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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街区制要小心什么？城市规划中以人为本有多重要？

吴志强：城市规划不要鸟瞰要“人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吴志强指出，城市规划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什么。因为城市规划不是让大家坐在一旁欣赏的，而

是老百姓要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规划完成之后，要让住在其中的人感到满意。应该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一个让老百姓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城市。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尽管城市规划的定义在不断演变，但不变的是人的需求，是

人对城市的美好梦想。一座好的城市，首先，要有特色而不是一个复制品。其次，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城市要有自己的文

化和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有内涵。最后，要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方便，感到有活力。

黄庆桥：杜绝城市盲目建设的冲动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认为，遏制城市建设“摊大饼”“兜底翻”，首先需要城市管理者摒

弃贪大媚洋求怪的错误城市建设理念，不盲目攀比，不脱离实际。同时，还需要在城市建设上坚持科学规划，杜绝长官意志。城

市规划一方面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基本国情、历史文化和当地实际情况，不能

脱离实际盲目照搬他国城市建设经验。“政贵有恒”，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体制上杜绝城市盲目建设的冲动。

朱晶晶：把大写的“人”字刻入城市规划者心里
人民网记者朱晶晶说，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有规划不足，也有管理不力，既需要健全体制

机制，也需要修葺世道人心。新型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是为“人”解决问题、解决“人”的问题。首先，要在城市

规划建设中问计于民，要做到“建人民所需所想之城”，真正做到开门建城。其次，要在体制机制建设中贴心为民，城市建设不

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还应当有配套体制机制的跟进。最后，要在城市价值观建设中立行塑民，倡导清新的社会风气，营造没有

“雾霾”“天蓝气爽”的城市生活生态，让城市生活更加祥和安宁。

鲁宁：把“城市规划”挺起来亟须刚性法治开道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鲁宁表示，医治“城市病”必对症下药，最管用的首味药，非法治建设和管理莫属。从本质上说，规划之

所以成为贴在墙上的“另类壁纸”，主要是因为那些考虑欠周全甚至是唯经济数据好看至上的不当用地项目。这种项目建设越

甚，规划必成一张空文，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正常甚至急需的民生项目用地却不时遭挤占。找准了“城市病”的病源，就

要对追责法条进行增补、细化，明确追责主体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更重要的是，对随意更改规划的市长们加大追责力度，再辅以

其他必需的刚性配套性约束措施，国内大小城市才有望逐步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常武：推广街区制不能走极端
《北京青年报》记者常武说，街区制是与小区制并列的一种城市建设布局形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住宅大多采用这种

布局形式，其好处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供给，提高路网密度和交通效率；弊端则是住宅楼下车流增加、车速更快，由此增加了交

通安全隐患，加重了居住区的近噪音干扰，降低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品质。现在，我国新建小区逐步推广街区制，包括已建成的住

宅小区和单位大院也要走出“封闭”，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但是要注意，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完全无视城

市住宅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品质——不能因为要推广街区制，就把小区制贬得一文不值。

王树盛：现代城市需要“街坊模式”
江苏省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王树盛说，街区是按日常活动步行可接受距离进行空间组织，形成单个街区，街区

之间通过机动化交通衔接构成整个城市。通俗地说，街区的特征是基本生活都能通过步行解决，平均只需步行5分钟左右，通达度

强，而封闭小区尽力维护局部的利益，漠视与外部城市空间关系，街道仅承担运输通道功能，生活功能枯萎。至于开放小区造成

的卫生、安全、权属、居住环境等问题，未来也可以通过信息、通信和技术的发展，采用技术手段规避。开发商及设计师在新的

小区设计过程中也会充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