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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老一代的首都城市规划工作者，满怀着对伟大祖国和首都北京的无比深情，怀着对规划工作

的无比热爱和深深眷恋之情，回忆记述峙rt屎岁月，发起组织撰写并编辑了这部《岁月回响》 。 这部凝聚着众多老一辈首都规划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规划发展轨迹的作品，是老一辈首都规划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的一

份厚礼。 我们向老一辈首都规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新中国成立的60年，也是首都城乡规划发展的60年 。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代规划人的努力奋斗，首都的规划

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乡规划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首都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规划工作在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

贡献。

城市如人，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在 《岁月回响 》 一书中，老一辈规划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回

顾总结了60年首都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既有领导同志对规划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又有规划工作者的切身体会，是一本内容丰

富，可读性强的生动教材，对于我们后来人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意义。

进入新世纪，北京城市正处于城市化 、 信息化 、 市场化的加速期，城乡规划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2005年国

务院批复了新修订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对北京的城乡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给首都城市发展带来重要机遇，通过奥运场馆和设施规划建设的洗礼，北京的规划设计水平和建设标准得到了全面提高，城

市的环境品质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为北京留下了独特的奥运财富，首都的城乡规划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市委、市

政府对规划工作高度重视，刘棋书记指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首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搞好规划工作，造福

广大人民群众。 郭金龙市长强调要把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更好地体现到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具

体工作中 。 陈刚副市长也要求规划部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促进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的实施。

展望未来，城乡规划工作必将继续向前发展，让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努力，开拓进取，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贯彻实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为把首都北京建设的更加美好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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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先后出版的 《岁月如歌》 、 《北京城市规划图志 》 两本书，在首都城市规

划界反应热烈，好评如潮。 作为两本书的主要组织者赵知敬同志， 意犹未尽，找我们酝酿，我们热切支持再续编一部反映关于

首都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回忆纪实书。 一个好的规划方案，往往要通过艰苦的、创意性的规划管理工作才能实

施。 有的建设实施不够理想，却并非规划管理工作者的初衷。 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感受最深。 这是这本 《岁月回响》编

辑出版的缘起。

在当今，国家和市领导大力倡导、组织、编辑各行各业的志书，并取得重大成果之际，有元必要再编写这部书?我们斟酌

再三，觉得既有必要，也不重复，作为正史的补充和解读，更是-种历史责任。 建国以来首都的规划工作，道路漫长，历尽艰

辛，官方史书秉直道来，责无旁贷，但篇幅有限，只能写其牵牵大者，述其成果事实，对其中曲折复杂、千变万化的协调、决

策过程，不可能铺陈详述。 我们这些当事的过来人 、 见证人，垂垂老矣，抓紧有生之年，把精彩纷呈的历史事实 ， 写下来，传

下去，这将大大有利于后人对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和建设实践的进一步深入理解。 这是 《岁月回响》一书的立意。

这本书，从酝酿到组织写作、编辑出版，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许多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 多病之身，热情回想、口

述、手写，反复修改，认真编辑，表现了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在编辑《岁月回响》过程中，我们像大家一样，也深受了教育，对许多自己经历过的和没有参与过的事情，有了更深切的

理解，对首都规划建设的更好前景， 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储 f李亨 、 宣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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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的规划与管理

谷守武摘编

一、历代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概述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琉璃河董家林村商周遗址的

发掘，证明西周初年的方国堪(即燕)的都城在此，把北京的建城史上

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历史上的北京城，由于受洪水侵扰，不断

自西南向东北迁移，从发掘的实物考证，自秦汉始，城址已在现茵丘

附近。 之后的唐代幽州城、辽代南京城、金代中都城，大体都在这个位

置，即在今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 今北京城，始建于元，改建于明，

沿用于清代直到民国。

秦和两汉时期，北京己成为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 到了辽 、

金两代，商城作为辽的南京城 、 金的中都城，是从一个北方的军事重镇

走向全国的政治中心的重要过渡。

金中都城的建设，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仿北宋rt京宫室制度 、

城市规模及格局扩建而成。

元大都的兴建，标志着北京城址的转移。 把北京城址从莲花池畔

转移到高粱河水系上来，主要因为城市规模扩大， 需要寻找更充足的水

源。 新城址是以金中都东北郊外的一座离宫一一大宁宫为中心进行规划

设计的。 元大都的规划建设，无论是建筑规模、整体布局，还是建筑艺

术和工程水平，都是其他都城建设无法比拟的。

r.蜿

..., 
'如

北京金中都

·一

北京元大都

明北京城的营建，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 明代对元大都的改

建有继承，也有发展。 继承了元大都结合地理条件、紧傍积水潭东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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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了全城的中轴线， 并利用原有湖泊的上游及其向东引水的槽渠 ，

