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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世界百年和中国五十年区域规划动态嬗变的历史进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国际规划运动中，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作为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经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以
及协调区域之间关系的政府干预手段，一直被当作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调控工具，自始至终被
世界各国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新内涵和新功用。
特定历史时期的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由于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都在编制并实施着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时空尺度的区
域规划，区域规划的战略地位由此亦不可替代。
区域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和空间约束性规划，既是政府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确定重点开发地区
、优化整合地区、自然保护地区、生态脆弱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并把经
济中心、城镇体系、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以及限制开发地区等落实到具体空间的最主要手段，又是
政府实施空间管治、强化区域调控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
 　　我国的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工作虽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但仍是我国规划体系中一个亟待加强的薄
弱环节。
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今天，迫切需要通
过区域规划和空间管治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贯穿到区域发展的全过程中去，重塑
区域优势，重组区域联盟，统筹区域问题，化解区域冲突，防止区域侵略，消除区域剥夺，根治区域
病理，促进区域繁荣。
基于这种迫切需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指出，自“十一五”起把区域规划放在突出重要的战
略位置，认为促进中国地区间协调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必须强化区域规划和空间管治，这是
我国规划工作的一个新任务。
为了加强区域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透明性、广泛的公众参与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首次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展开对“十一五”期间区域规划的研究
。
 　　作为长期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有幸以“中国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重点及
模式研究”为题，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期间立项开展研究的56项中标课题之一。
在开展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区域规划和空间管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本书框架正是以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分9章共41节内容，按照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理论基础、进
展评估、基本原理、嬗变格局、分区分级、重点地区、制度建设、跨行政区域的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行政区域的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这样一条主线编写完成的。
可以认为，本书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以下三大方面：一是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
划中标项目研究成果的凝练与总结；二是来源于本人近10年来先后主持完成或专题主持完成的北京、
深圳、厦门、焦作、石家庄、菏泽、东营、咸宁、克拉玛依等数十个城市以及长(沙)株(洲)(湘)潭城市
群、武汉城市圈等数十个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时空尺度区域规划的实战经验总结；三是来源于本人先
后到数十个城市作有关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演讲报告和参与规划评审心得体会的总结。
笔者在长期探索我国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理论内涵和参与规划实践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向国家政府
开展区域规划和空间管治工作献计献策，先后通过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国
科学院办公厅提交了“以流域为主线进行中国经济区域划分及规划的建议”、“十一五期间加大我国
三类空间规划协调力度的建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流经焦作市区段的若干建议”等7份相关的重
要咨询报告，幸运地全部被采纳，其中6份还得到了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笔批示。
这充分体现出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工作的高度重视。
 　　本书的绝大部分研究与写作任务由作者本人完成，同时也吸收了部分研究生的写作内容。
具体编写分工为：方创琳编写前言，第一章第一节、第四节，第二章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三
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鲍超编写第一章第二节、
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乔标编写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李铭编写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宋吉涛
协助编写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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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章、第九章案例部分编写过程中，吸收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
》和《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的有关内容。
全书最后由方创琳统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胡序威教授、毛汉英教授的悉
心指导，得到了黄金川博士后、张蔷老师在资料收集、观点凝练和总体协调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协
助，得到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课题组、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课题组、焦作市区域总体规划课题组
、菏泽市区域总体规划课题组、石家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课题组、甘肃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规划课题
组全体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我的博士后王炜教授、郐艳丽博士，我的博士生鲍超、乔标
、李铭、宋吉涛、班茂盛、孙心亮、刘海燕在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观点讨论、计算机制图、数据模
拟等方面给予的大力协助。
