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国外学者在惊诧

于中国城市建设规模与速度的同时，对中国城市规划却普遍认为：“中国的城市规

划⋯⋯还只是香港模式、东京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的混合。中国的创新之处也许就在

于项目的施工速度，项目的规模及数量⋯中国城市的发展还没能够作为一种‘模式’

得到西方规划界的承认”。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对北京考察与研究，发现北京

的发展建设不仅突飞猛进，而且还逐步孕育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时代特

色的大城市地区规划建设新模式。希望能通过这个栏目，与关注北京乃至中国大城

市地区规划建设的同仁进行交流与探讨。

大城市地区规划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
——北京与莫斯科、巴黎

雪光日

在世界主要大城市中，对解放后北京

勺现代化建设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无疑是

莲斯科，而在历史文化、精神气质上与北京

受为接近或相似的西方大都市则无疑是巴

冬。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巴黎，它们与北京一

事，都曾经是欧亚大陆强大中央集权制帝

国的首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

匕传统。长期以来，它们又都是西方城市规

锄建设的主要创新实践中心，并曾在不同

互域发挥过各自不同的历史影响；而在近

见代成长为特大城市地区的过程中，两者

己各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规划建

殳模式，并同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大莫斯科地区的规划建设

大莫斯科地区概况

大莫斯科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是沙皇俄

国与前苏联的核心区域，目前依然是俄罗

听联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地域主

要由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的部分区域构成。

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同为俄罗斯联邦中央

关邦管区下辖的一级行政区，其中莫斯科

I亍面积为1081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000万，

节考筒介：事光目，安麓靖_英人，博士，由宸

∈学碱帝与区域规划秉，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城

t驽3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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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10个区，莫斯科洲面积为4．59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为660万(2002年统计)。莫

斯科市与莫斯科州虽然行政上相互独立，

但两者由于长期存在着各方面复杂紧密的

联系，它们早已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自然，

经济和社会综合体”，并在近现代的发展过

程中逐步演化，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市区

为核心、包括周边莫斯科州50多个中小卫

星城市在内的特大城市地区，目前高度一

体化的都市区域约为1．7万平方公里，总人

口接近1500万人，约占俄罗斯人口的1／10。

大莫斯科地区规划建设历程的简要回顾

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时期

莫斯科城始建于12世纪中叶，迄今已

有约800余年的历史。早期的莫斯科是一个

典型的以自发发展为主导的东欧封建城堡

型城市，规模不大，在1400年其人口还不

足5万，15世纪中期后，随着统一的中央集

权俄罗斯帝国的形成与扩张，作为其都城

的莫斯科就逐步发展成为东欧地区最为重

要的政治，宗教与文化中心与主要的商业

贸易中心l 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

莫斯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其仍

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仍

发挥着第二都城的作用。不过，由于远离欧

亚大陆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发

展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落后、缓慢的，到19

世纪初，其建成区仅约20平方公里，城市

人口也只有20万左右，不仅与当时西欧的

主要都城如伦敦、巴黎等存在较大差距，也

远落后于当时清帝国的首都北京。

莫斯科近现代化的改建则始于19世

纪，并主要是在西欧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才

逐步启动的。俄罗斯的工业化起步相对较

晚，发展相对缓慢，其资本主义直到19世

纪中叶废除农奴制后才开始盛行。不过，莫

斯科作为俄罗斯帝国近代主要的经济中心，

其工业化推进的步伐还是比较快的，到19

世纪末，莫斯科的各类工业和贸易企业已

达2万多个，其中工业企业有l万多个，工

人人数达到12万。在近代工业化的刺激、

带动下，19世纪的莫斯科城市建设扩张迅

速，城墙先后被拆除，新型城市设施不断

涌现，并于1851年开通了铁路，到20世纪

初，其人口已超过100万，并成为区域性的

工业贸易中心与交通中心，不仅城市规模

与功能得到巨大发展与提升，传统的城市

结构面貌也得到了初步的改造。

1917～1991年：苏联时期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

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3月从彼得

格勒迁到莫斯科，1922年12月莫斯科正式

成为苏联首都。苏联时期是大莫斯科地区

形成的关键时期。十月革命前，沙俄帝国

还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其城

市化水平仅约为15％-20％十月革命后，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计划经济的全

面推行，苏联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推进，到其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夕的1940年，苏联就已初步实现了工业

