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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作为引导和调控城市发展重要手段的城市
规划工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一批批不断壮大、怀抱赤诚的规划工作队伍积极
、持续、坚毅地研究、思考、探索与实践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的方法、路径以及制度，这并不是一个
时间维度断点所能表示的工作，而是持续、永恒的，需要城市规划工作者为之奋斗一生的没有完结篇
章的事业。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正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政府规划师”队伍，从2001年正式揭
牌运作至今，10年来对城市规划工作的思考与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长期思考和探索如何加强规
划工作的科学性，如何通过规划的科学编制引领城市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何实现高效和谐的规划管理
，如何为规划管理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坚实的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广州乃至全国城市发展与城市
规划面临的热点问题与课题。
前五年（2001-2005），编研中心初步确立了有广州特色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
重大规划建设项目国内外竞赛、咨询组织程序，构建了良好的技术发展平台，总结了世纪之初广州五
年城市建设与规划发展的思考，出版了《观·思·立》（2001-2005）等系列丛书；后五年（2006-2010
），编研中心的规划工作者再接再厉，以《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五年科技发展纲要
（2006-2010）》为统领，将辅助政府决策、服务行政管理、做好技术研究作为工作重点.以“迎亚运，
新总规”为契机，五年着眼于“面向政府决策、面向规划管理、面向建设实施、面向个人发展”开展
思考与研究工作，产生了立足规划实施、提高规划效能的一系列有质量的论文。
　　本论文集的出版正是为了凸显城市规划研究工作的持续性以及创新性，作为2006年出版的《观·
思·立》的延续和提升，收录了近五年（2006-2010）编研中心规划工作者近百篇发表的以及未发表的
论文，反映了新形势下广州城市规划工作的探索与深化。
我们希望这系列丛书能长期不断延续下去，激发规划工作者的工作赤诚与科研热情，持续不断创造出
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效益较为显著的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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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直属政府部门的规划政策研究机构，至今有十
年历史。
在2006至2010年间，该中心着眼于“面向政府决策、面向规划管理、面向建设设施、面向个人发展”
开展思考与研究工作，产生了立足规划实施、提高规划效能的一系列有质量的论文。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学术论文（2006-2010）（观·思·立）》将这些论文悉数收录，以供
规划界各方人士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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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规划编制体系研究《城乡规划法》实施背景下广州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思考与实践面向管理实施的
“两效性”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探讨浅议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战略规划研究探索以实施为导向
、以公共政策为引导手段的战略规划——以《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为例以战略规划引
领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从概念规划走向结构规划——广州战略规划的回顾与创新解放思想、谋划城市发
展战略一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视野下的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总体战略规划实施策划机制探讨——以广
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为例广州快速轨道交通发展战略广州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实践从二
元到一元：城乡统筹发展实施策略广州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形态及优化策略总体规划研究城市规划
实施保障机制研究落实规划编制办法要求加强总体规划统筹作用——专项规划编制的现状、问题与对
策国内外城市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编制与实施经验借鉴广州市“数字总规”的理念、实践与创新“数
字总规”目标下的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的实践与思考GIS在规划实施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以广州规划实施评价系统建设为例以城市规划导向的土地储备机制促进紧凑城市发展广州市城市规划
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机制探索广佛同城化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概述探索乡村地区协调发展的宏观引
导政策——对《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村庄专题研究工作的思考“城中村”改制的规划
