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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营思想——城市设计新的学科领域 

作者：吴松涛   发表：《城市规划》 评论(0) 打印 

摘 要：“城市经营”思想的理论框架中，城市现有资源、产品、吸引力等要素统一在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目标的运作过程中，并

逐步衍生出城市生态经营、旅游经营、文化经营等诸多分支。 

  总结城市设计发展脉络，其主要理论大致存在以下特征：  

  (1)注重三维空间设计的建筑学特征。尽管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已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在其所处理的空间关系

中，轴线、对比、协调、韵律等仍然是大量运用的手法，这种建立在建筑学基础上的学科特征仍将在城市空间创

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强调对城市规划进行延伸和补充的城市规划特征。这也是目前国内比较一致的看法，这里不过多展开。  

  (3)主张以“人和社会结构认知”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特征。以此特征为出发点，城市设计学科向心理学、社会

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拓展，呈现“人——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模式，可以认为，现代城市设计是人对城

市需求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  

  “城市经营”思想的理论框架中，城市现有资源、产品、吸引力等要素统一在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目标的运

作过程中，并逐步衍生出城市生态经营、旅游经营、文化经营等诸多分支，城市设计作为城市研究学科中的一个

领域，也将与其产生较大的交叉和融合，笔者认为，这种思想互动可能在以下几方面产生作用：  

  (1)成为决策者与专业工作者的结合纽带。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设计需要以更多的实践来

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此过程中，城市决策者与专业工作者的矛盾时有发生，一方面是决策者们费尽心机地寻找城

市形象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则是专业人员对一些急功近利做法的不屑与无奈。城市经营思想的产生，为二者的结

合提供了纽带，纽带的基础是通过“培育环境”、“培育城市竞争力”，使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2)“俗”与“雅”结合的平台。城市设计理论的讨论和实践中，始终存在着“俗”与“雅”的矛盾。比如在

对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上，从点式保护到今天对整体环境或全城的保护，人们的认识已提升到足够的高度，但在

某些局部地段，涉及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冲突时，对环境的标志性、开发方式、公共空间处理、形象设计等方面，

专业工作者与非专业人员(领导、群众或业主等)的争议时有发生。城市经营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在城市设计分析

中，对相关要素在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阶段性与终极性、主体性与非主体性等的分类提供了依据，为相关讨论建

立了平台。  

  (3)为城市设计融入更多的经济意识。索斯沃斯在对美国1974年以后近200个城市设计案例的总结中，曾发现

现代城市设计越来越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城市经营的相关讨论中也有“经营城市”的提法，围绕“经济运

营”来思考和反馈城市设计成果，是城市设计需要引入的因子之一。  

  (4)拓展了两个学科研究发展的领域。城市发展需要空间，学科发展需要更大领域，城市设计与城市经营学科

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结合探索。一方面从学术上，以目标为共性，学科体系和内容上以互补性为重点，通过互

补完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进行交流和互动，扩展成果深度，更好地服务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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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国内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对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中文译名

存在差异，所以就导致相关文章中会

出现诸如景观设计(学)、景观建筑

(学)、风景园林等不同叫法。此处特

别提示，以免读者混淆，不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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