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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城市建设





第一章城市规划

西周初年(前1045)，建古城燕都。该城位于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镇，城垣为矩形，后因

洪水与战乱，古城未再发展。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建南京城(今广安门内外)。该城城郭为矩形，皇城位于西南

隅，与外城呈“回”字形相套形式，棋盘式道路，居住单元为坊，当时共设26坊，极盛时

期人口30万。郊外已出现乡里建制。主要河水源自西湖(今莲花河)。

金贞元一年(1153)，建金中都。金中都把辽时的南京城向东、西、南三面扩展。西城

墙在今北京军事博物馆南羊坊店、马连道、凤凰嘴一带；南城墙自凤凰嘴往东至万泉寺、祖

家庄、菜户营；东城墙自四路通(今永定门火车站南)往北至南北柳巷、宣武门内翠花街，

周长约18．5公里。城内有南北干道6条、东西干道3条。在皇城外，东西设两县分治，东

大兴县有20坊，西宛平县有42坊。兴水利，集华北平原水系于海河，经白河转潞水逆流而

至通州；并开凿25公里运河直达中都，主要供粮运(今青年湖、北海琼花岛为其遗存)。金

大定二十九年(1189)，兴建卢沟桥，历经3年建成。

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于其东北另建新城。元至元八年

(1271)，建成城郭，命名为大都城(现北土城即元大都北城墙遗址)。大都城是按<周礼·考

工记>规制建设的最完备的封建都城。其平面略呈长方形，经实测，周长28．6公里。四周

辟城门11座，东、西、南三面城墙各辟3门，北面城墙辟两f-j；相对城门之间有宽广平直

的大道。街道分大街、小街、胡同三级，大街宽24步(约25米)，小街宽12步(约12．5

米)，胡同宽6步(约6～7米)。胡同的间距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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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制。城内设50坊，人口数十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

一(见图9—1一1)。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主持漕运水利规划，设计了将北京昌平白浮泉水引入

元大都的方案，修筑长50余里的白浮堰，泉水西行沿西山山麓向南汇人瓮山泊(今昆明

湖)，然后经高梁河人积水潭，再向南人通惠河。

元代运河有两条，均从通州起始。一条由通惠河经庆丰闸(二闸)到大通桥南的文明

门，往西沿皇城北上，经地安门万宁桥(即后门桥)入积水潭；另一条从通州往北溯温榆河

而上。向西折入坝河进光熙门。今运河遗址尚存。

元大都宫苑用水则引白玉泉山，经和义门南水关入城；大都城排水系统均由青石砌筑，

顶部盖条石或砖券。有部分排水涵道至今仍沿用。

元大都还建立“站赤”和“急递铺”等通信系统，保证大都与全国各地通信。

明永乐四年(1406)，开始营建宫阙城池，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明王朝正式迁

都北京。

明初改造大都城时，将北部城墙南缩2．5公里，辟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将东城墙的

崇仁门改为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改为西直门。

明皇城在元皇城基础上扩展，增挖南海，营建西苑。明皇城周长10公里，设四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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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元大都城

南为天安门、北为地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天安门南形成丁字形广场。皇城内设

紫禁城，为皇宫重地，周长3．5公里。于紫禁城南左侧建太庙，右侧建社稷坛，使“左祖右

社”格局得到完整体现。紫禁城北，风水先生认定为玄武位，必须堆山作为大内镇山，即今

之景山；并把钟鼓楼移至景山北紫禁城中轴北延长线上，形成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长7．8

公里的城市中轴线。

明永乐七年(1409)，开始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建陵墓，逐步形成明十三陵。

明永乐九年(1411)，在元孔庙旧址重建大成殿，国子监仍沿用元之旧址，保留“左庙

右社”文化街的传统规制。

明永乐十七年(1419)，将原元大都城的南城墙向南移建了二里，仍开三门，名称如旧。

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正阳门外建天坛和先农坛；明弘治十六年(1503)，建地坛、

日坛、月坛，形成天、地、日、月环绕皇城的格局。

明正统元年(1436)，开始修建9个城门的城楼，4年后完成，并将丽正门改为正阳门，

文明门改为崇文门，顺承门改为宣武门，齐化门改为朝阳门，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德胜门、

