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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来在世人的心目中，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就是洋街、洋房、洋货、洋装，就是洋人租界那块
不大的地方。
租界周边都是“乡下”，从咫尺近旁的周边去租界才算是“去上海”，即使七百年历史的上海老城厢
，与之相比也是相形见绌，被抢去了古“上海”的旧时风光。
　　但是上海毕竟是中国的上海，对于上海近代都市发展而言，洋人“永租”了苏州河-黄浦江交汇段
并扩向西南，华人便立足黄浦江-长江延伸段而经略东北；洋人造就了西式的摩登上海，华人便另辟中
式的本土上海。
华、洋之间于是各倚天时，分享地利，在共处分治中持续展开空间的博弈，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城市中的独特历史画卷。
　　产生于1930年的“大上海计划”，就是在民国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以上海东北的江湾五角场为中
心形成的一部兼具现代性和本土性的宏大都市计划，也是近代上海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文献
，并得到了部分的实施。
回顾“大上海计划”，对上海近现代都市演进脉络和未来走向的把握，都会有比较特殊的启迪作用。
　　魏枢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对“大上海计划”的始末、在都市营造中的得失，以及西方
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运用和发展，进行了整体深入的探讨，是一项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和
实践参与价值的重要学术成果，相信出版后会得到学界内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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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上海计划”可以称为是近代上海城市规划史的分水岭。
    本书将上海城市规划体系的变迁放回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嵌入特定的制度脉络，将其视为都市计划
在中国的移植转化，对“大上海计划”的时代背景、重要内容、技术特征、运作模式及延承与变异进
行考察；最后，以史立论，对上海城市规划变迁和空间演进的历史意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展望。
    本书可供城市研究人员、城市规划人员阅读，也可供社会学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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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1城市背景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基本
废除，大部分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中国的怀抱
，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
这一切，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空前高涨。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产，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笔财产使得国
民党的声誉在几个月内从高峰跌到了谷底，“接收”很快变成了“劫收”。
1945年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
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
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
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日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
还，甚至将其盗卖。
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
日本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
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
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居然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
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混乱的金融管理，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对此痛心疾首。
“由于事先并未对接收作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确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计划，以致出现了狂乱的
抢夺”，“政府所有的各种机构均受权接收敌产，但却没有作集中监督”。
接收大员们“表现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开始很快
失去威望”。
吴国桢认为这和蒋介石当时的特殊处境及国民党的不善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太专注于共产党问题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接收中严重的腐败问题。
此外，他还反复强调：“这正是由于我们政府的整个体制不好”，“一个独裁政府的问题就在于，没
有一个人，敢于对独裁者直言这些事，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即使有，也仍然会犹豫不决，因为害
怕可能因此树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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