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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国的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7％，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50
％。
山地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水能、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山地区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人类聚居文化多样化的蕴藏地。
同时，山区是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
我国近3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土地资源节约、生态环境维育、地
域文化延续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正逐步从平原地区向山地区域扩展。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城乡建设事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因此，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在城市（镇）地区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道路，
是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的梯度背景，必须采取
因地域资源、文化特点、基础积累的不同而相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我国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区域，具有人口集聚、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建设复
杂、山水景观独特等特点，亟待开展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实践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地域文化论>>

内容概要

文化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要义。
与城市化相伴的文化转型与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探索。
本书秉持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将城市及其文化落实到地域现实的时空环境中，探讨社会剧变过程中地
域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及其文化动因。
研究立足于城市规划学科，将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引入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建构地域聚
居与文化的基本研究架构和方法，并以重庆、武汉、南京为例，探讨地域聚居与文化演进的基本问题
、规律与发展趋势。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设计人员参考，也可
供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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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中国的城
市化水平从1949年的10％上升到2004年的41.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进入健康轨道，现代化建设事业举世瞩目。
期间，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中国城乡面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新月异。
随着中国城市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城市规划学科领域的规划实践与理论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城
市建设热潮波澜壮阔，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百花齐放。
在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乡人口、用地、环境、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在可持续性
和以人为本的科学探索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
从开发区建设、城市广场建设、城市美化运动、城市生态关注、城市竞争力研究等一轮轮理论研究与
实践探索的热点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发展正逐步从单纯“量”的渴望转向对“质”的追求，城市规
划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也跨出发展初期的浮躁与粗放，而趋向于科学化、理性化、集约化的发展，逐步
进入探求科学与人文融会的华彩时代。
　　目前，中国工程院已将新中国的城市化列为科技发展的十大成就之一。
我国各大城市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相继发展。
与此同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点燃西部诸城市发展的“星星之火”，以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为中
心的现代城市群区逐步发育完善，城市化正以“燎原之势”推动着西部地区城市社会的发展（图1.1）
。
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发展、文化传承与更新的历史性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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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居环境地域文化论：以重庆、武汉、南京地区为例》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城市地理学、
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设计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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