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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毳方妻编是主茬罗志军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夕咐中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故都”，人文荟萃，历史文化积淀丰富，且历朝历代均有

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地方志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始，历经二十载，业已

编纂出版《南京简志》、由约90部专志组成的《南京市志丛书》以及一批地情书，纵横2400余

年，包罗万象，皇皇大观，堪称盛举。

修志之目的，一般而言，不外乎“资政、教化、存史”。这一目的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史实的

本身。最近，南京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南京建设为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

优良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以富民强市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实——青

施“科教兴市、经济国际化、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四大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加快发

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团结和率领全市人民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南京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产生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些需要反省的教训。这些，都给我们编史修志提供了

很好的素材。对于史志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然更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笔如实地记

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创业的足迹。同时也为后来者接过我们的担子，继续建设好南京提供一

些可资参考的东西，让后人能有更好的精神风貌，更足的工作干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把

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并为更后来者续修出更好的南京史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编史修志是一项意义很重大、要求很高、并且又是很艰苦的工作。

从事这项1=作的同志要有守得住“十年寒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我要对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希望史志战线的同志不断提高自身的

水平，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水准地修好南京市志，不辱历史赋

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2002年8月



序

器磊矗热》梨纂萎员霎主茬周岚《南京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用肌

“十年春秋易，一卷志书成”。南京历史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志书——《南京城市

规划志》，在历经数年寒暑、几易其稿之后，终于2007年告成。“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正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南京城市快速发展变化，社会日益关注城市规划、希望了

解、理解乃至参与城市规划的背景下，南京市规划局精心挑选了一批资深的城市规划工作者

进行编志工作。尽管涉及内容繁多、跨度巨大且有资料散落等困难。但本志终凭编志者的坚

持、努力和智慧得以完成。 气

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作家叶兆言先生说得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南京那样清晰地展
。

现中国历史的轮廓和框架。”其实南京城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历朝历代的社会变迁和城市变

化，还记录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古代南京的都城格局同时体现了中华儒家礼制和道

家思想的文化传统，民国《首都计划》反映出中国迈向近代化过程中对西方规划思想的追寻。建

国初的规划见证了当时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模仿和学习。1978年以后城市规划的发展则透

视出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从开始强调通过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开放引入外来投资．

到逐渐重视借鉴学习西方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再到强调和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进而发展到

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的、有中国特色、有地方特点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规划经验。

呈现在各位面前的《南京城市规划志》以时间和时代为经，以规划内容和思想为纬，以大量

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支撑，按详今略古的手法描绘出南京城市规划变化发展的历史长卷。它真实

地记录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城市规划思考。科林伍德说“一切

历史都是思想史”1，这一点在城市规划史志中体现得更为明晰。城市规划史志不等同于城市发

展史志，城市规划只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因子之一，而且它的影响更多地隐藏在城市建设发展过

注：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程中及其背后。人们容易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城市真实的变迁，而往往容易忽略思想的发展和进

步z。而本志的目的之一正是汇集、整理、再现当年的规划及其思考，不仅希望它能够成为方便

读者了解南京城市规划历史变迁的工具书，而且希望它能够有助于所有关心城市规划事业发

二 展的人们、所有热爱南京这座城市——我们美好的家园的人们，总结历史、鉴往知来，共同探索

坫 并促进城市规划事业的进步和南京城市的辉煌发展。

市 4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历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困难、编志者整理编撰时难免的主观和局

规 限，本志还存在一些记叙不尽详细或疏漏之处，欢迎有识之士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崩 最后借此机会，我想感谢一直辛勤工作的规划志编撰团队，感谢在此过程中积极配合、提
占 供历史资料的许多单位和个人，感谢所有为南京城市规划事业发展做过以及正在做出贡献的

人们!

闰巍
2007年4月18日

z注：周岚<历史视野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谈——以南京为例>，<中国城市规划学术研究进展年度报告2006)．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史和现状的大型地方文献，是

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利于领导机关正确决策，也将

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

三、《南京市志丛书》采用丛书的编纂形式，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置若干相对

独立的专志，分卷出版。采用章节体，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5 凡

四、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诸体。行文依照现行国家公布的文字规范。大事 饲

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记述范围以现今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必须延伸至外地的部分则作略记。

六、专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述事业发端，下限一般为1987年，至迟延伸到1992