化，其城市化水平也达到32．5％；战后随

着经济的发展与国力的壮大，苏联的城市

化水平也一直稳步提高，到1990年达到

66％，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国家。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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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1920年，莫斯科仍然是一个较为落后的

传统城市，其城市人口也只有约100万，但

到1939年，其人口就迅速增长到约460万，

并已初步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战

后莫斯科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城市人口规

模到1980年末已接近900万，如加上郊区

人口，已演化成为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

地区，城市建设的速度与成就令人瞩目。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极大推动了

苏联时期莫斯科的全面发展，也彻底改变了

其数百年来所形成的以自发为主导的发展道

路，并使其城市建设较早就迈入了有计划有

序推进的轨道，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大多数大

城市地区无序盲目扩张的成长路径。作为世

界上第—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的首都，莫斯科的发展建设从建

国初期就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1931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专门开会对此

问题进行讨论，并明确了其规划建设的基本

任务与方向。在国家计划经济强有力的指导

下，莫斯科先后在20世纪30年代与60～70

年代多次编制了城市总体发展规划。这些规

划不仅对大莫斯科地区的成长建设与空间结

构形态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直接推动了不

拘—格的“莫斯科模式”的形成。

1991年以来：俄罗斯联邦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成为俄罗

斯联邦的首都，其发展建设所面临的经济，

社会、政治等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

90年代长期的政治、社会动荡也给莫斯科

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城市

经济全面滑坡，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显著下

降，城市人口也一度出现萎缩流失现象。进

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逐

步走向稳定，拥有雄厚工业基础与丰富资

源的俄罗斯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

刺激下，近些年来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

好势头。在这一背景下，莫斯科的城市建

设逐步恢复振兴，城市人口又重新进入逐

步上升的轨道，目前其市区人口已超过

1000万，并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发展活力。

针对新的形势与任务，莫斯科早在20

世纪90年代便开始着手编制“2020年莫斯

科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方案。新一轮总体

规划已于1998年完成，并于1999年获得

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正式批准，同年又经莫

斯科市议会(杜马)审定后予以了正式颁

布。新的规划以“方便市民生活”为城市

发展目标，一改苏联时期注重政治和意识

形态的规划传统，标志着莫斯科地区又进

入一个新的转型发展阶段。

大莫斯科地区规划建设的主要特征分析

大莫斯科地区发展的起步相对较晚，

但其从一个百万人口大城市成长为一个人

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地区的时间相对较

短，大约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与早期由市

场主导下无计划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地区如

伦敦、纽约、东京等相比，主要成长、定

型于前苏联时期的莫斯科走了一条完全不

同的发展道路，它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

主要由政府推动组织、并根据预先规划建

设形成的特大城市地区，因此，其规划建

设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制度特征。

从空间形态上看，大莫斯科地区似乎

与伦敦、东京等以市场推动为主导的大城

市地区并无明显差别，它也是一种典型的

同心圆圈层式结构，然而，与伦敦，东京

不同的是，莫斯科地区这种结构的形成除

了一些历史原因外，主要是一种有意识规

划建构的产物，而不是自发发展的结果，

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以克里姆林宫、红场为

核心的中心区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

突出地位以及其对全城城市空间景观的统

率、控制作用等。另外，同样是圈层式结构，

但由于有了明确的规划引导与控制(如城

市规模的限制，环城公园绿带与楔形绿带

的设置，分片多中心的布局等)，莫斯科不

仅没有形成封闭的单中心格局，也基本上

没有像伦敦、东京那样出现大规模的郊区

蔓延无序发展与城镇连绵发展等不合理现

象，反而促进了其相对集中、紧凑的城市空

间布局。直到今日，莫斯科地区的人口、功

能与设施等仍主要分布在大环路的市区内

(市区人口超过大城市地区总人口的70％)，

因此，与伦敦、东京广为分散蔓延的形态相

比，其结构虽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而实

际上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从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形态看，莫斯

