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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勐:让“睡城”和“卧城”退出城市规划

作 者： 袁晓勐     发布时间： 2004-9-1 8:17:26 

    8月31日，《新京报》对11万居民“受困”天通苑，出现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治安乱等问题，进行了报道。 

  天通苑的出现有两个大背景，一是1993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将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转移到郊区，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

业。二是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出台。在规划的指引和利好政策的刺激下，短短十年间，在北京周边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像回龙观、望

京、天通苑这样人口在10万乃至35万人的超大规模居住区。这种城市人口的空间转移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堪称奇迹，遗憾的是，这并不

是一个成功的奇迹。 

  那么，现在天通苑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不免与这两个背景密切相关。尽管经济适用房政策有着不容置疑的良好初衷，但由于该政策的实

施细则、配套政策很不完善，在本质上脱离城市规划，其在很多城市遭遇困境是必然的。 

  1993年北京市总体规划所规定的向郊区组团扩展无疑是明智之举，它扭转了北京中心城区摊大饼式的空间发展结构，使北京城市发展

呈现比较生动的局面。但是各个区县的详细规划没能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实际上走了边建设、边规划的道路，项目走在了规划的前面，结

果非常被动。城市建设的根本在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给排水、供暖供气、电力、环卫设施等，一般地讲，这些基础设施应该先行。而

天通苑、望京的建设明显地背离了这一原则。另一方面，对聚居人口的估计严重偏离也造成了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客观上说明了城市总体

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存在问题。 

  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是平衡公众利益，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这一点上，很多城市规划的从业者和政府部门的执行监督者的认

识仍然模糊。望京成为“卧城”，天通苑成为“睡城”，实际上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产物。开发商出于利益的考虑，将一些

工业、公建用地规划全部转化为住宅，挤占产业、教育设施、公共交通、医疗保健以及文化设施用地，而政府没能有效地制止这种行为。

作为开发商，存在谋取利益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政府的监管不力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行为。 

  可以预见的是，在北京市，像天通苑这样的大规模居住区将会越来越多。这就提醒我们，正在进行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修编必须对此加

以充分考虑。 

  首先，以城市的概念规划和管理大型社区，而不是简单的居住区概念。既然是城市，它的职能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居住，其经济职能、

社会职能、城市生态等都应纳入规划体系之中。 

  其次，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现在各个城市的规划都强调以人为本，但能够在规划中得以体现的却实属罕见。以人为本，首要的

是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不仅包括居住、交通、饮食、购物等基本功能，还要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休憩、养老、娱乐等社会职能，也

应包括建立更良好的社区精神环境、邻里关系等更高层次的内容。 

  在这方面，以城市规划为龙头的政府行为责无旁贷。 

  第三，摒弃城市规划为经济服务的观念。长期以来，城市规划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得太远了，造成了很多严重的

后果。 

  必须明确城市规划就是要制定和实施以平衡公众利益为中心的城市公共政策这一核心目标。也只有这样，城市规划才能真正体现人民

的意志，才能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规划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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