年。视成书时间而定。

七、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凡与事业有密切关系、在南京有重要业绩的人物，分别以

传、简介和表的形式收录。

八、历史纪年在朝代年号(或民国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一

律采用公元纪年。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志总体结构依次为前言、序、凡例、编辑说明、目录、概述、志文、人物、大事记、图目、

附录、编后记。

二、记事贯通古今，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大体上断至2003年，重要规划适当延伸。

二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设章、节、目3个层次，设子目时标题用黑体字。以事为主，随文插列

- 图表，以资文简事明。由于事业特点，除总体规划等少量章节外，采用横排竖写。章、节开首以无

市 6 题小序综述该章、节内容。

规 四、本志首先介绍南京市域的自然环境，这是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产生村落、城邑，并逐渐

捌 形成、发展城市的基础条件，也是构成南京“山水城林”风貌特色的根本所在。
占

五、为了反映南京城市发展脉络，体现十朝古都的建都史料的完整性，本志尽可能按建都

朝代记述，非建都朝代则以附录形式记述。

六、本志记述中对同一事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如总体规划在民国时期统称“计

划”，延用至1954年。诸如此类。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不作统一规定。

七、本志所记都市圈、都市发展区、主城、新市区、新城、重点城镇、分区、小区等均系城市规

划术语，随着城市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提法，并非行政区域概念。

八、本志条目中所列城市规划编制年份，均指规划完成年份；凡经国务院批准或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的城市规划均指批准的年份。

九、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略均为已故人士。

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十一、凡引用出版书刊中署名文章的文字或图片，因种种原因，难以一一与作者联系，请见

本书后与南京市规划局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25-847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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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布局】⋯⋯⋯⋯⋯⋯⋯⋯⋯⋯⋯⋯⋯⋯⋯⋯⋯⋯⋯⋯⋯⋯⋯⋯⋯⋯⋯048

【外围城堡】⋯⋯⋯⋯⋯⋯⋯⋯⋯⋯⋯⋯⋯⋯⋯⋯⋯⋯⋯⋯⋯⋯⋯⋯⋯⋯⋯051

【京邑建置】⋯⋯⋯⋯⋯⋯⋯⋯⋯⋯⋯⋯⋯⋯⋯⋯⋯⋯⋯⋯⋯⋯⋯⋯⋯⋯⋯052

南朝建康城⋯⋯⋯⋯⋯⋯⋯⋯⋯⋯⋯⋯⋯⋯⋯⋯⋯⋯⋯⋯⋯⋯⋯⋯⋯⋯⋯055

【都城建设】⋯⋯⋯⋯⋯⋯⋯⋯⋯⋯⋯⋯⋯⋯⋯⋯⋯⋯⋯⋯⋯⋯⋯⋯⋯⋯⋯055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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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建设】⋯⋯⋯⋯⋯⋯⋯⋯⋯⋯⋯⋯⋯⋯⋯⋯⋯⋯⋯⋯⋯⋯⋯⋯⋯⋯⋯