作为今德胜门一线北城墙的护城河。 以后随着元大都南城墙南移，南城

增扩外城，使明北京城的几何中心，由元大都的中心阁转移到万岁山的

位置;延长了南北中轴线，形成了明北京城的"凸" 字形轮廓。 明北京

城布局严整、 规模宏伟，外城拱卫着内城，内城包着皇城， 皇城包着紫

禁城。 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唯我独尊"的规划思想。

北京历代城址变迁 THE CHANGES IN THE CITY'S LOCATION 

「 rJYJKYr u 、元、二、

二二之、

珑'唱f丁 、'、 二 i
À' 

清代沿用明代旧城，建都北京后，总体布局 、 街道系统大体如旧。

原有城池、 宫殿、 坛庙，不仅完整保留，而且经过2∞多年修缮 、 扩建、

改建，现存的北京古建筑多为清代重建，特别是园林建筑极负盛名 。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 。 民国前期的北洋

政府仍以北京为首都。 民国十七年( 公元1928年 ) 首都南迁，北京改称

北平。

明北'崛 .............，， "- -. . 刚Z巴 t民~，

::......;--_..~- - ~.- ~ ‘' 命"一

明北京城

·四l帕啊'饵"俺帆， nYs "，srv，
!…咀..刷、刷刷刷 w.......... 

.… 
--一}甲 --一-

清北京城

1937年北平沦入日 军之于后，改北平为北京 。 日本侵略者从其侵

华战争需要出发，编制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 该"计划大纲"把北京的

l JFJZ ， J 悄 ~.-.t 二4

民国时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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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性质定为政治、 军事中心，特殊之观光城市，可视为商业都市;城

市规模定为20年内人口从150万增至250万;规划范围以正阳门为中心，

东 、 西 、 北半径各30公里，南20公里;城市布局为了避免日本侨民与国

人冲突，把行政中心定在西郊，开辟西郊新街市，在东郊和通县辟为工

业区，旧城区保持原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市政府针对市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着手修

订北平都市计划大纲。 "大纲"提出城市性质定为将来中国之首都、 观

光都市;城市规模现在人口 180万，预计将来达300万人(包括通州) j 

城市范围以正阳门为中心、半径约20至30公里以内之区域;城市布局与

日伪时期规划方案基本相同，明确提出了以西郊新市区作为行政中心。

二、 元大都与明清北京的规划特点和在城市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项羽毁秦咸阳以来，中国古代留下一个新王朝必须毁去前王朝都

城、宫殿的恶劣传统。 中国历史上秦 、 汉、南北朝、唐 、 宋的名都被后

继者毁去，要通过发掘才能知其原貌，遂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只有明

清的都城北京至今还基本存在于世，成为仅存孤例，北京旧城如再毁掉

了，在我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都城实例将是一片空白 。

北京旧域的前身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座按规划新建的街巷

制都城。 中国古代城市在唐以前实行封闭的坊市制，宋以后因城市经济

繁荣，商业发展，逐渐拆除坊墙、市墙，形成开放的街巷，布置商业和

居住区。 城市居住区由封闭到开放，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城市规划的巨

大进步。 但两宋那些城市都是由坊市制城市改造成的，不具典型性。 只

有元大都是中国古代城市体制由封闭的坊市制向开放的街巷制转变后所

创建的唯一的街巷制都城，有完整的规划。 故元大都的重要性是它既是

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按规划平地创建的都城，又是一座唯一一座按街巷制

规划建设的都城;它既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规划水平，又集

中代表了街巷制城市的特点和优点，具有双重意义，而它的基本部分在

明清北京中保存下来。 这是它在中国都城史和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城市从布点到兴建都是由国家、官府发布行政命令按一

定规制实施的，属于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 城市都有特定的规划(早期

为坊市制，晚期为街巷制)筑有规整的城墙，城内有主轴线，街道布置

成矩形格状，其居住区都由横排住宅组成横巷，住宅为内向的封闭性院

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的特色。 北京旧城是世

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城市的杰出代表，这是它在世界城市史上的重

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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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前身元大都建成于1267年，距今已有740年之久。而其主要

部分在明清北京中延续下来，其延续使用年限之长，在世界现存都城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它的特点除了在坊市制都城中

