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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温故而知新，继往始开来。 长久以来，我心中就萌动着一个念

头:我们应该搞一本院志。

半个世纪以来，常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这一城市的规划者

们掰精竭虑，苦心经营，付出了艰辛和劳动 。 他们的思考、工作、成果和足

迹历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经验还是教训，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真实

的记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一个单位，一种事业，总有她的来龙去

脉，前因后果，历史的借鉴值得重视。

但是，光阴在再，岁月不饶人。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 随着

年事日高，不少老同志逐步地退休离岗，解甲归田 O 因此，趁着前辈健在，

这项工作更显得几分紧迫O

今年适逢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建国五十年 、常州解放五十年，又是常

州市规划设计院成立十周年。 趁此良机，把这项工作了结一下，对前辈算

是一个交代，对年青同志献上一份礼物，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我们的修史编志专家刘文彬先生 。 没有他的

握管执笔，这项工程几乎是不可想象 。 他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娴熟深厚的

功力、日以继夜的工作，编写了这本院志 。 王滨元先生是我们老领导 、老前

辈，他为常州规划院及其前身的创立，对常州市城市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立

下了汗马功劳。 这次他又欣然参与了院志的修编工作，特别是一丝不苟地

校审了全部书稿，改写了不少段落，使之更符合城市和规划的史实。 这种

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汗颜和敬重。 我们还要感谢编辑先生贺家

栋同志的辛勤工作，使这本院志更加完整充实，并得以付梓。

在本书的校审过程中，还得到张莘植、黄云飞、程士君 、沈小勇 、朱兆

丽 、严洪初、孙洪寿 、张福林 、王树生、夏国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谢意 口

本着厚今不薄古的原则，这本院志大部分篇幅是记载 1989 年市规划

设计院正式成立以后的业绩和情况。 但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数典忘祖。

对规划设计院前身，对常州城市规划及其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也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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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符合史实的记述。我们希望她的历史资料的价值，对今天和今后的规

划界有她的启迪和参考作用 O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本院志尽管我们化了相当大的气力，历时一

年，多次校核修改，但由于时间跨度之大，工作之复杂，资料收集考证之不

易，疏漏和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老前辈和各界有关人士提出批评指

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回顾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历程，成绩固然不少，教训也值得记取。城市

规划的千秋功罪，一时难以评说。站在这 21 世纪门槛上的常州市规划设

计院全体同仁在继承前辈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完全有理由做到青出于兰而

胜于兰。

精心规划百年计，妙笔生花绣宏图 O 让我们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

重托，为城市负责，为地球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兢兢业业，镇而不舍，努

力工作，奋力创新，为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生存环境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新

的世纪写好新的篇章!

1999 年 8 月 10 日



·凡例·

凡例

一、本志按"实事求是"、"不褒不贬"原则，采用记述手法，记述

常州市规划设计院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常州市规划设计院的主

要职能为城乡规划设计，因而本志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历史与成果

作较详尽叙述。

二、"志"采用记事体，以事系人。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系人。

四、凡单位、部门名称以所记史实当时名称为准;机构、人事变

更日期以文件为准。

五、本志资料不得作为法律诉讼证明或旁证材料，均请引用有

效规划原件为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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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常州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太湖之滨。南扼天目山麓，西毗茅山山脉，北

倚长江，东连苏杭平原。沪宁铁路、京杭大运河、312 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横穿市区，

常州航空港连接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空交通便捷，地理环境优越。 1998 年，全市辖

五区(天宁、钟楼、戚墅堪、郊区、新区)、三市(武进、金坛、深阳) ;全市面积 4375 平方公

里，其中市区 280 平方公里;全市人口 339.2 万人，其中市区 86 万人。常州科教先进、

经济发达、生活富庶，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常州古城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戚墅堪好墩村及

附近聚居和繁衍生息。公元前 547 年，春秋吴王余祭封其弟季扎于延陵邑，常州及其

附近地区始有文字记载名称，距今已有 2500 余年。秦初和西晋，常州置名为延陵县，

隋唐以后正式名为常州。清置常州府，辖八县，故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称。民国

元年，置武进县。解放初，仍称常州市，由常州专署管辖。

常州历来文化发达，人文套萃。唐代以来，常州出过进士 1546 名，其中状元 9 名，

榜眼 8 名，探花 12 名，傅月卢 6 名。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从常州

走向全国。清代文风兴盛，涌现了全国影响的学派群体有:常州画派、常州词派、常州

学派、阳湖文派、孟河医派。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盛赞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

无与常匹侍"。

常州古城自西晋以来，一直是郡、州、府的所在地。隋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 ，南

北大运河沟通后，水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常州手工业作坊及商业的繁荣，成为"三吴