【京邑故里】⋯⋯⋯⋯⋯⋯⋯⋯⋯⋯⋯⋯⋯⋯⋯⋯⋯⋯⋯⋯⋯⋯⋯⋯⋯⋯⋯

【商市、手工业作坊】⋯⋯⋯⋯⋯⋯⋯⋯⋯⋯⋯⋯⋯⋯⋯⋯⋯⋯⋯⋯⋯⋯⋯

【水陆交通】⋯⋯⋯⋯⋯⋯⋯⋯⋯⋯⋯⋯⋯⋯⋯⋯⋯⋯⋯⋯⋯⋯⋯⋯⋯⋯⋯

【园林】⋯⋯⋯⋯⋯⋯⋯⋯⋯⋯⋯⋯⋯⋯⋯⋯⋯⋯⋯⋯⋯⋯⋯⋯⋯⋯⋯⋯

【寺庙】⋯⋯⋯⋯⋯⋯⋯⋯⋯⋯⋯⋯⋯⋯⋯⋯⋯⋯⋯⋯⋯⋯⋯⋯⋯⋯⋯⋯

【外围城鳝】⋯⋯⋯⋯⋯⋯⋯⋯⋯⋯⋯⋯⋯⋯⋯⋯⋯⋯⋯⋯⋯⋯⋯⋯⋯⋯⋯

【京邑郊畿及侨置郡县】⋯⋯⋯⋯⋯⋯⋯⋯⋯⋯⋯⋯⋯⋯⋯⋯⋯⋯⋯⋯⋯⋯

附：隋唐时期的规划建设简况⋯⋯⋯⋯⋯⋯⋯⋯⋯⋯⋯⋯⋯⋯⋯⋯⋯⋯⋯

第四节南唐江宁府城⋯⋯⋯⋯⋯⋯⋯⋯⋯⋯⋯⋯⋯⋯⋯⋯⋯⋯⋯⋯⋯⋯⋯⋯⋯⋯

【都城选址】⋯⋯⋯⋯⋯⋯⋯⋯⋯⋯⋯⋯⋯⋯⋯⋯⋯⋯⋯⋯⋯⋯⋯⋯⋯⋯⋯

【建城形制】⋯⋯⋯⋯⋯⋯⋯⋯⋯⋯⋯⋯⋯⋯⋯⋯⋯⋯⋯⋯⋯⋯⋯⋯⋯⋯⋯

【功能布局】⋯⋯⋯⋯⋯⋯⋯⋯⋯⋯⋯⋯⋯⋯⋯⋯⋯⋯⋯⋯⋯⋯⋯⋯⋯⋯⋯

附：宋元时期的规划建设简况⋯⋯⋯⋯⋯⋯⋯⋯⋯⋯⋯⋯⋯⋯⋯⋯⋯⋯⋯

第五节明朝应天府城⋯⋯⋯⋯⋯⋯⋯⋯⋯⋯⋯⋯⋯⋯⋯⋯⋯⋯⋯⋯⋯⋯⋯⋯⋯⋯

【都城选址】⋯⋯⋯⋯⋯⋯⋯⋯⋯⋯⋯⋯⋯⋯⋯⋯⋯⋯⋯⋯⋯⋯⋯⋯⋯⋯⋯

【建城形制】⋯⋯⋯⋯⋯⋯⋯⋯⋯⋯⋯⋯⋯⋯⋯⋯⋯⋯⋯⋯⋯⋯⋯⋯⋯⋯⋯

【城市规模】⋯⋯⋯⋯⋯⋯⋯⋯⋯⋯⋯⋯⋯⋯⋯⋯⋯⋯⋯⋯⋯⋯⋯⋯⋯⋯⋯

【布局结构】⋯⋯⋯⋯⋯⋯⋯⋯⋯⋯⋯⋯⋯⋯⋯⋯⋯⋯⋯⋯⋯⋯⋯⋯⋯⋯⋯

【水陆交通】 ⋯⋯⋯⋯⋯⋯⋯⋯⋯⋯⋯⋯⋯⋯⋯⋯⋯⋯⋯⋯⋯⋯⋯⋯⋯⋯⋯

第六节太平天国天京城⋯⋯⋯⋯⋯⋯⋯⋯⋯⋯⋯⋯⋯⋯⋯⋯⋯⋯⋯⋯⋯⋯⋯⋯⋯

【城防建设】⋯⋯⋯⋯⋯⋯⋯⋯⋯⋯⋯⋯⋯⋯⋯⋯⋯⋯⋯⋯⋯⋯⋯⋯⋯⋯⋯

【军事城堡】⋯⋯⋯⋯⋯⋯⋯⋯⋯⋯⋯⋯⋯⋯⋯⋯⋯⋯⋯⋯⋯⋯⋯⋯⋯⋯⋯

【天朝宫殿】⋯⋯⋯⋯⋯⋯⋯⋯⋯⋯⋯⋯⋯⋯⋯⋯⋯⋯⋯⋯⋯⋯⋯⋯⋯⋯⋯

【王府分布】⋯⋯⋯⋯⋯⋯⋯⋯⋯⋯⋯⋯⋯⋯⋯⋯⋯⋯⋯⋯⋯⋯⋯⋯⋯⋯⋯

【衙署分布】 ⋯⋯⋯⋯⋯⋯⋯⋯⋯⋯⋯⋯⋯⋯⋯⋯⋯⋯⋯⋯⋯⋯⋯⋯⋯⋯⋯

附：清朝时期的规划建设简况⋯⋯⋯⋯⋯⋯⋯⋯⋯⋯⋯⋯⋯⋯⋯⋯⋯⋯⋯

第三章民闷时期的都市计划⋯⋯⋯⋯⋯⋯⋯⋯⋯⋯⋯⋯⋯⋯⋯⋯⋯⋯⋯⋯⋯⋯⋯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历次建设计划⋯⋯⋯⋯⋯⋯⋯⋯⋯⋯⋯⋯⋯⋯⋯⋯⋯⋯⋯⋯⋯