安定门两门名称未变。

明正统三年(1438)，在皇城陆续建禄米仓、南新仓(今东门仓)和北新仓，城市出现

独立的仓储用地。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防北方瓦刺族南侵，兴建外城，后因经费短缺，在南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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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部分城墙筑成后，与内城东便门、西便门相接，形成“凸”形城郭(见图9-1—2)。

f
～

‘

藿．i舞黩烈匹陲鬻篓翌塑辫墨

图9。1。2明北京城

清顺治元年(1644)，清代全部沿用明代旧城，城市布局无大变化。原有城池、宫殿、

坛庙不仅完整保留，而且不断加以修缮、扩建、改建，北京现有古建筑大多为清代重建。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有铁路引进北京城，在前门与西便门设立东、西两个车站。

清光绪三十年(1904)，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划定北京公使馆区(现东交民巷

一带)。

1912--1928年，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政府期间，于1914年，动工修建自西直门经德胜

门、安定门、朝阳门至东便门的环城铁路支线，全长12．3公里，1916年初建成通车，成为

环城交通的主要干线。1924年12月，创办了从前门至西直门全长9公里的第一条有轨电车

线路。此外，还建设了先农坛体育场等若于工程。

1937年，北平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更名为北京。由当时的伪建设总署负责编制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把北京定为“政治、军事中心，特殊之观光城市，可视作商业都市”。

该计划大纲把北京人口规模定为250万；把以正阳门为中心，东、西、北各30公里，南20

公里为规划范围；并在西郊开辟新街市，行政中心移至西郊，东郊与通州作为工业区；旧城

则以保护为名，沦为死市。该规划提出城市周围保留大片绿地与景区，开辟城市放射环路系

统，发展轨道交通，开运河，建设城市快速路，新辟北苑大机场，设置上下水道等。

1945年，民国政府接管北京，又更名为北平市。当时市政府在日伪编制的规划基础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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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了一份<北平都市计划大纲>。该规划的思路与日伪规划大纲基本相似，惟把城市性质

定为将来中国之首都，人口规模增至300万人，明确提出行政中心设在西郊，并把日伪规划

中的八宝山忠灵塔改为公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略作调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

议，北平又改名为北京。

1949年5月，建立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各项城市规划和建设任务，主任委员先后由

市长叶剑英、聂荣臻、彭真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北京市委)和历届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在建国初期，1953年11月至1958年9

月。就积极组织国内各方面专家，经过深入调查、反复论证，先后4次编制出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为首都的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1955年2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也

称专家工作室)，负责接待应聘的苏联专家。同时，成立北京市规划局，负责首都的城市规

划和规划管理工作。

1958年1月，都市规划委员会与北京市规划局合并，统称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其

主要任务是制订北京市的远景与近期总体规划方案，编制近期及年度城市建设计划；根据规

划控制建筑密度、层数及各类建筑之间的比例关系，控制道路宽度及重要高程、管道间距、

城市排水及河湖整治、绿地指标；编制分区详细规划，审批、划拨建设用地，审批建筑设

计，检查违章建筑等等。

1969年3月，“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规划局被撤销，大部分人员下放农村、厂矿

劳动。1972年12月，恢复北京市规划局建制。

1982年，北京市规划局在市有关部门配合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以下简称

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精神，编制了新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

案>，使北京的城市建设重新走上正轨。

1983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北京市市长

兼任，下设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

1986年9月，在北京市规划局规划处室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以下简称北京市规划院)。其主要职能是综合研究城市发展的各种需要，在城市各有关部门

协作配合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编制城市各项规划，为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首都规

划建设委员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首都城市建设提供服务。

1991年初，北京市人民政府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决定对1982年编制的<北京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进行修订。这次修订工作是由北京市规划院具体组织实施的，是在充分

利用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及应用、城市交通、城市水源等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新

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一些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观念、新思路，为把北

京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造了条件。

截止到1990年，北京地区属于中央的主要规划机构是建设部下辖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简称中国规划院)，北京市的主要规划机构为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

规划局、北京市规划院，全市18个区、县规划局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局，以及首都

有关高等院校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教授。北京地区从事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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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100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约600人。以主要规划机构北京市规划院为例，1995年底

