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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城市规划思想方法——“反规划”途径 

作者：俞孔坚 李迪华   发表：羊城晚报·求是 评论(0) 打印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等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

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用生命换来的、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

—即大地上那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

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这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  

  构建和谐人地关系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行业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话题：如何化解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地关系危机以及由此

引发的社会问题，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坚持走设计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主持设计项目的同时，

开展前沿理论和方法研究，在国际上提出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反规划”途径等，备受

关注。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

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

设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许多破坏是可以避免的。  

  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 

  “反规划”概念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城市无序扩张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方法

论。“反规划”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更不是反对规划，而是一种应对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不确定性条件

下如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系统途径；与通常的“人口-性质-布局”的规划方法相反，“反规划”强调生命土地

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反规划”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

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  

自然与绿地系统优先的思想不是作者的发明，我们的先辈包括Eliot(艾里奥特)，McHarg（迈克哈格）早在

100多年前在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就已经有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与土地忧患背景下，

作者之所以用“反规划”概念，不但希望能把一些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能融入规

划，更主要的是想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反思城市状态：它表达了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思；  

  （2）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它表达了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是对流行的多种发展规划

方法论的反思；  

  （3）逆向的规划程序：它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逆向的规划过程，首先以土地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

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  

  （4）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

度，构成城市的“底”和限制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渐进式的发展规划和市场去完

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格局。  

  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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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进行城市规划，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有人会问，这个“反规

划”成果与传统规划途径中的非建设区域规划有何区别？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为阻止城市蔓延的环城绿带，城市

组团之间的隔离性绿地、城市的楔形绿地，都体现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它们的意义与体现在“反规划”中的不

建设控制区有本质的区别。“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与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如绿化隔离带，楔形绿

地）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的不同：  

“反规划”以土地生命系统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是建立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分析基础上的，以

维护这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的。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把绿地作为实现“理想”城市形态和阻止城市扩展的“工事”，而绿地本身的存

在与土地生态过程缺乏内在联系。  

次序不同：  

“反规划”是主动的优先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之前确定，或优先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被动的滞后的。绿地系统和绿化隔离带的规划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目

标和要求进行的，是滞后的；是一项专项规划。  

功能不同：  

“反规划”是综合的，包括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如文化遗产保护、游憩、视觉体验）。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单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布置的绿化隔离带，缺乏对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

文化遗产保护、游憩等功能的考虑。  

形式不同：  

“反规划”是系统的，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预设的、具有永久价

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于应付城市扩张的需要，并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来规

划和设计，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考虑，尤其缺乏与大地肌体的本质联系。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是维护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

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突破的刚性限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生态基础设施是一种空间结构（景观格局），必须先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和设计而进

行编制。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是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基

于景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

局。这些景观安全格局构成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或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  

  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 

  自然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社会及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

的和谐关系，包括让土地告诉我们适宜的功能布局、适宜的居住地、绿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连续而系统的

游憩网络，甚至城市的空间形态。  

  “反规划”就是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来建立健康和谐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形态。国内外生态规划的

思想、绿地优先的思想、景观规划的传统都可以作为对“反规划”概念的一种理解，但“反规划”是一种系统的

规划途径，是一种基于前人丰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规划方法论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以

应对疾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任何离开当下中国的背景来讨论“反规划”用语的规范性与合

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规划师的城市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的话，那么，经过与上百个



城市决策者的交流，作者还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学者的劝告，而愿背千夫指责坚持使用“反规划”概念，因为它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把一个规划师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百忙之中的市长们迅速理解并牢记，

并能很快付诸有益的行动，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唤起同行的忧患和创新意识，则更有抛砖引玉之感。 

  （俞孔坚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设计博士；李迪华系北京大学景

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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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规划(20)】 

  ·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评 2003-8-7 

  ·以“反规划”理念设计城市生态基础建设——俞孔坚在2004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的演讲 评 2004-10-26 

  ·“反规划”理论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应用——以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为例 评 2005-2-28 

  ·论“反规划” 评 2005-9-21 

  ·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2005-9-30 

 【城市规划(68)】 
上一篇：浅析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以浦江县历史街区保护为例 

下一篇：丽江古城及纳西族建筑形式与特点 

读者评论 所有评论

还没有评论，欢迎您参与评论！ 

   

【×CLOSE】【↑TOP】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关于我们  征稿说明  内容合作  网站地图 

主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电话：010-62745826 Email：webmaster#landscapecn.com (发邮件请把#换成@)  客服QQ：200896180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2号中关村发展大厦A103 邮政编码：100080 

Copyright © 景观中国 2003 - 2006 landscape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