【新建设计划】⋯⋯⋯⋯⋯⋯⋯⋯⋯⋯⋯⋯⋯⋯⋯⋯⋯⋯⋯⋯⋯⋯⋯⋯⋯⋯

【北城区发展计划】⋯⋯⋯⋯⋯⋯⋯⋯⋯⋯⋯⋯⋯⋯⋯⋯⋯⋯⋯⋯⋯⋯⋯⋯

【市政计划】⋯⋯⋯⋯⋯⋯⋯⋯⋯⋯⋯⋯⋯⋯⋯⋯⋯⋯⋯⋯⋯⋯⋯⋯⋯⋯⋯

【首都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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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眈酡∞∞甜雏勰∞砷为乃弭刀刀引髂眇舛∞∞叭叭∞∞叮

n¨伦伦¨坫仃仃儒

嘟㈣
眦
毗

嘟嘲
懈
嘶
懈
哪
啪

啪m叭叨

研啷啷

㈣叭㈣
㈣
埘

伽螂蛳
M

Ⅲ

Ⅲm
m
Ⅲ
m
m
m
m



第二节首都计划⋯⋯⋯⋯⋯⋯⋯⋯⋯⋯⋯⋯⋯⋯⋯⋯⋯⋯⋯⋯⋯⋯⋯⋯⋯⋯⋯⋯

【指导思想】 ⋯⋯⋯⋯⋯⋯⋯⋯⋯⋯⋯⋯⋯⋯⋯⋯⋯⋯⋯⋯⋯⋯⋯⋯⋯⋯⋯

【首都界线及人口规模预测】⋯⋯⋯⋯⋯⋯⋯⋯⋯⋯⋯⋯⋯⋯⋯⋯⋯⋯⋯⋯

【规划分区】⋯⋯⋯⋯⋯⋯⋯⋯⋯⋯⋯⋯⋯⋯⋯⋯⋯⋯⋯⋯⋯⋯⋯⋯⋯⋯⋯

【道路交通规划】⋯⋯⋯⋯⋯⋯⋯⋯⋯⋯⋯⋯⋯⋯⋯⋯⋯⋯⋯⋯⋯⋯⋯⋯⋯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浦口计划】⋯⋯⋯⋯⋯⋯⋯⋯⋯⋯⋯⋯⋯⋯⋯⋯⋯⋯⋯⋯⋯⋯⋯⋯⋯⋯⋯

【规划实施法规条例】⋯⋯⋯⋯⋯⋯⋯⋯⋯⋯⋯⋯⋯⋯⋯⋯⋯⋯⋯⋯⋯⋯⋯

【规划实践程序】⋯⋯⋯⋯⋯⋯⋯⋯⋯⋯⋯⋯⋯⋯⋯⋯⋯⋯⋯⋯⋯⋯⋯⋯⋯

第1，q章城市总体规划 ⋯⋯⋯⋯⋯⋯⋯⋯⋯⋯⋯⋯⋯⋯⋯⋯⋯⋯⋯⋯⋯⋯⋯⋯⋯⋯

第一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分区计划初步规划(草案)】⋯⋯⋯⋯⋯⋯⋯⋯⋯⋯⋯⋯⋯⋯⋯⋯⋯⋯

