年第1期 



（2）城市吸引范围分析 
 
    赖利(W.Reiley)零售引力法则，即商店的营业量同其本身的规

模成正比，而同两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即  

断裂点的公式： 
 

    由于断裂点的本质含义是相邻两城市对外影响力相等的点，因

此可利用各城市的中心性得分来代替各城市的规模指标更符合断裂

点公式的本质含义。  



 



（3）城市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分析 

 



 

阅读文献：郑国，赵群毅.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研究.地域研究
与开发，2004年第5期 



3 全球化/信息化与区域/城市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作用下，城市和区域的经

济和功能与全球联系在一起，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硅

谷、日内瓦、苏黎世、汉诺威。 

 发展动力：内生VS外生？ 

 区域主义VS.新区域主义 

 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理论 

 Castells：space of flow 

 Massey：任何一个地点都应该不仅被视作“存在”的焦点，更应该

被看作是一个“形成”的瞬间。 



John Friedmann.规划全球城市: 内生式发展模式.城市规划

汇刊，2004年第4期 

马学广，李贵才.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地理科学进展，

2012年第2期 

杨滔.新区域主义在新大伦敦空间总体规划中的诠释.城市规

划，2007年第2期 

阅读文献： 



4 重大基础设施影响分析 
 



四、区域竞争优势分析 

——知己知彼，审时度势 



城市竞争优势的来源 

 资源优势/资源诅咒 

 钻石模型  

 知识与人才 

阅读材料： 

[1]王中亚.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

年第11期  

[2] 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1996年 



分析工具：SWOT分析 

阅读资料：袁 牧  等.SWOT 分析在城市战略规划中的应用和创新.城市规划，

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