久已定型的在中轴线上布置"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外，最主要的是在

大小干道两侧布置商店，并在其围合与封闭的坊市制不同的开放式商

业街和居住区。 街道分大街、小街、胡同三级，规定大街宽24步(约25

米) ，小街宽12步(约12.5米) ，胡同宽6步(约6一7米) 。 胡同的间

距70多米;胡同之间为宅基，初步奠定四合院住宅与胡同组成街坊制的

规制，至今东四北，鼓楼东部的南、北锣鼓巷一代，仍有元时街巷遗

存。这是元大都规划的基本单位，也是古城的肌理，是反映中国封建社

会后期城市经济发展、城市治安有一定保障后在城市规划上相应出现的

新的基本特征。因此，与故宫、坛庙一样，旧城的街道和胡同形成的城

市格局，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因此，对旧城整体格局的保护

也是极为重要的，是名城保护的根本。一旦格局被破坏，历史保护区和

单项文物保护单位缺失了所依托的整体框架，只能算是一鳞半爪，其历

史价值要大受损失。

三、建国前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回顾百年历史，在上个世纪，是一个战乱和动荡的年代，不仅曾遭

受八国联军的人侵，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占。 在历经"北洋军

阀日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下，使这座千年故都和东方

名城饱经战火重创，走向衰败，市政废驰，建设停止，经济萧条，民生

凋敝，街容市貌破烂不堪，垃圾遍地，满目疮虞。抗战胜利以后，也曾

拟定过"都市计划"终因时局不稳，财力不支，成为一文空纸。

(一)工遮总局( 1901-1913年)

据查北京近代的市政管理始于晚清。 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八

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在各自占领的区域内，设置"安民公所所

长官员及宪兵均由外国人充任，用以镇压人民，维持侵略秩序。光绪

二十七年( 1901年) <合约》达成，八国联军先后交还占地退出北

京安民公所"解体。 清政府以"安民公所"为仿照的模式，设置

"善后协巡总局" 。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六月改组为"工巡总

局由工程巡辅事务大臣统辖，下设工程总监和副总监各一人，辅

佐事务大臣处理要务。 总局内设工程局，巡捕局等，主管治安行政管

理和土木工程等其它市政管理事项，为市政管理与司法审判合二而一

的城市管理执法机构 。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七月撤外城五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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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旧制，改设外城工巡总局。十二月内外城工巡总局改为内外巡警总

厅，内城设分厅五处，外城设分厅四处。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九

月清延官制改革，原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并将工部所掌城垣，公靡、

桥梁等项划为民政部所管，下设承政、参议二厅，民治、警政、疆

里、营缮、卫生五司 。 京师巡警总厅隶属民政部，由厅主总管，下设

金事，主管总务、行政、卫生、司法、消防各处。 如行政处的交通股

分掌的事务有:

1 、关于道路、沟渠、桥梁之管理事;

2、 凡停车场之界限及轿车人力车之取缔规则;

3、电信、电话、电灯各杆线之架设事;

4、凡阻碍道路之棚摊、木石等移置事;

建筑股分掌的事务有:

1 、凡衙署公所之建筑事;

2、凡关于巡警厅区建筑之规式及测绘等事;

3、凡关于民房市摩之建筑应准应驳等事;

4、凡关于市场之位置及审建规式、测绘图样等事;

1 凡关于监狱制度之审定事;

6、凡关于工艺厂 、 公园、浴室、戏园、茶楼等之规式改良事。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内城巡警分厅由五个并为三个分厅。外

城并为二个分厅，分厅设知事一名主管，警官三名作为辅佐，执掌辖区

各项具体事务。

宣统元年( 1909年)正月裁去内外城各分厅。民国二年( 1913年)

二月，以内外城两巡警总厅合并为京师警察厅。清末上至民政部，下至

京师巡警总厅，从名称改换到体制权限，按近代社会的需要，分官设

职，各司其责相对封建旧体制权限难分，职责不清的状况，是一次重要

的变革，并成为近代市政管理体制初始建立的重要开端。

(二)京都市政公所( 1914-1928年)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于次年建立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于民国三