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要道。城垣的几度扩筑，刻划出常州城市发展的轨

迹。追溯常州古城的起源，距市区以南 14 里的淹城，为"古淹君地"或谓"吴王囚越质

子处。"古城分外城、内城和子城三重。外城为不规则园形，周长 2540 米，内城呈方形，

周长 1025 米，子城又有、王城亦呈方形，周长 450 米。三城出入口只一通道，各有护城

河环抱，但互不通流，三河三城形态古朴独特，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年代最古老的

地面城池(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按此城池规划构筑起算，距今已近 3000

年。常州老城区城池的构筑，始于晋太康年间(公元 280-289 年)建内子城，周长 318

米，面积 0.15 平方公里，城区在今西横街以北市第二中学、老体育场一带，内设有郡

(府)署驻地，建成区稍大于内子城范围 O 隋京杭大运河沟通后。随着水路交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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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坊生产、商品交流逐步繁荣，商铺和民宅建筑渐增。唐代织造业多傍河而设，城

池不断向南、向东延伸。五代十国时期(公元 921 年)增筑外子城，周长约 14 里 30 步，

设迎春、迎秋、金斗、北极四个城门，其范围为内子城的 4 倍。五代天祥二年(公元 936

年)向西、向南、向东北修筑罗城，周长 27 里 37 步，面积约 6.6 平方公里，设通吴、怀

德、德安、广化、朝京、青山、和政、东钦和南水等九个城门，但城内多空地。宋代，城区

内后河两岸逐步布局商铺、作坊，形成较热闹街道。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常州驻

重兵，因罗城大而难守，收缩东、南、西三面筑新城，周长 10 里 284 步，面积约 2.92 平

方公里，新城较真实地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和建成区的扩大。官府行政机构布局，自隋

朝以来，郡、州、路、府治驻地仍在原址，武进县治先后迁址金斗门外的西排湾及状元

坊，明洪武年间迁入局前街，阳湖县治设于现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明、清时期手工业作

坊、制造缎匹箭枝的杂造局等分布在局前街、西大街(织机坊)、早科坊及运河、城河两

岸。商铺热闹街道除后河两岸外，南大街、双桂坊、西壤里一带逐步发展成新的商业街

道;文亨桥至西直街沿运河的筐宾巷(又名花市街) ，巷内店铺主要销售梳筐、宫花，清

代每年进贡朝廷的筐宾、宫花均在此采办，著名的毗陵驿亦设于此，附近有接官亭和驿

站皇华馆，为达官显贵登岸下船之处;城西沿古运河两侧的米市河、豆市河、西仓街、三

堡街店铺林立，河内粮船如梭，成为附近数县的米、豆、土布和木材的集散地。学堂、寺

庙散布于城区内外，其中府学设于城西北府治西侧，县学、天宁寺、太平寺等置于城东，

建成区已突破新城界线。鸦片战争后，范围变化不大，侧重于临街缩让和街巷宽度的

规定 O

民国期间，随着 1908 年沪宁铁路通车，振生、震华电厂相继开办，促进常州近代工

业和商业的发展。自 1906 年开设第一家手工织布一一晋裕布厂， 1919 年以后相继开

设恒丰面粉厂、一万纱链的大纶纱厂以及震华电厂。至 1937 年抗战前夕常州已有织

布厂 60 余家，纱厂 4 家，印染厂 2 家，粮油加工业 160 户，机器加工修理 20 余家。抗

日战争常州沦陷后，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和摧残。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又开始恢复和

发展，直至 1949 年解放初，常州已有中小工厂和作坊 474 家，大多分布在老城区、运

河、关河沿岸及城郊，布局无规划，散乱不集中。商业街道除在原有处延伸、增加商店

外，另在青山门、水门桥、新丰街等处发展。邮电路南开办邮政、电报、电话等设施。西

横街北建有体育场。现和平路两侧设县立初级中学、省立常州中学、县文庙等。县政

府等机构设在大庙弄内。在此期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城区人口、用地的逐渐增长

和扩大(建成区已达 6.6 平方公里)。但在城市的规划方面:民国初年，仅对城区道路

宽度规划数次;民国 16 年 10 月建设局成立后，曾规划武宜等对外公路交通，修建拓宽

新丰街等城区主要道路并规划郊镇、新市区、风景区等;民国 35 年曾拟订城镇营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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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民国 37 年对自荡风景区开展设计及平民住宅营建计划等。但当时处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当政的腐败，地方财力拮据，能实施者极少。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五十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九个社会经济发展五

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和用地

规模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事业获得不断发展和提

高。

从 1949 年至 1957 年为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发展时期，为了适应建设需要，在

建设局设置规划科，配备 5 名规划人员。期间编制常州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即: {常

州市简要规划(1957 -1967)) j 编制了常州市一批居住小区规划， ep: 工人新村和和平

新村;规划建设了百货大楼、健身路人民体育场、工人文化宫等公共建筑。

1958 年至 1966 年为大跃进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 O 大跃进形势下

编制了〈常州市初步规划 (1960一1975) ，但规模偏大，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贯彻"八字"方针，对〈初步规划〉进行修改，缩小了城市发展规模，调整了工

