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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规划体系是由各类空间规划组成的完整、统一与辩证的公共政策与管理体系．本书在界定空间规
划体系的概念、属性基础上，对世界空间规划体系模式进行了划分和分析，阐述了空间规划体系的形
成机理和类型分异，并分析了空间规划体系内在的范畴，及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价值取向。
进而立足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追本溯源，总结并进一步验证其内在范畴和价值取向：结合
实践论述了当代空间发展条件下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并解释了成因，提出了整体重构的必
要性和基本原理。
同时，通过实践考察，提出需按照纵横整合、完善机制的原则，坚持多方案论证，统筹辩证、客体提
取，在重构过程中政府和规划师也需有所作为，最终实现空间规划体系良性跃迁。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区域发展、建筑设计、行政管理、比较政治、土地管理等专业方向人
员及师生参考，也可供城市政府、城市建设及城市管理人员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规划体系论>>

作者简介

　　王金岩，1981年生于山东兖州。
1999年起先后就读于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地理
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并分别获城市规划学士、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和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建筑学系。
学习工作中一直致力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及实践的探索，主要兴趣在城市形态与空间发展、空间规
划体系、人地哲学与规划范式演进等方面。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规划体系论>>

书籍目录

1 引论
 1.1 研究视角与意义
 1.1.1研究的视角
 1.1.2研究的意义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1.2.1 对外国的研究进展
 1.2.2 对我国的研究进展
 1.2.3研究的综合评析
 1.3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1.3.1 研究思路
 1.3.2 研究方法
 1.3.3 技术路线
2 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内涵思辨.
 2.1 理论基础
 2.1.1地理空间论
 2.1.2人地关系论
 2.1.3 规划论
 2.1.4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
 2.2 概念界定
 2.2.1 空间
 2.2.2 规划
 2.2.3 体系
 2.2.4 空间规划与空间规划体系
2.3 内涵思辨
 2.3.1 空间规划体系与哲学
 2.3.2 空间规划体系与科学
 2.3.3 空间规划体系与制度
 2.3.4 空间规划体系的属性
3 外国空间规划体系的范畴、价值及类型
　3.1 西欧模式
 3.1.1不列颠模式
 3.1.2拿破仑模式
 3.1.3 日耳曼模式
 3.1.4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与西欧模式综合分析
 3.2 美澳模式
 3.2.1美利坚模式
 3.2.2澳大利亚模式
 3.3 东亚模式
 3.3.1 日本模式
 3.3.2 韩国模式
 3.4 类型与价值综合分析
 3.4.1形成机理
 3.4.2 类型分异
 3.4.3范畴价值
4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范畴与价值流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规划体系论>>

　4.1 古代与民国时期
 4.1.1 古代范式
 4.1.2 民国探索
 4.2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
 4.2.1 发展流变
 4.2.2 价值取向
　4.3 范畴与价值综合分析
5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时代反思与重构原理
 5.1 困境分析
 5.1.1 行政困境
 5.1.2 运作困境
 5.1.3 法律困境
 5.1.4 困境解释
 5.2 时空判断
 5.2.1 基本范畴
 5.2.2派生范畴
　5.3 重构原理
　　⋯⋯
6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方案与机会选择
7　结语
参考文献
图表不源
附录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规划体系论>>

章节摘录

　　联合投影型以日本和韩国为典型代表，那么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我国呢？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适合我国，并且根据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历史发展的惯性，我国似乎形成了“主体功
能区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的空间规划体系，
虽然这种体系彼此之间的衔接关系可能连规划制定者本人也说不清。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可以以联合投影模式为基本的切人点，进行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整。
　　状况拼贴型空间规划体系最典型的就是前述的美澳模式。
那么这种类型是不是我国就不需要了呢？
事实上不是。
状况拼贴型空间规划体系有三个运行基础。
其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
市场经济体系能够保证规划依托市场的平台进行运作，而避免行政干预的影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就是如此。
其二，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够保证规划不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十分的重要。
其三，公众和社团参与的热情程度。
再加上，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这与中国人多地少、灾害众多的基本自然地理状况是
完全不同的。
状况拼贴型空间规划体系其自身的弱点也在于此。
状况拼贴型空间规划体系在解决跨区协作和区域统筹的空间问题的时候存在着自己的弱点。
由于我国的基本地理状况，如果过多地采用“特事特办”的“状况拼贴”，则会使制度化的运行陷入
困境，导致混乱，如前述的“要规划”隐含着“要改革”。
从中国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国形成相对集权政治体制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基于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灾害治
理的（黄仁字，2007）。
比如古代黄河的治理、共同防御体系（长城）的建立、粮食安全问题通过南北大运河运输的解决，现
代的江河流域治理、跨区的区域经济协作等。
这些空间问题的解决反映了我国中央层面上需要“空间规划特事特办”的情况比美国和澳大利亚要多
出很多。
因此，空间规划体系的主体完全采用状况拼贴型，对我们这样一个自然地理空间状况和人口分布情况
都异常复杂的国家来讲是不现实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不需该类型，“状况拼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类型，与其他类型一起构筑我国的
空间规划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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