年( 1914年)将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设京兆尹公署凡属市政建设事

宜，均由督办京都市政公所负责承办。从民国初至民国十七年( 1928 

年)北伐成功前为北京市政的创建时期亦称为京都市政公所时期。

市政公所从成立到结束的14年间，在创建市政改建城市规划管理工

作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基础工作。

1 、筹措经费。据统计市政公所下属的工巡捐局从1914年至1918年

的五年间收缴的铺捐 、 车捐等达200多万元，均用于市政建设上。 1925



年后改为内外城市政捐局，捐种扩达十余种，收入连年上升，每年收入

达7非一1∞万，成为市政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

2、规划开辟香厂新小区。 1914年在香厂地区进行小区规划并组织

实施。 展拓马路，建筑房屋 、 开辟公园、增建卫生设施，并采取招商，

标租或标集土地优惠投资建筑等措施兴建了公用建筑 、 娱乐场所及商店

等，以"新世界"游乐场最为著名，时称"模范市区"可以说是北京最

早的规划市场试验雏形。

3、开放公园改善市区环境， 1915年将社理坛改建为中央公园(现

中山公园) , 1918年建成城南公园， 1925年将宫延园林北海辟为北海公

园对外开放。

4、开展城市基础测量，城市测量是实施都市计划的基础工作。

1916年市政公所组织测量队完成了全市的水平测量，在内外城埋设

石标水平点81处，并于1917年3月对全市新旧沟渠测量，完成了全市新

旧沟渠图的绘制为修整沟渠提供了依据。 从1915年6月起历经十年测量

了全市房基线，为修整街道，规划筑路和建房提供了依据和规划。

5、整理街道修展城区道路，市政公所成立初，为配合有轨电车路

线的规划建设，拆除了正阳门的外罗城将月墙基改建马路，辟东西

门洞各两个，打通了南北向交通，改建了箭楼的四周环境使其成为京城

标志性的建筑。 还增开了南池子、南长街、富蒲河 、 枣林豁子、北箭亭

等各门便利了通行。 1918年至1919年先后开辟了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

1926年又辟建了兴华门(后改名和平门) , 1927年又拓展了金鱼胡同西

口马路，使全市沥青马路达到121条。

6、疏泼沟渠，旧北京有三大排水沟渠，即西城的大明撮，东城的

南、北河沿及外城的龙须沟，这几条明沟，贯穿内外城，皆因年久失

修，淤泥堵塞，脏臭不堪。

市政公所1920年呈准用皇城旧砖改造大明潦暗沟，全长55∞公尺 ，

1922年完成辟才胡同以南沟段。 1926年完成北段。 沟上建成马路，称

南、北沟沿(即今赵登禹路至佟麟阁路一线) ，东城的南北河沿至御河

桥一线亦改修成暗沟，上铺马路(即今南、北河沿街及正义路)。外城

龙须沟全长63∞公尺，由虎坊桥至天坛东门一段改成暗沟，东段因财力

不足，未改暗沟。 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后才修整暗沟和马路。 此外在修

整城垣，兴办卫生事业，兴建海王村公园，并办厂甸年市庙会等公益事

业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管理工作。

7 、 建立规则实施建筑工程管理办法

岁月四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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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京都市政公所建筑管理范围及管理实行办法》第一部分 《建筑管理办

法》共2条10款对各类建筑工程的主管内容，查核权限区域范围作了明

确的规定。

第二部分《建筑管理施行办法》 对呈报程序及管理标准分设2条14

款作了具体规定。

《办法 》 为城市规划早期综合管理的一项重要规则，明文规定各项

建筑工程新旧或翻修均不得超越房基线，对兴建马路及街巷整治达到整

齐之实效。

( 三 )北平特别市公务所( 1928-1937年)

民国 17年( 1928年)国都南迁。 6月 21 日改北京为北平，成立北平

特别市政府，下设财政、土地、社会、公安、卫生、教育、工务、公用

八个局。 依据 《特别市政府组织法 》 涉及全市城市管理的一切重要问

题，由市长主持，经市政会议决议执行。

民国 17年( 1928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市政府命令组织成立了工务

局，首任局长华南圭先生于七月三十一日上任。从1928年至1937年的9

月间，先后更换了6任局长(任期见附表 ) ，下设科室有秘书室、会计

室 、 庶务室、办公室、档案室、书记室、登记室、广告室及技正室、二

科、 三科等业务部门，科室下设各股有测绘股、河渠股、 设计股、施工

股、勘察股、树艺股、库股等。

主管职责为职掌关于公有建筑，私有建筑的指导和管理，及道路、

桥梁 、 码头 、 沟渠、堤岸、公共土木工程、河道、水利、飞机场等的管

理和其它工务、行政事宜。

北平市政府时期，可称为建设时期， 1928-1932年市政建设因财

力困难进展艰难，行政机构几经裁撤，仅剩社会、公安、工务三局。

1932-1935年袁良任市长，任期健全规制推进市政，使各项设施步人正

轨，尤以创办公共汽车、 实施文物整理、修建道路、倡导E生事业，为

市政发展中兴时期。 从1929一1936年期间，工务局为加强市政各项建设

的规划管理方面，作了大量富有实效的章则厘定工作，如《北平特别市

公私建筑取缔规则》、《房基线规则》、《危险建筑物取缔规则》、

《收用房地章程》、《建筑限制暨设计准则规程》、 《公修道路奖励简

章》、《厘定河道各闸服务通则暨郊路各段服务通则》、《北平市污物

扫除暂行办法》 等。 绝大部分报呈市政会议通过执行。 在依法实施市政

管理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民国五年( 1916年)十一月，市政公所第六号布告，公布了《督 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历任局长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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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特别市公务局长 任期