【城市初步规划草案】⋯⋯⋯⋯⋯⋯⋯⋯⋯⋯⋯⋯⋯⋯⋯⋯⋯⋯⋯⋯⋯⋯⋯

【地区区域规划】⋯⋯⋯⋯⋯⋯⋯⋯⋯⋯⋯⋯⋯⋯⋯⋯⋯⋯⋯⋯⋯⋯⋯⋯⋯

【缩减调整规划】⋯⋯⋯⋯⋯⋯⋯⋯⋯⋯⋯⋯⋯⋯⋯⋯⋯⋯⋯⋯⋯⋯⋯⋯⋯

【轮廓规划】 ⋯⋯⋯⋯⋯⋯⋯⋯⋯⋯⋯⋯⋯⋯⋯⋯⋯⋯⋯⋯⋯⋯⋯⋯⋯⋯⋯

第二节1983年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

【编制过程】 ⋯⋯⋯⋯⋯⋯⋯⋯⋯⋯⋯⋯⋯⋯⋯⋯⋯⋯⋯⋯⋯⋯⋯⋯⋯⋯⋯

【城市性质】⋯⋯⋯⋯⋯⋯⋯⋯⋯⋯⋯⋯⋯⋯⋯⋯⋯⋯⋯⋯⋯⋯⋯⋯⋯⋯⋯

【城市规模】⋯⋯⋯⋯⋯⋯⋯⋯⋯⋯⋯⋯⋯⋯⋯⋯⋯⋯⋯⋯⋯⋯⋯⋯⋯⋯⋯

【城市布局】 ⋯⋯⋯⋯⋯⋯⋯⋯⋯⋯⋯⋯⋯⋯⋯⋯⋯⋯⋯⋯⋯⋯⋯⋯⋯⋯⋯

【建设用地规划】⋯⋯⋯⋯⋯⋯⋯⋯⋯⋯⋯⋯⋯⋯⋯⋯⋯⋯⋯⋯⋯⋯⋯⋯⋯

【交通系统】⋯⋯⋯⋯⋯⋯⋯⋯⋯⋯⋯⋯⋯⋯⋯⋯⋯⋯⋯⋯⋯⋯⋯⋯⋯⋯⋯

【环境保护规划】⋯⋯⋯⋯⋯⋯⋯⋯⋯⋯⋯⋯⋯⋯⋯⋯⋯⋯⋯⋯⋯⋯⋯⋯⋯

第三节1995年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

【修编背景】 ⋯⋯⋯⋯⋯⋯⋯⋯⋯⋯⋯⋯⋯⋯⋯⋯⋯⋯⋯⋯⋯⋯⋯⋯⋯⋯⋯

【编制过程】 ⋯⋯⋯⋯⋯⋯⋯⋯⋯⋯⋯⋯⋯⋯⋯⋯⋯⋯⋯⋯⋯⋯⋯⋯⋯⋯⋯

【城市发展目标】⋯⋯⋯⋯⋯⋯⋯⋯⋯⋯⋯⋯⋯⋯⋯⋯⋯⋯⋯⋯⋯⋯⋯⋯⋯

【城市性质与规模】⋯⋯⋯⋯⋯⋯⋯⋯⋯⋯⋯⋯⋯⋯⋯⋯⋯⋯⋯⋯⋯⋯⋯⋯

【城市布局】⋯⋯⋯⋯⋯⋯⋯⋯⋯⋯⋯⋯⋯⋯⋯⋯⋯⋯⋯⋯⋯⋯⋯⋯⋯⋯⋯

【主城土地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交通系统】⋯⋯⋯⋯⋯⋯⋯⋯⋯⋯⋯⋯⋯⋯⋯⋯⋯⋯⋯⋯⋯⋯⋯⋯⋯⋯⋯

【长江岸线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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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2001年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调整⋯⋯⋯⋯⋯⋯⋯⋯⋯⋯⋯

【规划调整背景】⋯⋯⋯⋯⋯⋯⋯⋯⋯⋯⋯⋯⋯⋯⋯⋯⋯⋯⋯⋯⋯⋯⋯⋯⋯

【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规划期限、规划范围和城市性质】⋯⋯⋯⋯⋯⋯⋯⋯⋯⋯⋯⋯⋯⋯⋯⋯⋯

【城市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

【城乡空间协调发展】⋯⋯⋯⋯⋯⋯⋯⋯⋯⋯⋯⋯⋯⋯⋯⋯⋯⋯⋯⋯⋯⋯⋯

【都市发展区】⋯⋯⋯⋯⋯⋯⋯⋯⋯⋯⋯⋯⋯⋯⋯⋯⋯⋯⋯⋯⋯⋯⋯⋯⋯⋯

【市域城镇布局】⋯⋯⋯⋯⋯⋯⋯⋯⋯⋯⋯⋯⋯⋯⋯⋯⋯⋯⋯⋯⋯⋯⋯⋯⋯

【主城】⋯⋯⋯⋯⋯⋯⋯⋯⋯⋯⋯⋯⋯⋯⋯⋯⋯⋯⋯⋯⋯⋯⋯⋯⋯⋯⋯⋯

【苇要专项规划】⋯⋯⋯⋯⋯⋯⋯⋯⋯⋯⋯⋯⋯⋯⋯⋯⋯⋯⋯⋯⋯⋯⋯⋯⋯

第五节近期建设规划⋯⋯⋯⋯⋯⋯⋯⋯⋯⋯⋯⋯⋯⋯⋯⋯⋯⋯⋯⋯⋯⋯⋯⋯⋯⋯

【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中的近期建设规划】⋯⋯⋯⋯⋯⋯⋯⋯⋯⋯⋯⋯⋯⋯⋯

【1998年编制的近期建设规划(1999,--2001)】⋯⋯⋯⋯⋯⋯⋯⋯⋯⋯⋯⋯⋯

【2002年编制的近期建设规J￡[J(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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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新市区、新城、重点镇、开发区的城市总体规划 ⋯⋯⋯⋯⋯⋯⋯⋯⋯⋯⋯⋯

