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与天津同为沿河而建的大都市，在

城市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河流为空间

发展轴线的城市格局。但由于城市发展历史

和建设历程的不同，两个城市在空间格局和

建筑形态等多方面呈现出巨大差异。巴黎作

为西方发达国家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在城

市空间规划、建筑风格保护、城市空间轮廓

和城市建筑界面控制等方面拥有大量成功经

验。而天津作为成长中的城市，其独特的历

史进程、多元化的建筑文化以及在发展中的

些微混乱与不确定性都使天津具有一种与众

不同的特色。但是，作为一座大型城市，要

在保障快速发展需求的同时又保持独有的特

色，避免千城一面的影响，营造独特的城市

魅力，需要不断地借鉴成功城市的经验。

一、城市建筑形态比较

城市建筑形态控制在城市建设史上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城市建筑形态控制包括城

市轮廓线、建筑风貌与保护以及城市建筑界

面控制等多方面内容。

(一)城市轮廓线控制

1．巴黎。

巴黎的城市轮廓线控制立足于保护巴黎

老城区的整体城市风貌，立法早、执法严，

成为城市的传统轮廓线特色保护较好的城市

之一。塞纳河贯穿巴黎全城，城市轮廓线以6

层左右的公寓式楼房为主，形成水平方向发

展的城市轮廓线特色，而大凯旋门、圣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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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埃菲尔铁塔和先贤祠等标志性建筑沿塞

纳河两岸随地形布置并与大片开敞绿地相结

合，形成城市内主要的景观特色与视线通廊

(见题图)。

巴黎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中心向

外扩展，文物古迹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因而中

心区成为高度控制最严格的地区，高层建筑则

随着城市的扩张在城市边缘地带发展，由此形

图1 天津海河东岸的小洋楼

图2天津海河西岸的古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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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历史风貌建筑，但是却缺少相应的城市轮廓线

控制与保护规划，特别是随着改造开发规划的进

行，土地开发强度偏大，使海河失去了适宜的空间

尺度，原本不宽阔的海河显得更加拥挤、狭窄。

(二)城市建筑高度和风貌控制

1．巴黎。

巴黎是实行城市建筑高度和风貌控制较早的城

市之一，可上溯到17世纪。18世纪，并在实践中逐

步修改和完善。巴黎的建筑高度、控制深度采取限

制最大高度和控制建筑尺度的方式。将外环路包围

的中心区的最大限制高度设置为30米，外围各区为

37米，城外最高可达45米～50米，在新区基本上没有

高度限制。同时，控制建筑尺度，1884年的城市法

规中规定建筑地面至檐口的最大距离为20米，1784

年。1967年间曾5次修改的规划都坚持了这一对建筑

尺度的控制，使巴黎成为一个具有宜人尺度的城市。

2．天津。

天津多年来缺乏对城市高度与风貌的控制，仅

“五大道”等区域将建筑高度限制在檐口高度12米

以及建筑风格控制为欧式建筑的要求，其余建筑大

多以高层为主，缺乏建筑风格定位，没有考虑城市

空间的适宜尺度。 ，

图3巴黎卡地亚中心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天津开始

成了中间低、四周渐次升高的“锅底形”城市轮 对城市天际轮廓线、建筑风貌与色彩和建筑高度控

廓线。 制加以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进行落实。

2．天津。 沿城市主要干道与河流两岸及城市重点地区进行整

天津沿海河发展却没有明确的城市中心与主轴 体退线及高度控制，并通过城市设计确定建筑空间

线，各分区各自为政，多轴线、多中心、多样化的 形态。但由于历史原因，天津将形成传统中式、欧

建筑形式形成了天津多元化的城市特色(见图l和 式与现代化建筑并存的多元化复合型城市风貌。

图2)。 (三)城市建筑界面控制

早期的天津缺乏对城市整体轮廓线控制与保护 1．巴黎。

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的一度滞后又 巴黎老城区建筑鳞次栉比，统一退线且紧密相

限制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迅 连的建筑沿街道界面依次展开，大多数建筑都具有

速发展、大量建设高层建筑的时期，天津仍以多层 相同的建筑风格与相宜的建筑高度，形成完整而连

建筑为主，仅在小白楼等少数地区的局部建有高层 续的城市建筑界面。新建筑在修建时也被要求保持

建筑，城市轮廓线平缓。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 这种界面的延续性。因此，让·努维尔设计的巴黎

导致人口激增、土地资源匮乏，高层建筑逐渐建设 卡地亚中心以开放式的玻璃墙来保持与相邻建筑的

起来，除五大道地区等部分风貌保护区有建筑限高 连续界面，又使基地内的树木得以保留，主体建筑

以保护该地区城市轮廓线外，其他地区均缺乏相关 后退以方便交通，在有限的建筑高度内充分利用地

的认知与法律支持。 下空间来满足使用方面的功能要求(见图3)。

天津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海河沿岸具有 2。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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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城市建筑退线多年来进行了明确的规范

与管理，对不同道路的宽度进行了控制。近年来又

通过城市绿线的规划增大了道路退线的要求，以此

形成宜人的城市空间尺度。但鉴于设计规范与管理

规定的要求，建筑物要各自独立以利于消防及交

通，形成了建筑沿街退线参差不齐，且建筑风格与

色彩通常各自独立的状况，无法形成连续完整的城

市建筑界面。因此，天津的城市建筑界面呈现多样

化特征。

二、城市空间格局比较

(一)巴黎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从空间形态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巴黎以

市区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逐渐扩展。市中心集

聚程度高，并逐渐向郊区方向递减。商业、金融、行

政和科学文化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核心区内，城区边

缘则主要为住宅群，结构简单。新城市规划建设运动

初步形成了当前的城市布局：以塞纳河两岸的广场为

中心，通过放射状的街道把城区连接在一起，基本

格局为中轴对称，市区街道布局呈放射状。

巴黎是一个相对中心明确、发展有序的城市。

城市的中心是位于塞纳河环绕的两堤岛上的巴黎圣

母院和巴黎地方法院。巴黎沿塞纳河发展，主要轴

线为东西向。塞纳河沿岸的城市主轴线上布置了最

重要的建筑群，并有与之垂直相交的副轴，以此确

定城市中心广场的位置，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格局。

城区内的建筑群以6层为主，完整地保留了统一的历

史风貌。巴黎通过城市主轴线的延伸，与充满活力

的现代化新区——拉·德方斯新城相贯通(见图4)。

(二)天津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其形成和发

展与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密不可分。天津最

早作为北京的卫城和南北货运贸易口岸，以海河

畔中式布局天津卫城作为城市的中心。在被辟为

通商口岸、沦为租界地后，沿海河建设了多个租

界地并自成体系，出现了沿海河发展的多中心城

市格局。随后在海河上游又建设了北洋新城，由

此天津呈现出3种截然不同的沿海河并存的独特城

市格局。

此外，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滨海新区，位于

海河人海口，作为天津主城区沿海河向东部的延伸，

经过20-&年的建设，已成为天津最有活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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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巴黎城市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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