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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规划泉城》是对多年来济南城市规划实践的总结、反思和归纳，真实地记录了济南城市规划建设发
展的轨迹。
在规划编制体系上，它通过战略研究，探讨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遇，建立以总体规划和专业
规划为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修建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为依据、重点片区和重点项目规划
为保障的城乡规划体系；在规划管理体系上，健全了规划法规制度体系，优化了规划管理技术手段，
构建了规划服务信息平台，实现了城乡规划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特色型、由速度型向质量速度型的全
面提升，为推进济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内容结构的安排上，第1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济南城市发展的历史，对济南百年规划简史作了概括
总结；第2章分析了游击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新世界泉城规划的基本思路与理念；第3
章确定了济南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定位；第4章至第9章分别从泉城特色、城市空间、城乡统筹、都市
脉络、宜居城市、制度创新等角度对济南城市规划进行系统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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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历史回顾——济南城市历史与规划工作的概述　　1.1　济南城市发展的历程　　1.1.2　
古代济南城市的发展　　（1）秦汉时期——济南之名的出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
立郡县制。
当时，平陵、历下、谷城、卢邑等均隶属于济北郡，郡治博阳（今泰安境）。
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封国与郡县杂处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史记》载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吕雉之侄吕台）奉邑”，说明汉高
后时已设“济南郡”，这是“济南”一名的开始。
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以济南为国，封齐悼惠王之子刘辟光为王。
至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改为济南郡，管领历城等14县。
东汉初复置济南国。
　　汉代的济南，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治所在东平陵（今胶济铁路平陵城车站附近），城址至今犹
存。
汉代实行盐铁官营，济水是盐运的通道，济南又是盐运的集散之地。
济南自先秦以来就是丝织品的盛产地，所谓“齐冠带衣履天下”，因此，汉朝又特在济南设立工官（
图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封建统治中心　　从三国到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我
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和战乱的时代。
济南也和北方各地一样，屡经战乱之祸。
魏正始七年（公元246年）复置济南国。
魏平蜀后（公元263年）曾在济南之北境设置济岷郡，晋朝又并入济南郡。
晋永嘉（公元307-312年）以后，济南郡的郡治由平陵（汉代以后东平陵又恢复旧称平陵）移至历城，
即现今济南旧城之东部一带，并将原历城县城垣扩大。
从此，历城（济南）一直作为济南郡治所在地，是山东地区的封建统治中心。
　　（3）唐宋金元时期——“南山北湖”整体格局形成　　隋朝统一南北方以后，隋文帝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称为齐郡，治所仍在历城。
唐朝开国后，济南称齐州，隶属于河南道。
唐代盛期，济南地区经济繁荣，社会富庶安定。
当时，齐州的丝织业和冶铁业都很有名。
历城唐冶，即为当时的冶铁基地之一。
从北朝到隋唐，佛教盛行，济南地区留存了许多这一时期的佛教史迹。
如山东一带最兴盛的佛教胜地——神通寺，唐代全国四大名刹之一的长清灵岩寺，以及济南南山一带
的黄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和青铜山造像等。
　　宋代开国后，今济南地区仍沿称为齐州。
济南在宋代距首都东京开封府较近，其东部的密州之板桥镇是当时重要的海运港口。
穿境而过的大清河（即济水）既方便了与海滨物资交流，又便于转至汴河以通内陆的东南漕运。
这时国家统一，济南商业发达，济南的园林风物经曾巩等官吏整治，使趵突泉、金线泉、大明湖闻名
全国，已成为宋代的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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