l 、 华南圭 民国十七年 (928) 七月三十一日m十八年 ( 1928 ) 十二月五日

2、刘砚池 民国十八年(1929) 十二月五日~十九年 ( 1930) 十月二 日

3、范浦江 民国十九年(1930) 十月九日"二十年 (1 93 1) 四月

4、 汪申 民国二十年 (1 931)四月四日向二十三年( 1934) 十月十六日

5、谭炳训 民国二十三年 (934) 十月十六日代

6、富保衡 民国二十囚年 (935 ) 十一月十八日

(四)日伪北京工务局( 1937-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 1938年一月二十四日，建

立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并于六月十四日改北平为北京，由余晋任伪

市长。 下设社会、 财政、工务、卫生、警察、 公用、教育七局。 在沦陷

的八年中可称为黑暗时期，市公署及各局的实权操纵在日军手中，均设

日军派遣的顾问 、 辅佐官等，主持行政、 掌管财政、 支配人事。

在江朝宗组织伪临时维持会兼任伪市长时，李季思于民国二十六年

( 1937年)八月二十日出任工务局长，仅4个月之后伪公署建立，舒壮

怀于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一月十日任工务局长达五年之久。 1942年末

由林志秀接任至1945年) 8月 15 日日本投降为止。

在日伪统治下，以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奴役民众为目的，原有的

各种规制遭到破坏，市政废弛，财政紊乱，道路沟渠破损不堪，市内垃

圾堆积如山，环境卫生极为恶劣，城市面貌破旧萧条。

1938年由在工务局充任技正的日本人山崎桂一等，拟定了一个"北

京都市计划"并呈报市政会议决议未果， 1940年伪工务局又拟定了"北

京都市计划大纲并组织实施新街市计划，在距城约4公里的西郊征

收了 14.7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西郊新街市，在东郊广渠门外2公里处征

地2.7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东郊工业区，并以东西长安街沿线作为新

市区的联络干路而辟建了两个城墙豁口启明门(今建国门)和长安门

(今复兴门)。这个"新街市计划"纯以便利侵略为目的。旧城区的市

政道路的修建，也仅以日军事机关附近和日侨积聚地区为限，整个城区

市政建设基本没有什么改善。

(五)北平市公务局( 1945-1948年)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技降，抗日战争

取得了胜利，此后至北平解放前，年称为复员时期，同年十月北平市政

府成立，首任市长为熊斌，次年十一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下设社会、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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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务、卫生、教育、公用 、 警察、地政八局。 民国二十五年( 1946 

年)十一月增设民政局。 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七年( 1948年)

十二月，工务局长一直由谭炳训任职。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一月由

林治远接任局长。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各项规制尚待重新拟定修

正。 市政设施仅处于修整和维持状态。 都市建设大计更是纸上谈兵，难

以付诸实施。

工务局的日常业务，由四科三室分工承办建筑管理、铺修道路、整

理沟渠 、 河务 、 路树河树、 整理文物、 测绘、交通设施、拟定都市计划

等工作。

从1946年至1948年期间，对旧有的一些规则，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

进行了修定，并拟定了一些新的管理规则，如 《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建筑

师开业登记实施暂行办法》 、 《北平市政府工务局营造业登记实施暂行

办法》 、《沟渠管理规则 》 、 《简化办理工程手续暂行办法 》 等。 依据

内政部三十五年( 1946年)四月公布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 , 

拟定了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 } ，经市政会议通过，于民国

三十五年( 1946年)九月二十日以市政府令发布。 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年)五月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 次年市工务局编印了 《北

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 ) ，在都市计划方面，在接收日伪工务

局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现状情况的调查，拟定了一些规划设想的计

划，如 《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 及一些专家提出的意见书。

《北平市都市计划》、《北平地方建设计划雏议》 、 《北平都市计

划意见书》、《北平市四郊荒地十年造林计划》等，限于财力不足和时

局的影响这些都市计划遂成为一纸空文，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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