新市区的城市总体规划⋯⋯⋯⋯⋯⋯⋯⋯⋯⋯⋯⋯⋯⋯⋯⋯⋯⋯⋯⋯⋯⋯

【九大f-JCb新市区】⋯⋯⋯⋯⋯⋯⋯⋯⋯⋯⋯⋯⋯⋯⋯⋯⋯⋯⋯⋯⋯⋯⋯⋯

【河西新市区】⋯⋯⋯⋯⋯⋯⋯⋯⋯⋯⋯⋯⋯⋯⋯⋯⋯⋯⋯⋯⋯⋯⋯⋯⋯⋯

【仙鹤门一西岗新市区】⋯⋯⋯⋯⋯⋯⋯⋯⋯⋯⋯⋯⋯⋯⋯⋯⋯⋯⋯⋯⋯⋯

【江宁新市区】⋯⋯⋯⋯⋯⋯⋯⋯⋯⋯⋯⋯⋯⋯⋯⋯⋯⋯⋯⋯⋯⋯⋯⋯⋯⋯

【浦口一珠江新市区】⋯⋯⋯⋯⋯⋯⋯⋯⋯⋯⋯⋯⋯⋯⋯⋯⋯⋯⋯⋯⋯⋯⋯

新城(县城)总体规划⋯⋯⋯⋯⋯⋯⋯⋯⋯⋯⋯⋯⋯⋯⋯⋯⋯⋯⋯⋯⋯⋯⋯

【大厂】⋯⋯⋯⋯⋯⋯⋯⋯⋯⋯⋯⋯⋯⋯⋯⋯⋯⋯⋯⋯⋯⋯⋯⋯⋯⋯⋯⋯

【六合县(区)】⋯⋯⋯⋯⋯⋯⋯⋯⋯⋯⋯⋯⋯⋯⋯⋯⋯⋯⋯⋯⋯⋯⋯⋯⋯⋯

【板桥】⋯⋯⋯⋯⋯⋯⋯⋯⋯⋯⋯⋯⋯⋯⋯⋯⋯⋯⋯⋯⋯⋯⋯⋯⋯⋯⋯⋯

【龙潭】⋯⋯⋯⋯⋯⋯⋯⋯⋯⋯⋯⋯⋯⋯⋯⋯⋯⋯⋯⋯⋯⋯⋯⋯⋯⋯⋯⋯

【尧化门—栖霞地区】⋯⋯⋯⋯⋯⋯⋯⋯⋯⋯⋯⋯⋯⋯⋯⋯⋯⋯⋯⋯⋯⋯⋯

【溧水县在城镇】⋯⋯⋯⋯⋯⋯⋯⋯⋯⋯⋯⋯⋯⋯⋯⋯⋯⋯⋯⋯⋯⋯⋯⋯⋯

【高淳县淳溪镇】⋯⋯⋯⋯⋯⋯⋯⋯⋯⋯⋯⋯⋯⋯⋯⋯⋯⋯⋯⋯⋯⋯⋯⋯⋯

重点镇总体规划⋯⋯⋯⋯⋯⋯⋯⋯⋯⋯⋯⋯⋯⋯⋯⋯⋯⋯⋯⋯⋯⋯⋯⋯⋯

【汤山镇l⋯⋯⋯⋯⋯⋯⋯⋯⋯⋯⋯⋯⋯⋯⋯⋯⋯⋯⋯⋯⋯⋯⋯⋯⋯⋯⋯⋯

【汤泉镇】⋯⋯⋯⋯⋯⋯⋯⋯⋯⋯⋯⋯⋯⋯⋯⋯⋯⋯⋯⋯⋯⋯⋯⋯⋯⋯⋯⋯

【漆桥镇】⋯⋯⋯⋯⋯⋯⋯⋯⋯⋯⋯⋯⋯⋯⋯⋯⋯⋯⋯⋯⋯⋯⋯⋯⋯⋯⋯⋯

开发区总体规划⋯⋯⋯⋯⋯⋯⋯⋯⋯⋯⋯⋯⋯⋯⋯⋯⋯⋯⋯⋯⋯⋯⋯⋯⋯

【浦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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