在此，谨向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商务印书馆李平博士和田文祝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衷心
的谢意。
 　　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才疏学浅，时间仓促，书中缺点在所难免，恳求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在成文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或科研成果，对引用部分文中都一一作了注明，但仍
恐有挂一漏万之处，诚请多加包涵，让我们共同为维护科学工作者的知识产权而努力。
竭诚渴望阅读这本书的同仁们、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本人将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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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管治中的环境伦理责任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进展评估 　第一节 区域规划的
国际进展 　　一、德国的区域规划体系 　　二、美国的区域规划体系 　　三、法国的区域规划体系 
　　四、英国的区域规划体系 　　五、加拿大的区域规划体系 　　六、奥地利的区域规划体系 　　
七、日本的区域规划体系 　第二节 空间管治的国际进展 　　一、空间管治内涵的研究进展 　　二、
城市管治的研究进展 　　三、城镇群体发展地区的空间管治研究进展 　　四、大都市区空间管治的
研究进展 　　五、区域管治的研究进展 　第三节 空间管治的国内进展 　　一、城市管治 　　二、城
市边缘区管治 　　三、都市圈区域管治 　　四、区域多中心管治 　　五、生态型区域管治 　第四节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借鉴与启示 　　一、国外区域规划对中国区域规划的借鉴与启示 　　二、国
外空间管治对中国空间管治的借鉴与启示 　第五节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总体评价 　　一、区域规
划的总体评价 　　二、空间管治的总体评价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基本原理 　第
一节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一、区域发展格局的合理化重组迫切需要区域规划
和管治来实现 　　二、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迫切需要通过区域规划落实到空间 　　三、国家
宏观调控迫切需要通过区域规划从战略高度做好顶层设计 　　四、近50年来积淀的种种空间失控问题
迫切需要通过区域规划化解 　　五、日益严重的空间剥夺行为亟待区域规划与管治消减 　　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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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一、城市群分级指标的确定与计算 　　二、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的计算 　　三、城市群结
构体系的分级方案 　第三节 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重点地区的区域分异特征 　　一、城市群总体发育
程度低且差异很大，发育具有阶段性 　　二、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空间发育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三、城市群经济密度与人口密度呈现出空间的不均衡性 　　四、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与城市化水平具有
空间的分异性 　　五、城市群外向型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分化性 　　六、城市群的投资强度与产出
强度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七、城市群内部集聚程度呈现出空间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 第七章 区域规
划与空间管治的制度建设 　第一节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一、我国三类空间规划存在着日益
突出的不协调问题 　　二、加大三类空间规划协调力度，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第二节 整合的
区域一体化建设 　　一、推进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 　　二、推进区域市场建设一体化 　　三
、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四、推进城乡统筹建设一体化 　　五、推进区域生态建设与环
境保护一体化 　　六、推行区域规划编制与实施追踪一体化 　第三节 自主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一、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内涵与战略地位 　　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有效途径 　　三
、甘肃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第四节 顶层的区域规划协调与管治机构建设 　　一、成立国家区域规
划工作委员会 　　二、建立互利互律互动的区域治理结构 　　三、把调整行政区划，化区际问题为
区内问题作为临时性权宜之计 　第五节 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立法及执业制度建设 　　一、提高区域规
划的公众参与度，发挥“共鸣箱”的作用 　　二、加强区域规划与管治的法制及执业制度建设 　第
六节 规范的区域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一、制定规范的区域政策 　　二、避免滥用区域
政策一哄而上，脱离实际催生都市圈和城市群 　　三、围绕区域政策目标建立规范的双重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 　第七节 先进的技术手段与人才队伍建设 　　一、加强系统集成模型技术在区域规划中的互
补对接应用 　　二、加强3S+3D+VR技术在区域规划中的互补对接应用 　　三、加强合理的区域规划
人才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第八章 跨行政区域的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第一节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与空间管治 　　一、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概况 　　二、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要点 　　三、长株潭城
市群空间管治要点 　第二节 武汉城市圈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一、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战略地位 　
　二、武汉城市圈区域规划要点 　　三、武汉城市圈空间管治要点 　参考文献 第九章 行政区域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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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第一节 焦作市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一、焦作市区域规划的背景条件与迫切
性分析 　　二、焦作市区域规划要点 　　三、焦作市空间管治要点 　第二节 菏泽市区域规划与空间
管治 　　一、菏泽市区域规划的重要性与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菏泽市区域规划要点 　　三
、菏泽市空间管治要点   第三节 石家庄市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 　　一、石家庄市空间发展战略定位 　
　二、石家庄市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基本原则 　　三、石家庄市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内容及重点
　　四、石家庄市区域规划与空间管治的分区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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