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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对规划和规划师作用的认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来源于对规划及其过程本身的错误认识。人脑的局限性和

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了规划是一个过程，一个创造性地适应自己和社会的过程，是一个辩护和寻求平衡点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最佳、

最近的集结。规划师是一个全面的辩护师，而不是权威，更不是权威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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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lsehood of Planning's Reasonlablityl and Authority

Yu Kongjian

Abstra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planning and planners' roles marched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extreme and 

this stemmed from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planning and planninq course. Limited hunan brains and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decide that planning was a course of coping oneself with the ego and society creatively, a course of 

advocatin and seeking balance points, but not a best and most conclusion concentration .A planner was a 

comprehensive advocate, but not authority and not authority's dependency eve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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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赶不上变化；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无论是自嘲还是评语，都生动地描绘了规划之苍白和对其价值

的怀疑。不满于上述处境，所以又提出“规划是龙头”，以强调其权威与尊严。这两点关于规划的评论实际上都

放映了人们关于规划师和规划的一个谬误：规划师是能卜未来定时事的，规划师的规划是正确无误的，决策者必

须服从。这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关于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这些谬误包括：  

  1.秩序和统一  

  秩序和统一是规划师追求的目标，每一寸土地都必须经过规划，归属与某种用途，达到某种效益，力图在总

体上达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叹。而一个完全秩序和统一的规划一旦实现，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我曾住在一个被

称为规划样板而又完全安规划建设的美国新城南加州的尔湾(Irvine)两年，充分体验到了所谓“规划”可能达到

的极至。那就是开车十分钟，而且必须开车，你能买到一瓶汤料，再开车十分钟可以去理发店。整齐的街道、广

场和精致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论何一个地方都经济的状态。 一旦有不符合规划的行为发生(实际上经常在发

生)，便有了规划无用或规划不受尊重是多余的，若不是在一个经过严格设计的地方，你会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

所措。在严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统一，生活将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实现严格秩序和统一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谬误。  

  2.追求最大效益  

  规划师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和人造资产都折算成货币单位，

相信只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最优的规划方案就可以制定出来。这里规划师就必须面对一个苹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经典问题。理性的规划师总是力图在苹果和橘子之间建立某种换算公式，以便求得一个总体的最优

解。但是，无论多目标规划的公式有多么复杂，苹果还是苹果，橘子还是橘子，只有决策者才有机会在两者之间

作选择，或给予不同的优先权，而这也只是暂时的。谁又能肯定导致某一种杂草灭绝的水库大坝对人类的贡献可

能还不如这种杂草呢？今天的杂草也许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药。  

  效益最大这一理性的谬误在于：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个合理的资产计价

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

来，所谓的最大效益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资源与环境

的持续利用来取得。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

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  

  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为指导的理性规划实际上是一种谬误。  

 

  

标题\作者\刊物关键字

标题 搜索

 

 

 

 

景观综述 学科教育 理论研究

设计实践 人物/事务所 作品赏析

景观生态 园林绿化 园林文化

景观工程 城市研究 保护与更新

人文地理 随笔杂谈 演讲实录

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 景观艺术

设计史 风水研究 旅游规划

城市设计 技术应用 水景观

没有论文排行 

城市环境设计 中国园林 景观设计 

风景园林  国际新景观  

国际城市规划  规划师 城市规划  

建筑学报 新建筑  城市建筑

文章总数：2342  

文章浏览：9091555  

网友评论：2483   

文章下载：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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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06年7月26日全部文章列表 



  3.自然决定论与生态最适  

  生态最适化模型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

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

(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

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

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

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并且基本上是可

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经

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态最适的理性规划即不可

能，也难以实施。  

  4。规划师的理念是权威  

  规划师总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抱怨，感叹自己美好的、甚至是完美的构想被不谙科学、理性残缺的决策

者或者是大众所掏碎。但一旦规划师的理念真的成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权威时，结果又将是如何呢？

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Howard 1946)可以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的构想了，旨在通过发展卫

星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在英国成为新镇法

(the New Town Act)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欧州和北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其结果

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与自

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顷宅城”(Broadacre City)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Frank Lloyd Wright的理想城市，被称为是城市科学规

划的一个模式(Pregill and Volkman 1993)，这里汽车代替了步行，独家住宅整齐分布，商业网点精心设计，其

结果是类似上文提到的Irvine式城市的泛滥，只可观摩不可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建筑与规划大师le Corbusier的”辐射城”(La Ville Radieuse)所带来的后果

更使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在这个模式里，建筑和城市被当作机器，钢筋玻璃摩天楼矗立在公园绿

地之中，为高速而设计的交通系统连接城市机器的每一部分，摩天楼围绕交通集散中心，这便是现代城市的形

象，其中生活的现代人又体验到什么?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复存在(Hough 1990)，人在一个巨大的机器

面前失去了场所(Out of Place)。快速的交通系统成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同生活和文化设施之间的障碍而不是通

道，不但没有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缩短，却把城市变得遥远而陌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  

  所以，规划的权威与失去权威的规划一样危险。追求无上权威而穿上“新衣服”的皇帝，实际上在犯最与权

威无缘的错误。  

  理性规划所依赖的完全的信息和准确无误的知识等条件都是难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结果；规划是在创造性地适应自然与社会过程，而不是在实现自己的理念；规划师是一个多面的辩护士，而不

应是权威和决策者，他为君主辩护，也为乞丐辩护，为人类辩护，也为其他生命辩护。规划既不应追求、也不可

能达到最大和最适，而是在追求一种博弈论中设想的平衡点(von New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 Luce and 

Raiffa 1957)，以使各方利益能达到某种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即为某种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包括生态

安全格局，视觉安全格局，农业安全格局，等等(Yu 1995，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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