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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滨海新区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实践探索》通过对保障房需求人群类型，建设规模的计算方法、
保障房居住区的空间布局及保障房配套政策的相荧研究，尝试为保障房在规划建设中所面临的保障对
象不清晰、选址不当、布局单一化，规划与政策缺乏衔接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及方法。
全书内容包括保障性住房概念与发展回顾，滨海新区保障性住房空闻布局。
演海新区保障性住房选址；滨海新医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滨海新区保障性住房特色政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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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作者同时担任天津市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天津市城市科学学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等职务。
先后主持参与100多项重点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获得部市级奖项近20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参加
编写书籍2部。
荣获天津市“九五”和“十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2008年度“五一劳动奖章”，入选“1385”创
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并被授予天津市规划局授衔专家和城市规划学科专业技术带头人的
称号。
 翟坤，1982年生，天津人，毕业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获城市规划专业学士、硕士学位，现为天津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滨海分院规划师。
主要从事城市总体规划、地区发展策略、产业、人口、住房等方面的规划研究与编制工作，先后在各
类学术期刊和年会上发表论文近10篇，主持参与课题10余项，并荣获相关市级奖项。
目前致力于城市形态学与城市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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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天水围常被传媒冠以“悲情新市镇”的名称，2005年香港天水围妇女联合会曾就天
水围进行意见调查，半数非天水围居民对该区的印象为“一般”，更有20％的受访者表示感觉“很差
”。
 8.2.2天水围发展史 天水围最初为湿地沼泽及浅水低地，渔民在低地掘地筑堤，建立渔村，筑建鱼塘，
并以养鱼为生。
20世纪初，天水围的土地由一赵姓乡绅以“联德信托”的方式拥有，土地共488hm2，为当时香港最大
的单一业主地段之一。
 1977年，香港当时的土地供应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为配合人口发展的
需求，建议研究开发天水围新市镇。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并行建房。
建成房屋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共团体建设，后者为私营团体建设。
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商业住宅以中高消费家庭为对象开展销售。
由于1978年香港地产市场走旺，嗅觉灵敏的商家发现商机，多家发展商开始与赵氏控制的联德公司接
触，以此获取天水围的土地。
同年长江实业与会德丰洋行开始在天水围收购农地及鱼塘488hm2。
 1979年下半年，具有中资背景的华润集团购入其大部分股权（这也是华润首次进入香港房地产市场）
，共组巍城公司（Mighty Company）开发天水围。
其中，华润占51％股权，胡忠家族大宝地产占25％，长实占12.5％，会德丰占5％，其他公司占6.5％。
 自1979年10月开始，巍城公司与政府协商，在1980年宣布天水围发展规划，整个开发计划由最大股东
华润主持，提出将天水围用15年时间分三期建设成一个拥有53.5万人口的新市镇，涉及资金200亿港币
，建设期限至2000年。
同时，囤积大量土地的巍城公司接触政府，提议在规划新市镇的基础上，从488hm2的土地总量中拨出
部分土地给政府兴建公共房屋，以换取政府兴建整个新市镇的基建及公共设施，但该建议于1982年被
港英政府否决。
 1981年后，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香港内部经济急速放缓，地产市场大幅滑落，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
下跌，香港回归形势尚不明朗。
政府为了维持土地发展机制的继续运作、恐防政治干扰经济的骨牌效应，动用巨资挽救这个项目。
1982年7月29日香港地政工务司公布，政府将以22亿5800万港币从巍城公司回购天水围所有的农田及鱼
塘488hm2。
其中169hm2土地规划为发展区，剩下的则作为政府的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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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滨海新区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实践探索》可供广大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城市管
理者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等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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