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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阳建强在对西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编著而成
的。
书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欧城市更新的现况、特征及趋向，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更新的内在规律，
把握当代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和趋向，指导城市更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书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
上篇为“西欧城市更新的发展与特征”，简要介绍了欧洲的城市化模式和欧洲城市的总体情况，考察
与剖析了西欧城市更新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出现的重要思想及其相应采取的更新政策与措施
；并针对西欧城市更新的现状，重点从经济复兴、物质环境更新、社会与社区更新等方面对当代西欧
城市更新面临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与研究，对西欧城市更新管理机构、金融结构、公众参与以及政
策法规进行了全面介绍；最后从总体上归纳评价了西欧城市更新的内涵、价值与成效。
下篇为“西欧城市更新的实践与探索”，以巴黎、伦敦、柏林、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城市为例，对
各城市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更新政策以及主要的更新规划实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地理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和建设管理者阅读，也可作为大专院
校有关专业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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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邦德国自1945年成立后.面对口益严重的“房荒”问题，将战后重建工作集中于市中心和老的街
区.当时的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住房短缺；恢复被战争毁坏的城镇：建造尽可能
多的新住宅：同时，重建一部分被毁坏的旧住宅。
因此，在1950年颁布的《联邦住宅建设法》中，将住宅建设列为仝同的一项“公共任务”，规定“联
邦、各州和城镇必须把住宅建设作为紧急任务予以优先考虑，建造住宅的面积、设施以及房租必须符
合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需要”。
同时，由于德国战后初期的法律状况较为混乱，迫于急切的战后重建问题，在1950年代，除了巴伐利
亚州和不来梅市之外，均采用了《战后重建法》（Aufbaugesetzen）。
　　1956年.政府又提出在实验和比较的框架内试行若干旨往“整修翻新旧区（即更新历史性市镇中心
）的适当措施”的设想，1959年后开始鼓励实施，同时还资助了“城市研究和示范项目”。
这一时期的工作卓有成效，旧城内部许多最为破烂和最有碍观瞻的旧式住宅被成片清除，取而代之以
全新的居住街区。
　　1960年代，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开始不断向外扩张。
1960年颁布的《联邦建设法》针对这一形势确定了城市建设的基本框架，重点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加以
控制。
在着力解决交通和基础设施问题、整治旧城的同时，城市更新的重点亦从1950年代的战后重建转向在
城市外同建设卫星城和新城，以分流城市中心更新改造后产生的迁出人口，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居住条
件。
但由于1960年代德国城市的快速发展，部分城市的旧城区面临大量拆建.《联邦建设法》制定的规划手
段和规划法律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具有公共财政手段支持的、对私
人建设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和利益补偿的法律手段。
　　1970年代中期，维护和整修历史街区以及其他在城市发展中值得保存的部分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
的重视，与此同时，由住宅、邻里环境及居民之问社会联系共同组成的社区单兀再度成为德国旧城改
造的焦点，城市更新开始转向保留原有城市结构，维护与更新旧有住宅、改善整体居住环境以及重新
恢复市中心活力等方面内容。
1971年颁布的《城市更新和开发法》就是作为一项旧城区改造更新的综合性法律，不仅包含土地开发
利用的内容，而且广泛地包含了旧城居住建筑、建筑环境、公用设施等方面的更新改造内容，同年的
《城市建设促进法》也提出了住宅和城市改造的问题，制定了特殊的规划措施和财政资助条款，并要
求土地所有者补偿由于旧城改造导致地价上涨而获得的利益，以促进城市改造和城市扩展开发活动.从
此.地方性的城市更新和发展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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