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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科学。
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
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本书汇集了2002年到2010年间吴良镛和其他专家、学者有关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文章和讲话，反映了
近年来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历程，总结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最新进展。
本书内容以“总论”、“分论”和“专论”分篇。
“总论”从宏观方面，论述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市规划、建筑节能和建筑
声学等进展。
“分论”论述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实践、如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城市
科学学科建设、清华大学建筑教育与建筑学科的拓展及进展。
“专论”以专题形式，总结了在人居环境科学指导下，北京、南京、苏州等城市规划成果，提出了住
宅研究的思路和园林学科专业重组与教育的思考。
本书对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和实践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对不断丰富人居环境科学的内容，推动人居环
境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

作者简介

吴良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

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总论
　1　从“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起步/吴良镛
　 1．1 四个台阶
　 1．2　四条经验
　 1．3　研究所的四点精神
　 1．4　结语
　2　人居环境科学发展趋势论/吴良镛
　 2．1　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科学探索
　 2．2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与经验
　 2．3　应对新的形势与挑战，走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
　 2．4　新形势下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趋势
　 2．5　继承“匠人营国”精神，立志做时代的“巨人”
　3 《发展模式转型与人居环境科学探索》序/周干峙
　4　发展中的城市规划/邹德慈
　 4．1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回顾
　 4．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回顾
　 4．3　城市规划的学科发展思考：城市规划的学科分类和位置序列
　 4．4　结论
　5　立足国情和人居，发展中国特色的建筑节能/江亿
　 5．1　什么是建筑节能
　 5．2　关于零能耗建筑
　 5．3　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特色的建筑节能
　6　人居声环境科学技术进展/吴硕贤　赵越喆
　 6．1　城乡防噪规划与噪声地图
　 6．2　声景观与城乡生态建设
　 6．3　室内声环境与音质设计
　 6．4　建筑环境声学进展
第二部分　分论
　7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与建议/吴良镛　吴唯佳　武廷海　引言
　 7．1　城市化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7．2　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
　 7．3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七点建议
　 7．4　结论
　8　要规划好农民的城市化/周干峙
　 8．1　市域范围内的农民
　 8．2　出来打工的农民
　 8．3　务农农民
　9 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发展现状、问题与展望/吴唯佳
　 9．1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特大城市地区发展现状
　 9．2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特大城市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
　 9．3　作为战略的特大城市地区发展的理念选择
　 9．4　中国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展望
　10　关于我国中等城市发展问题的探讨——兼论京津冀地区中等城市的成长/吴良镛毛其智
　 10．1　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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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国际上有关中等城市的研究
　 10．3　试论京津冀地区中等城市的发展
　1 1 从战略规划到行动计划：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初论/吴良镛武廷海
　 11．1　新形势下城市规划作用的嬗变
　 11．2　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基本特性
　　　⋯⋯
第三部分　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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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2.3其他多种形式的探索 中国幅员广阔，历史久远，不同的地理、文化、经济、社
会背景，导致中国地域差异明显，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探索，不仅局限在东部沿海特大城市地区，也
包括西部欠发达地区。
同时，结合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城市化研究。
 1.滇西北人居环境研究 滇西北是云南省主要贫困地区之一，地方经济落后，但同时也是我国长江上游
重要的生态保护地区，其自然环境的保护直接影响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顺利实施；也是少数
民族地区，其人文环境当属于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
为了推动实施科教兴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云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1998年初，清华大学人居
环境研究中心和云南省社会发展促进会受委托开展了省校合作项目——“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规划研究”。
 滇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复杂而脆弱，人文环境独特而丰富，无论科学与文化方面均独具特色，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
1980年代以来已有多个学术单位、多个学科展开研究，但大多数还处于各自独立研究的阶段，缺乏对
整个地区进行有组织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最近几年来，随着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滇西北旅游资源的开发已为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普遍垂视，
但是地区和部门之间协调不足，各自为政，出现了重复建设，或者为了争取部门利益，不惜牺牲地区
生存与发展的整体利益等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滇西北现有的各类保护单位正承受着经济开发的巨大压力，保护和开
发之间存在众多矛盾与问题，已经出现掠夺式破坏。
 项目以人居环境的建设作为联系滇西北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地区发展的主要关键，组织多
学科联合研究队伍，探索多学科研究的技术方法，初步形成了滇西北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社会
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的多学科研究框架，对框架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保护和发展的
重点、主要对策和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都初步梳理，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结论，提出了滇西北人居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为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提供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学术理论基础和可供操
作的世界内容步骤。
项目提出的主要对策是：（1）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观点，加强滇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协调统一，在建立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网络基础上，有序发展旅游业，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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