有科技人员227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147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64．7％；先后获得国

家、部市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规划设计奖30多项，其中“北京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及应用研

究”、“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研究”、“亚运会工程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研

究项目，均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设计奖。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北京修改和制订了4个城市总体规划上报中央，确

定了一系列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大原则、方针，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2年。北京编制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和文化中心，强调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并且第一次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专题列入总体

规划。提出了“治山治水、防治污染、兴利除弊、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

1992年，又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进行了重新修订。新修订的<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北京要建立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推动

一、二产业实现高科技改造；要求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作为城市建设的长期任务坚持下

去，并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了规划工作的根本

任务，是要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清洁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

一20世纪50年代首都的总体规划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聘请苏联专家和中国各方面专家，编制了<改建与扩建北

京市规划草案>。该规划草案提出了“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

建设总方针。其基本思路是：①首都的城市性质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还必须

是大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②城市规模不可能太小，20年达到500万人的规模。③

从长远看城市建设标准不宜过低，道路红线不宜过窄，绿地不宜留得过小，近期建设必须由

内向外，有重点地紧凑发展。④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居住区靠近工作地点，居民生活组织采

取大街坊模式，客运以公共交通为主，将来发展地下铁道，引潮白河、永定河水人城，下水

实行雨污分流。⑤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必须区别对待。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

对的；对古建筑采取一概保留，也是极其错误的。目前主要倾向是后者。该规划草案曾上报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复国家计委提出意见。1954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根据半年多实践

的经验，对该规划方案又做了修改，作为195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正稿)，上报中共中

央。但未见批复。

1955～195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见图

9-1-3)。该初步方案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

城市规划草案>和195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修正稿>。其主要内容是：①规划范围由北京解

放初期的770平方公里扩大到8860平方公里，地区人口规模扩大到1000万人左右，市区人

口规模控制在500万至600万人。②明确提出市区建设以四、五层和六、七、八层建筑为

主，以小区作为组织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调整了干道网间距，市区设4个环路，郊区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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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路环，以二环路为起点设置18条放射路，形成千道网系统。③提出“子母城”的布局

形式，在发展市区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昌平、顺义、门头沟、良乡、通州等40多个卫星

城镇。④提出建设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和京津运河的规划设想。京津运河的北京港

口，规划设在东南郊“南双桥”。并提出把北京港建成河海联运的港口。⑤提出建立城市污

水处理厂，发展集中供热，以煤气和天然气代替煤炭，发展绿化等等。此外还强调了城市建

设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六统一”方针。

图9-1—3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7)

1958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拟订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交市人民委员

会审核。该说明(草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对<北京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内容主要有以下4点：①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了城市建

设要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和为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②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采取“分散

集团式”的布局形式，把市区城市用地分割成几十个集团，集团之间为绿地，大大压缩了市

区规模C,k口从500万至600万压缩到350万)，扩大市域范围至16 800平方公里，总人口

仍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③在工业发展上提出控制市区，发展远郊区的设想。④在居住区

组织上，提出按人民公社原则组织居民集体生活，调整住宅区服务设施指标，修改住宅设

计。195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将这个修改后的规划方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

汇报，并报送毛泽东主席。后未见正式批复。这个总体规划方案实施后，北京的各项建设发

展很快，按照规划进行了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扩建，展宽、延伸了东西长安街，兴建了国庆

十大建筑工程等，初步形成了基础设施网络的骨架和城市布局雏形。总体规划提出的“分散

集团式”城市布局原则以及“控制市区，发展远郊”等设想，有效地控制了市区发展规模，

保留了大片绿色空间，为今后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受当时经济发展过热形势的影

响，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郊区工业布点过多、市区工业与学校、居住区混杂以及住宅配套设

施不完善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始，在城市建设的低潮

期，按照市政府要求，规划部门对建国以来13年城市建设进行了科学总结，于1962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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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de京市城市建设总结草稿>。1964年，为进一步落实总体规划，重新编制了长安街及天

安门广场改建规划综合方案。1965年以后，因战备需要修建地下铁道，根据中共北京市委

决定，除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楼等少数几处外，陆续拆除了内城和外

城的全部城墙及城楼。

二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城市建设情况的汇报后，作了关于首都建设

方针的四项指示，要求把北京建成：①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在全国、

全世界是最好的城市。②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城市。③科学、文化、技术最发

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④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经济建设要适合首