业布局规划。在这期间，机械、纺织、化工工业区发展较快，由于财力偏小，城市建设仅

拓宽解放中路(即延陵路小营前段)、常金路(今怀德南路)、常化路(今清凉路)等。

1967 年 -1977 年，文化大革命及林彪、"四人帮"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也破坏了

城市规划事业。 1967 年，撤销规划科，直至 1973 年，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建委〈关

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意见)"文件后，才恢复设置城市规划机构，初期配置规划管理、设

计人员 8 名，开始了城市现状调查，编制〈常州城市总体规划纲要(1974 -1980 年)等

工作。

1978 年 -1988 年，规划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 1978 年恢复设置规划科， 1983 年成立常州市规划处， 1987 年组

建常州市城乡规划设计室，并取得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核发的规划甲级资质证书

(城规证甲字 0014 号)。并增加规划人员，近 20 人。 1979 年上半年开始，编制〈常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 1981 - 2000 ) ) ，成为常州市第一个经省政府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按

"六统一"建设要求，规划、建设了花园、清潭、北环、丽华等居住小区，这些居住小区布

局科学合理，配套齐全，环境优美，这在当时在国内规划界、建设界产生很大影响。

1989 年至今(1999 年)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贯彻，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

阶段，城市建设事业随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为了适应规划事业发展需要， 1989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常州市规划设计院。配备和充实了技术人员，形成一支具有规

划、道路、市政管线、建筑设计、工程勘察等专业的配套齐全的专业设计队伍。期间，编

制完成的跨世纪的蓝图一〈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编制完成了十一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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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编制了重点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了兰天、翠竹、红东、红西、工人、浦南

等居住小区和大量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为常州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兰图，许多项目获得

国家、部、省、市的奖励，为常州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随着设计市场化，在完成本市指令性、委托规划设计任务的同时，把部份设计力量

投向外地市场，从北国边睡到珠江两岸，从戈壁油田到西子湖畔，都留下了常州规划院

设计师的足迹和汗水，完成的徐州铜山利国十一队居民点规划、扬州翠岗实验居住小

区、广州赤岗、五凤分区规划、克拉玛依市南林住宅小区、昆山市留晖山庄规划、张家港

市东渡花园规划、南宁市新兴苑小区规划、西宁市的西台居住小区规划、镇江市挑花山

庄规划、连云港的苍梧居住小区规划等五十多项兄弟城市规划设计任务受到用户好

评。其中，有些获得部、省、市优秀规划奖。

值此建院十周年之际，编印这部院志，记述我院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勤奋工作的足

迹，对过去是一个慰藉，对今后是一个鼓励，以期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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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 构

常州城市设置独立专门的规划机构较迟。 直至解放后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城建

局内设置规划管理科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与设计室合并成立设计公司，后又归属至

生产指挥组， 1978 年恢复设置规划科，隶属市革委会城市建设局。 1983 年 6 月 8 日，

成立常州市规划处。这是常州最早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专门机构。处内设置总体规

划科和详细规划科。 1986 年 4 月实行政事分开，以这两个科室为基础，设立常州市城

乡规划设计室。下设规划一室、二室、三室。

1989 年 4 月 1 日，在城乡规划设计室的基础上成立常州市规划设计院，隶属市规

划管理局 。 院下设 7 个科室及地理信息、中心和工程地质队 。 相继成立中共常州市规

划设计院支部委员会、共青团常州市规划设计院支部委员会及市规划院工会。 至

1999 年 8 月，市规划院下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科、总工办、规划一室、规划二室、建筑

室 、市政设计室、专家工作室、工程勘察队、规划信息贸易公司、常州环艺营建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

第一节 机构与人员

解放初，常州市政府置建设科，兼城市规划工作。 1952 年底，建设科设营建组担

负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1955 年 4 月，建设科升格为建设局，营建组升格为营建科。 1956 年 1 月，为适应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需要，营建科更名为城市规划管理科。 1957 年 9 月，规划管理科改

称为规划科，负责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办理征用等工作。规划科一直延续至"文化大

革命"初 。

1966 年 6 月，规划科与设计室合并，成立常州市设计公司， 1969 年 12 月 1 日，设

计公司撤销，城市规划人员归口到城市建设系统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1970 年 7 月 1 日，城市规划(含测量)改由房管处革命委员会代管，办公地址由姿

罗巷迁至大火弄。 1972 年 5 月，城市规划又归口于城市建设局生产指挥组，并迁回姿

罗巷，直至 1978 年 2 月，常州市城建局恢复设置规划科。

1983 年 6 月 8 日，成立常州市规划处(二级局) ，处长王滨元，副处长杨亚光、陶童

良、何国民、吴祖德，下设规划科。 1984 年 6 月，将规划科分为总体规划科(李遐章任

科长)和详细规划科(张鹤富任科长) 。

1986 年 4 月 30 日，将总体规划科与详细规划科合并成为常州市城乡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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