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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58篇，论文作者都是来自全国各高校建筑与城市规划院系的博士研究生。
收录的论文均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二轮严格挑选，论文主要集中在和谐城市与人居环境、区域政策与
城乡管理、文化遗产与建筑保护、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建筑规划与防灾等主题上，其中有些是以国
家重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为背景，反映了作者在这些专业领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成果，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通过这些论文，也可以看出建筑规划博士研究生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对专业前沿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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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和谐城市与人居环境　我国城市廉租房制度的评价与建议——以上海为例进行讨论　保障性住房的配
建政策探讨——以北京经济适用房为例　婴幼儿时期家庭行为和空间环境　开拓以构建新型可持续发
展人居环境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开发模式  ——河北廊坊万庄可持续生态城开发模式研究的启示　青岛
奥运景观识别设计相关问题的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奇观”建筑的诞生　大、中型社区的和
谐人居环境营造——以山城重庆为例　火车站地区发展研究　城市形态的双向组织与设计——创造和
谐城市和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　转型期的城市贫困家庭聚居空间——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城市消费
空间——消费语境中建构和谐城市形态的城市设计策略　住宅产品系列的地域性反思——以万科为例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山岳规划——以铜陵市大铜官山公园概念规划为例　三峡库区人居环境空间
地理图谱研究初探区域政策与城乡管理　整合他组织完善自组织——浅析我国特大城市地区小城镇的
发展策略　基于增长约束与发展转型视角下城市紧凑开发研究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公共政策创新—
—以上海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为例　典型工程对于区域城市体系构建的影响——两个历史断面上“京
津冀”区域与“长三角”区域发展动因的对比研究　大都市外围地区二元发展的矛盾与对策——基于
广州市案例的探讨　基于城乡统筹理念的村镇规划改进——以江苏省为例　转型期大都市区空间发展
的影响要素分析　上海城市混合使用型住区规划中混合度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绿地领海项目为例
　当今中国小城镇镇域职能类型与分类指标体系研究　土地使用与交通综合模型在我国城市规划实践
的展望文化遗产与建筑保护　宗祠社会功能与空间的动态演变关系研究　工业遗产景观改造设计中的
文化主题策略与实践　浅谈天然光在历史建筑保护改造中的应用——以天津大学第一教学楼保护性改
造方案为例　当下历史建筑再生的三条道路　历史街道的社会学解读及其管治——上海、巴黎的比较
　浅论“原真性原则”的实践对策——创作干预手法及例证分析　探讨传统营造工艺遗产本体的保护
架构　历史街区中街道空间的生机再现——以天津市英法风貌区规划设计为例　从“道路”回归“街
道”——上海市风貌保护道路(街巷)的确定及其保护工作浅析　历史街区更新改造策略研究——透明
性作为一种设计手段　再利用工作对场景构成规则的沿袭——基于保持本土性特征的产业建筑遗产改
造方法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　黄土高原沟谷型城镇与爬坡式覆土窑洞的共生研究　AHP权重叠加方法
在城市生态规划中的适当价值　从集约农村建设用地角度探讨我国城乡统筹之路——以潍坊市峡山生
态经济区为例　寒地城市多层与高层住宅适居性比较研究　滨水区绿地空间与城市空间生态耦合研究
——以石家庄滹沱河为例　欧美社区花园体系比较　建筑材料运用与表达的绿色之“道”　自然活力
与和谐——一种生态校园的改建方式　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从虹桥原型到绿色建筑　江南传统院落
的生态向度及启示　“屋中屋”策略——一种作为气候缓冲的建筑空间组织倾向　从文化生态的视角
探讨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特色的保护　有利于开放型公园绿地管理的设计对策　建筑设计中的天然采光
——光环境节能策略建筑规划与防灾　地震灾后四川羌族建筑与村寨的保护和复原研究　传统木结构
是抗震结构的代表　对基于GIS的地震信息系统的思考　注重效率，多元供给一一灾后社会住房的供
给政策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消防的性能化初探　灾后重建规划编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对都江堰市灾
后重建背景下产业规划的思考　生态防灾：基于生态可持续的防灾规划引导策略与应对机制  ——城
市综合防灾规划的生态化趋势和途径　结合传统地域文化的村庄避险设计——以小金县长坪村灾后重
建规划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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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谐城市与人居环境　　我国城市廉租房制度的评价与建议——以上海为例进行讨论　　5　对
策和建议　　5.2　扩展资金来源　　廉租房制度健全的国家往往拥有一整套廉租资金的来源体系，如
德国的住房互助储蓄，即在国家金融体系中，有专门从事个人住房抵押和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并享
有政府的多种优惠。
新加坡早在1955年就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并成立住房发展局，开始以廉租形式向居民提供政府组
屋。
由于土地由政府无偿提供，建屋局又为非营利机构，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使得公共组屋的售价十分的
低，使大多数家庭都能承担得起。
同以上两个国家相似的是，我国也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住房公积金体制，但由于现行的公积金制度规定
的缴纳部门仅限于国有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使得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并未加入缴存，导致整体基
数较小。
而目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的运作方式主要为购买国债、个人信贷发放和再存款利差收益，但由于制度缺
陷和不正当竞争，使得公积金运作效率很低。
　　因此，在继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还应积极扩展更多的资金渠道，其中对我国具有现
实意义的是征收住房保障税。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典型的实行社会保障税的国家，政府通过征税形式筹集基本的社会保障资金，目标
是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物质帮助，保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和医疗保障，保证家庭的团结和使儿童健
康地成长。
住房保障税作为社会保障税的一种，即可以调整由于市场的失效所带来的不公平。
这样的税收通过对所有有收入的劳动者按照收入的比例征税，既体现了普遍性原则，又体现了公平性
原则。
住房保障税将为廉租房制度提供大量的资金，从而使整个廉租房制度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5.3　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在我国各个城市中，廉租房的监督、管理与实行的主体大多为民政
部门，只有很少数的城市设有专门的廉租房管理机构。
同时，从对于廉租对象的资格审查到事后的持续监管，民政部门都将任务交给街道或是居民委员会，
使得管理体系较为混乱，并且没有形成很有效的监管方式，使得在具体的廉租房操作中，存在一些违
规操作和“搭车”现象。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政府职能部门提高责任感，建立专门的管理和监督机构，确保将有限的社会福利应
用于最需要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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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人居环境的畅想和创造》结合当前建筑规划领域等的热点问题，本论文集围绕会议主题“
和谐人居环境的畅想和创造”进行了编选。
首先是对城市化问题的关注。
众所周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在全国各个地区十分不均衡，如大部分区域仍在探索城市化的道路，而
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开始出现了“市郊化阶段”的倾向；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改革开
放以后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城市。
如何在这些情况下合理使用和配置资源，如何在政策上体现不同区域发展的特点，如何实现城市化发
展的公平性等问题，都是此次选编论文集时所关注的焦点。
而且，面对当前全球的能源危机，在建筑规划领域也引发了热烈的思考。
如何高效地使用和节约能源，如何从经济、政治、管理及具体的设计实施层面缓解能源的消耗，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本论文集所积极响应的目标。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的主体意识在不断提高，本土化的呼声也得到更多的响应。
如何在规划建筑领域体现表达中国文化的精髓，如何将现代的先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机融
合，这也是本论文集热烈探讨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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