标准衔接探讨——以广州为例试论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方法完善编制技术强化调控效能
——广州两轮近期建设规划的回顾和思考新城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大都市
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规划的启示——以广州为例论新形势下城市总体规划居住与社区专题研
究——以广州为例广州城市形态演进研究（四）——2000年以来广州城市形态演进特征及趋势分析物
流企业区位行为：综述与思考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场馆选址布局综述控制性详细规划
研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化探索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创新——《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指引》解析基于“一张图”管理模式的规划探索与实践——以广州市中心八区分区规划及控制
性规划导则为例基于规划发展单元的总规——控规联动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实践与思考广州市控制性规划导则实施评价研究从开发控制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从“纲要
规划”走向“控制性规划”——广州市物流园区专项规划研究从城市空间形态的性能指标看方格网城
市走向三维的城市规划管理探索——以广州市为例环境态度影响下城市居住区绿地合理规模的探讨优
先保护的历史城区交通改善规划研究——以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为例宁波市社区规划与建设对广州的启
示英国开发控制中的“有条件许可广州市主中心分区“慢行”空间规划策略步行系统构建研究——广
州市旧城更新的一个视角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关系初探——由广州市天河北路交通拥堵
引起的思考广州市骑楼街保护中的交通问题及对策研究广州的骑楼街风貌保护与城市交通——以广州
历史文化名城为例粤中传统聚落的空间核心和精神原点广州的地下文物埋藏带及其“预保护”措施城
市设计和地区发展策略研究国家中心城市战略背景下的广州城市核心地区发展策略精细化管理背景下
的广州市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实践绿色、可持续和人性化的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北段城市设计实践北京与
大连城市中轴线规划与建设经验对广州的借鉴与启示广州北部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云山西麓的宜居
新城——广州市白云新城地区城市设计竞赛综述广佛之心——白鹅潭地区城市设计竞赛综述国际会展
中心、中央商务拓展区——广州市琶洲——员村地区城市设计竞赛综述借鉴深绿色理念的生态性城市
设计建构立足于居住社区建设的公共交往空间设计对中国传统街道空间的解读微观城市设计层面中的
生态布局与设计策略——以广州自云国际会议中心城市地段为例广州电视台（新址）建筑设计方案国
际邀请竞赛综述“三缺一”情境下的空间演绎与营造——广州图书馆新馆设计竞赛评析安得广厦千万
间——琶洲安置型新社区规划设计竞赛评述城市重要地段地下空间开发的规划控制与实践——以广州
新电视塔广场公园设计及其南广场地下空间建筑设计竞赛为例基于环境行为学的城市道路节点空间整
合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城市道路节点空间使用状况评价报告城市景观性道路系统论证与设计
导则及评价标准城市步行商业街路面铺装景观设计城市设计，丰富滨水地区的多样化功能规划撷英生
态城市意象——澳大利亚城市考察研究报告桃花源里人家——黟县宏村秋行阿尔瓦·阿尔托在罗瓦涅
米丹青难写是精神——城市雕塑中的特色创造魏林比——座持续发展的卫星城小议新加坡城市规划理
念与实践作者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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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2003年、2006年总体概念规划的检讨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机制研究　　为保持战略规划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需要对原有的概念性战略目标进行跟踪研究，把握其中哪些元素切实符合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予以坚持强化；哪些初始目标实施遇到阻力.进而检讨修订初始目标或进一步优化目标的
实施机制。
广州的战略规划实践并没有因一个引起国内规划界关注的概念规划而止步。
概念规划批准实施之后，广州市就及时启动了战略规划的实施跟踪评估研究工作。
　　2003年，广州首次进行战略规划实施总结评价，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认为这种实践“是国内城
市的一个创举，也可能是建立新的规划体制的一个启发”；“对全国具有指导意义”。
这种滚动式推进.将战略规划变成行动计划.并在实践中落实.阶段性总结又体现了城市规划重在“过程
”的理念广州的实践在“国家城市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国内城市规划制
度创新，带动了国内城市战略规划研究.为我国规划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贡献。
通过实施总结评价.国内专家学者认为经过战略规划三年的实践.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
同时.这次实施总结评价为广州继续坚持和完善战略规划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1）进一步拓展腹地.
增强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区域综合服务功能；（2）加强广佛都市圈联系与合作，重视广佛都市圈的
内部功能整合；（3）打造区域强产业中心；（4）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和水上交通；（5）全面的
生态观念融入城市建设中；（6）新区拓展与老区优化并举并强化其相关功能：（7）加强城市文化建
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