都特点，基本不发展重工业。

图9-1—4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1982)

1982年，北京市规划局负责组织编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见图9一l-4)。该

规划方案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精神，组织力量，围绕人口规

模、用地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水资源及用水、水污染、住宅及生活服

务设施建设等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听取各方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经过反复研究、修改而编制成的。这次规划的基本思路是：①明确提出北京是全国

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城市性质中不再提经济中心，并强调今后工业发展要适应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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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性质要求，走内涵发展道路，向高、精、尖方向发展。②严格控制城市规模，20

年内城市人口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市区人口控制在400万人左右。③提出“治山治水、

绿化造林、防治污染、兴利除弊、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对山区、平原、城市和农村提出

了具体的环境建设任务，如建立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水源保护区等。④制定了“旧城逐步改

造，近郊调整配套，远郊积极发展”的建设方针，合理调整城市布局。⑤确定了北京历史文

化名城的地位，对保留、继承和发展文化古都风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⑥以居住区(3万至

6万人，由若干1万至2万人的小区组成)．作为组织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并要求和街道办

事处、派出所等基层政权以及房管所的管辖范围统一，形成能行使各项城市管理职能的、相

对独立的社会细胞。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还账，而且要先行。⑧采取健全法制、加

强领导、改革体制、分期实施和落实到基层等5项措施，解决长期困扰着首都建设的“领

导、体制、投资”问题。1982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上报国务院。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作了批复。

根据中央决定，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市长兼任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定实

施北京城市建设近期计划与年度计划，组织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法规，协调解决各方面关

系。

为了深化和落实总体规划方案，从1984年开始，规划部门全面开展并陆续完成了市区

分区规划和远郊(区)、县城(区中心)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对市区城市建设区特别是

旧城区提出了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开展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研究，编制了天安门广场和

长安街规划综合方案。

1985年8月，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审议批准了<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对于保

护古都风貌起了重要作用。1987年8月，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市区土地使用

分区规划>，经市政府原则同意后批复实施。1990年11月，什刹海、南锣鼓巷、南北长街

等25个街区，经市政府批准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

施。

三 1992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一)修订工作的基本方式

1991年初。市政府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决定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进行

修订。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1982年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等指标已被提前突破，许多方面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

了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强对总体规划编制的科学研究，需要对1982年

总体规划进行重新修订。这次总体规划的修订工作，以北京市规划院为主，由在京80多个

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组成24个专题进行研究，先后邀请2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对各专

题进行论证。并且充分应用了北京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及应用研究”、“北京城市交通综合

体系规划研究”、“北京市水资源系统分析及其数字模型研究”等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使总体

规划方案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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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总体规划的特点和思路

这次总体规划方案(见图9-1-5)与以往各次总体规划方案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这是

首都建设第二个50年规划，要考虑21世纪首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近20

年发展任务；这是第一次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研究北京城市建设的方向。这次规

划的基本思路：①城市性质上体现了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城市的涵义。明确“北京是伟大社

会主义祖国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强调

了首都的文化内涵和对外开放的要求。②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强调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

经济。即建立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城市产业结构。总体规划提出“以高新技术为先

导，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结构合理的高效益、高素质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的发展方针。

③在城市规模上提出了有控制、有引导的发展方针。确定了到2010年的人口规模为1500万

人(常住人口1250万人，流动人口250万人)的控制指标，并对21世纪中叶人口可能达到

的高峰作了预测，在规划用地布局和发展上留有余地。逐步引导人口、产业向郊区发展。

④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实现“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即把城市建设重点逐步从市区向广大

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市区要充分体现政治、文化中心功能，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危旧房屋，加速基础设施现代化，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保持足够

绿化用地，提高城市整体素质。广大郊区要发展一批规模较大(20万至40万人)的卫星城

镇，并逐步建设中心镇和建制镇，形成城镇网络，疏散市区产业和人口。城市东南方向的各

卫星城，应成为郊区建设的重点。⑤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规划方案

图9-1—5北京市区总体规划(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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