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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城镇化道路是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底，我国城镇人口约5.9 4亿人，城镇化水平44.9 ％，
比1982年的21.1 ％提高了23.8 个百分点。
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小城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现有建制镇约2万个，集镇2万多
个。
小城镇在中国特色城镇化中作用显著，不仅吸纳了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而且在统筹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功能突显。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和机制已不适应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必须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统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这将进一
步突出小城镇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乡规划对城镇化和城镇建设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日益重要。
小城镇规划是小城镇建设的龙头，在按照科学发展观、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引导和调控小城镇建设中
，小城镇规划及其规划质量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重视。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小城镇规划及研究基础薄弱，规划建设存在问题很多，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城镇规划标准很不完善，规划水平较低，规划编制内容深度达不到要求
，套用指标千篇一律，缺乏切合实际的分类指导和科学分析。
　　2）一些地区缺乏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造成城镇体系网络层次不清，小城镇职能难以正确
定位。
　　3）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偏高，各地差别很大。
　　4）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滞后，配套混乱。
　　5）生态环境意识淡薄，一些小城镇环境污染严重。
　　6）防灾减灾能力薄弱，一些小城镇发生灾害频繁。
　　7）规划各自为政，缺乏城乡统筹。
　　上述小城镇规划建设问题中最突出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规划标准问题。
　　我国“八五”到“十一五”期间，开展了几十个小城镇课题研究，特别是“十五”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中小城镇重大发展项目就有22个小城镇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小城镇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
小城镇住区规划设计导则与住宅建设标准化研究”以及“小城镇区域与镇域规划导则研究”，其中前
两个课题是“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第13项的22个课题中仅有的两个重点课题，这足以看出国家对
当前小城镇规划建设急需解决的规划标准问题的重视。
　　本套“小城镇规划设计实用丛书”的编写正是基于上述小城镇规划标准及导则相关的课题研究和
专题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基于上述成果在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以全国重点镇为主
的小城镇试点应用综合示范实践，以及基于编者和研究者一直从事的规划、教学一线的工作实践。
可以说，本套丛书也是上述多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集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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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写基于“十五”国家科技攻关研究课题中小城镇所在区域、镇域、镇区、住区道路交通及道路
景观规划相关的4个不同专题研究。
全书内容分为小城镇与住区道路交通规划和小城镇与住区道路景观规划上下两篇。
本书侧重介绍交通组织和道路网规划优化及相关的路网布局、道路线形、横断面、沿街建筑、沿线绿
化、路面铺装、环境色彩、道路照明、街头小品的规划设计理论、方法与实践，以及住区道路的人文
、环境景观复合设计，突出镇域、镇区、住区道路交通规划的联系与衔接。
同时，用实例系统分析道路交通规划、景观规划与用地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相互联系与渗透，突出
景观性道路、滨江道路与住区道路功能的复合化理念和人性化、可持续规划方法。
    本书可作为从事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工作的指导参考用书，也
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规划专业教学参考用书和规划建设行业的相关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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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铭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沈阳建筑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浙
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中国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信息化、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小城镇规划研
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题负责人完成和即将完成国家攻关课题和部级重点课题9项、国家标准1项；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国务院重大装备办科研阶段成果奖1项、改革开放社科优秀成果
一等奖1项，部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3项、银牌奖1项、三等奖2项；为地方解决基础设施工程技术难
题40多个；出版和即将出版小城镇发展与规划概论、现代城市信息通信网综合规划等著作20本；发表
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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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道路分级加尽端路的布局方式使各组团间缺乏直接联系，虽然在保护住区安全上有着积极意
义，但削弱了居民间的联系，更不利于在整个住区内创造良好的生活气氛。
　　4）道路分级加尽端路的布局方式往往还会在住区内留下一些消极空间，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变成治安盲区。
　　随着住区设计理论的不断发展，传统道路交通设计模式的不足已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随着
国外TOD模式住区的不断发展，以前多运用于城市中的方格网形道路逐步进入了住区道路交通设计领
域，与传统方式相比，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1）减少了道路交通的等级划分，网络状的布局使人
流、车流均匀地分布于住区之内，为人车和谐共存创造了条件。
　　2）网格状的道路布局使居民具有极大的出行方式和路线选择的自由，为步行、骑自行车、滑旱
冰等各种方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3）网络状的道路布局使各种交通流线遍布于住区内部各处，从空间使用上将住区完整地联系起
来，杜绝了消极空间的产生。
　　当然，方格网形道路系统也存在着其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缺点，如安全性较差，干扰影响大等问题
，但经过精心设计，许多问题也可得到减弱甚至化解。
目前，我国住区交通规划中采用这种模式的代表主要包括上海徐汇新城等。
　　上海徐汇新城是一个22万m2的优质社区，获原国家建设部“2003住宅设计示范楼盘”称号。
小区道路只分为区级道路及庭院道路两级。
道路设计放弃了传统的尽端路手法，而以变形方格道路网形式代替。
几何形的庭院道路纵贯整个住区，将区内各居住组团便捷地联系在一起，为住区居民出行提供了多种
路线。
小区道路网络的另一特色是将景观设计与道路布置紧密结合在一起，道路设计遵循了景观设计手法，
满足景观营造的要求。
住区居民可通过这些直线型景观道路方便地到达住区的各个角落，充分享受休闲散步观景的乐趣。
　　4.大量运用直线道路创建线形空间，强调邻里交往、公共活力　　线形空间的创造在目前的住区
规划设计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当前住区规划设计的主流发展方向之一。
传统住区仅由居住单位和交通体系（里巷、胡同）组成，现代居住小区则层次丰富，有小区、组团、
单体、单元、居住单位；空间也细分为：公共、半公共、半私密、私密。
相对来说，传统居住模式简单明了的结构更易于居民的定向和识别，而现代住区的多重结构，层层布
置，常使人陷入住宅楼的迷阵之中。
传统居住的公共活动随交通空间做线状延伸，空间属性的模糊较之明确严格的划分反而更具有实用性
，一些里巷、胡同的生气和人情味就是证明，而在现代小区中，一些集中布置的活动中心常难以吸引
居民光顾，一些组团精心设计的公共活动空间更是冷落，这可能与这种过于严格按照功能与结构的划
分而不适合人的环境行为及尺度过大有失亲切有关。
线形空间创造的探索就是简化住区规划的结构层次，以线形空间组织交通、邻里交往、公共活动，使
居住环境更加方便、亲切、有吸引力和认同感。
当然新的线状空间不是传统街巷那么简单，而应是立体化、多元化，更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以容纳
现代居住更丰富复杂的内容，如多样化的交通方式、不同年龄组的活动交流等。
同时，还要注意保持其尺度之亲切性。
因为这种居住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居住生活的多种内容，因此可以取消组团层次，直接以这种富有生气
的巷院作为住区的基本构成，通过设置巷院系统、绿化散步道系统和车流系统，形成新的件区规划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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