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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吉林市志·城市规划志》历时八年，七次设计、调整篇目．两易其稿，

编纂成书．出版发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喜事．也是新编地方志

的一大盛事。
“

城市规划，专项立志成书．是历史上第一次．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编地方志工作的一个新突破。在中共吉林市委、市政府、

市建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编纂人员艰苦努力．持之以恒地连续工作．汇集

了自1673年至1985年我市城市规划产生、发展、变化和规划管理各历史阶段

的沿革．竖看历史300年．横观规划各类科的覆盖面．较充分地展示了我市

城市规划的全貌。这部志书将发挥搿服务当今，惠及子孙”的功能，将成为

我市城市开发建设再创辉煌．借鉴于史的教课书。这部志书的出版，填补了

我市有规划、有建设而无史记的空白，真是可喜可贺。

遵循“统一规划，合理部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详

今略古”的修志原则，编审人员紧紧把握住专业志的特点．收集了大量我市

有关城市规划的史料和当今资料．远涉吉林城设治．近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资料翔实．科目齐全．编排合理．集中地体现了专业特点．较突出地

体现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超前意识的具体体

现．是人类一种先觉行为。城市规划为实现一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及发展方向．合理使用土地，协调空间布局和对各项建

设所做的综合布署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城市规划是通过科学决策

程序超前编制的政府意志的法规．而规划管理则通过规划编制、审批和监督

实施．使城市建设事业依照总体规划布局进行统一安排和控制，积极引导各

项建设．有计划、有秩序地防调发展。在城市建设发展巾．城市规划、规划

管理始终居于“龙头"地位，指导地位和调控地位。党的十一届二巾全会以

后．城市规划工作得到加强．城市开发建设走上了按规划建设的科学轨道。



1984年1月5日国务院颁发了((城市规划条例》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

方面的第一部法规，它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我们应借助于这部志书，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自觉维护规划法的尊

严．我们人民政府更应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保证城市各项

规划的落实及顺利实施，为把我们美丽的江城建设得更如入意贡献力量。

简要为序．以告读者。

孟祥久

1996年8月31日



凡 例

一、《吉林市志·城市规划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土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吉林市

城市规蛇怕勺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结构分为篇、章、节、目。根据志书特点，记、志、录、照片、

图、表并用。

二、志书为断代体．时间上限1673年．下限1985年．个别章节上溯到

1653年．下限延至1988年。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使用年号纪年．同时括注

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使用公元纪年。
‘

四、本志使用记叙文体．寓观点于事实材料之中。志书中的数据，来自

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和市城建档案馆；人口数据以吉林市统计局的数据为

准。

正、志书中“文化大革命期问”，指1966年至1976年。志书中出现的“

砼”字．是建筑行业专用字．为混凝土的代称。

六、志书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我国统一实

行计量单位名称的命令》的决定计量单位．旧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并尽

可能加以说明和注明今值。

七、为增强本志书的资政功能．为现实服务，在“附录”中对1985至

1995年这10年里市政府发布有关城市规划的重要文告，做了有限制的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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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7

概 述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为了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

城市土地，协调城市各项建设的综合布署，是以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为

目标，研究城市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规划管理是以城市规划为依据，保障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是城市建设管理

的重要内容。城市测绘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前期性工作，是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基础。城市规划、测绘与管理互为依托、互为补充，在漫长的城市建

设的演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吉林市地处吉林省中部偏东，位于东经126。53’。北纬43。477的松花江

畔，为长白山系吉林丘陵区中海拔约200公尺的盆地。市区群山环抱，南北

长约18公里，东西宽约9公里，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短干旱多风，

夏温热多雨，秋凉爽多晴，冬长而寒冷。吉林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原

始时期在吉林市郊长蛇山、猴石山的半坡上原始氏族村落比较集中，并通过

在台地上构筑地穴式、方形房屋聚居。夏、周时期。北方肃慎族人在此生衍

并与中原王朝来往和发展贡纳关系。两汉时期，“前汉西南为玄菟郡地；后

汉东北为挹娄，东南为北汉沮，西南为高句骊北境．西北为扶余。吉林为玄

菟郡上殷台、西盖马两县地。”晋时期吉林为扶余东南境，高句骊东北境，

扶余、高句骊、挹娄等民族在此生衍。北魏时期肃慎的后代勿吉灭扶余．控

制了吉林省大部地区，松花江以东为勿吉，松花江以西为高句骊，吉林为勿

吉及高句骊之东北境。隋唐时期(公元697年)，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勿吉

人后代——秣辐人，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建立震国。公元712年，唐册
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长震国名，改称渤海，吉林为渤海涑洲

治所。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吉林为辽东京道所辖。1115年，女真人建立

金国，10年灭辽，吉林为金国领地。1271年，元朝取代南宋，统一金国．吉

林初属开元路。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吉林属奴尔干都司，为海西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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