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讲 城市战略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告诉我，我可能会忘记； 

教给我，我可能会记住； 

与我一起合作，我会去努力学习。 

                                     ——本杰明﹒富兰克林 

Tell me and I forget.  

Teach me and I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learn. 

                                    ——（B.Franklin）（1706-1790） 

 



• 一、为什么要提倡公众参与？ 



1 利益相关者与公众参与 

 传统的认知和行为理论将行为主体假设为“经济人”，假定人们的

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全面考虑所有成本和收益，然后做出理

性决定。 

 照此理论，利益最大化是公众介入公共事务的逻辑基础和行为动机

，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倾听他们的利益诉求以达成利益均衡。  



2 公众参与的行为逻辑的“知识转向” 

 舒茨(1973)将知识的社会构成、知识的社会分配与社会行动相关联，阐发了

行动的知识化建构、知识的行动化特征等知识行动理论的重要观点。 

 哈贝马斯(1994)把交往行动的理性看作是行动者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过程（行

动者知识化），并把背景知识作为交往行动成立的基础，形成了有关知识与

行动关系的许多观点。 

 吉登斯(1998)结构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行动者，行动者是有知识的行动者，

知识行动者的行动是知识化的行动，因而知识是行动的前提、过程和结果。 

 知识也被认为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它决定了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水平

（Sun，2015）。 

 2015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和行为》认为，人们的大多数判断和选择都

是自动做出的，并不经过深思熟虑，而知识是导致人们判断和选择的关键。 

“知识转向”的第一个含义是将知识作为人们行动的重要动因 



“知识转向”的第二个含义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明晰性等特性，而新知识

观认为任何知识的意义与价值仅仅体现于特定的时间、空间、文化传统以

及现实社会中，脱离了现实情境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具有地方性、

实践性和文化性等情境特性的知识被普遍重视和强调。 

 吉本斯（Gibbons，1994）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二”也表明：知识生产

越来越多的在特定应用的情境中围绕具体问题进行。 

 情境化的知识生产不是只满足于生产可靠的知识，而是转向生产对社会稳

健的知识。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知识转向”  

 1936年，哈耶克（F.A. Hayek）就提出，知识的分散性、不稳定性和不完

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因此知识协调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

基本问题。 

 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年)一文中，哈耶克进一步指

出，经济规划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什么方式使分散在不同的人中间的知

识得到最优利用是经济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弗里德曼，他在1970年代初就指出当时西方城市规划面临着一个重要危机

——知识危机，即社会知识的领域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复杂，而规划师

所掌握的知识与市民掌握的知识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因此需要交往式的

规划，通过对话和学习，把知识变成行动。在其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一书中，弗里德曼进一步认为规划的本质就是将知识运用于公共活

动、社会指导和社会改革的过程，知与行的矛盾是规划理论应当长期关注

的问题。 



 福雷斯特（Forester，1987）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基础，现存的制度结
构会扭曲知识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规划工作者不但是知
识的中介，还可以通过知识去组织市民争取权力和推动民主，进而改变
当前的结构。 

 希利（Healey，2002）认为，知识是社会性的，系统化的、正规的和深
思熟虑的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同等重要，“交往行动”是知识和共识形成
的关键，专业规划工作者应当充当“知识的中介人”。 

 赖丁（Rydin，2007）尝试着对城市规划所需要的知识进行了分类，将其
划分为现状知识、预测知识、社会过程知识、规划过程知识等类型。 

 张庭伟（2008）则认为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常识，只有回归常识，才
有可能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现实中，通过交流性规划及协作性规划而实
现共赢。 

 最新的协作式规划理论也认为，在公众辩论的框架下，所有向度的知识
都得到动员，参与者通过相互学习而重新认识自己和与他人的关系及价
值（Judith and David，2010）。 

 知识也正在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邻避设施、生态规划、环境评价等领域公
众参与的新视角，在这些研究中，隐性知识和地方知识与公众参与的密
切关系被进一步强调(Lederer,2015)。 



①城市战略规划需要哪些知识？ 

②如何界定知识相关者？ 

③知识相关者的行为逻辑与参与机制？ 

④知识相关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行为动机 

利益决定行动 

知识决定行动 

利益相关者 

知识相关者 

利益平衡 

知识生产 

公众参与 



• 二、国内外公众参与的现状与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市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它直接推动了城市规划的社会化，使城市规划从专业技术领域走

向了社会政治领域。 

 公众参与也主导了1960年代以后西方规划理论的演进过程，并被

认为是城市规划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 

 “协作式规划”是当前西方城市规划的主导范式，它主张在市场

环境多变和投资主体多元的时代背景下，规划师积极创新公众参

与的途径和方式，让公众参与规划讨论和规划制定。 

1 西方城市战略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西方学者对城市战略规划特征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强调公众参与和规划过程。城市战略规划的成果不仅仅体现在一个规

划文件上，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公众的理性争论达成共识的过程。 

 强调战略规划的“地方打造（Place making）”作用。战略规划可以

动员那些对地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相关群体，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Healey，2002）。 

 西方各国规划师都在积极探索，尝试通过规划教育、选取相关议题建立讨

论组、组织公众评议、利用互动式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形式，提升公众参

与城市战略规划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公众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

确。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统治  管理 治理 

政府强权 

公民被动接受 

政府为民做主 

公民部分参与 

政府与社会共治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 中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我们一直在努力！ 

深圳2040全民畅想 



众规武汉 

 

南宁：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 

规划靠大家，高手在民间！（石楠） 



长沙：邀请公众参与未来35年的城市规划 

 

北京：邀请公众参与“十三五”规划 



环境保护：“围观污染”倒逼监管发力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重重 

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参与往往缺乏有效性

：程序性参与、象征性参与、仪式性参与 

公民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往往演变为抗议

和群体事件 



• 三、怎么参与？ 





 



        互联网打破了中国政治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互动的僵局，是提升我国公众参与水

平和能力的关键所在。 

       但是，网络公众参与也存在机会不平等、言论非理性和信息不真实性等问题，

面临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

理性破坏等困境，“互联网给中国带来民主”只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种幻觉。公

众参与的“网络依赖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反映出现实中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和无效 。 



在无障碍设施规划中的应用 

 无障碍设施建设宣传培训 

 无障碍设施现状调查和信息采集 

 无障碍设施需求调查 

 无障碍设施建设规划 

 无障碍设施信息浏览查询 

 无障碍设施建设应用情况实施监督 



城市环境的“大众点评” 

 



Popularise is the online platform that shares the power to build new places in your 
neighborhood with local residents like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