科的制度特点与优势则体现得更为明显。由

于实现了土地公有制与政府主导建设，莫斯

科较早就全面采取了有计划的社会化、专业

化集中开发模式，并基本上杜绝了私人开发

与低层低密度住宅的蔓延。由于长期坚持以

多、高层建筑为主的中高密度开发，莫斯科

地区不仅实现了空间上紧凑、合理的布局，

城市土地也得到了高效、集约的利用。

如果说空间结构与土地形态显示出更

为明显的制度特征的话，那么大莫斯科地

区的交通组织则更多地反映了其发展建设

的时代背景。苏联汽车工业起步较晚，在

两次世界大战前，莫斯科在城市人口迅速

增长、城区面积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主要

是依托有轨电车、郊区铁路等公共交通来

应对不断增长的城市交通需求，并富有远

见地把地铁作为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1 935年莫斯科建成了第一条地铁线，此

后，就一直持续不断地推进地铁建设，即

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停止过。

目前，莫斯科已拥有一个先进舒适的地铁

网络，由一条环线，八条直线和一条放射

线等构成，线路总长超过270公里，共设

有150多站，几乎覆盖了该市所有的地区，

每天的客流量约为880万人次，约占城市

公共交通运输量的36％(2002年统计)。正

是这一庞大的地铁网络，支撑了莫斯科地

区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市区人口密度超过

10000人／平方公里)。相比于地铁系统，莫

斯科的道路系统在城市交通中发挥的作用

则相对有限。并一直是制约城市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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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其环加放射线的路网结构是

在历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在各次总体

规划中不断予以继承与强化。这一系统由

于大部分道路等级偏低(苏联时期只有大

外环基本上达到快速路标准)，布局不尽合

理，战后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多，开始

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造成了城市交

通的严重拥堵。近年来，在持续增长的私

人小汽车交通的冲击下(目前莫斯科的汽

车总量已超过300万辆)，莫斯科也不得不

对这一道路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升级，

除新建了三环快速路外，还对花园环路与

大环路等进行了扩容整修，并计划修建四

环快速路。尽管如此，其道路系统仍难以

适应城市交通发展的新变化。

大巴黎地区的规划建设

大巴黎地区概况

大巴黎地区从地理的角度看，是指以

巴黎为中心的大都市区$从行政的角度

看，它是法国本土22个大区之一，又称为

“法兰西岛(L Ile—de—France)”，位于法国

北部的巴黎盆地中央该区包括巴黎市与塞

纳一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瓦

勒德马恩省(Val-de-Mame)、上塞纳省

(Hauts-de～Seine)、瓦勒德瓦兹省(Val—

d。Oise)，伊夫林省(Yvelines)、埃松省

(Essonne)和塞纳一马恩省(seine—et—

Marne)等七省，核心为巴黎市，面积为

105平方公里，人口约215万，近郊区包括

塞纳一圣但尼省，瓦勒德马恩省与上塞纳

省三省，面积为657平方公里，人口约400

万l远郊区包括其余四省，面积为11249

平方公里，人口约为500万。大巴黎全区

总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

积的2．2％1人口总计约为1100万，约占

全国人口的18．8‰其不仅是全国人口最

多、最为稠密的区域，全国最为重要的政

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也是具有世

界影响的特大城市地区。

大巴黎地区规划建设历程的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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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发展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

溯到古罗马时期，在中世纪时期它已成为

法兰西王国的首都。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上

千年的建都史使巴黎在西欧具有无与伦比

的地位与影响，城市的规划建设也长期走

在西欧各国的前列，中世纪风靡一时的哥

特风格就肇始于巴魏文艺复兴后，巴黎更

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城市建设主要的创

新中心，其古典园林与巴洛克式城市设计

风格曾引领了近代数百年城市规划建设的

潮流。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巴黎在近

现代成长为特大城市地区的过程中，却走

过了一条相对漫长而不平坦的发展道路。

1789年以前：绝对君权时期

从16世纪开始，法国在意大利文艺复

兴的影响下，也开始了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作为当时欧洲最为强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首都，巴黎成为西方的新罗马，城市建设也

演变成为政治表演、王权展示等重要的舞

台。这一时期，巴黎扩建了王官，建成了一

批新型城市广场，开辟了一些城市园林与

林荫道，并在城郊广修王公贵族园林(包括

凡尔赛等)，不仅中世纪的城市面貌得到初

步改变，大巴黎的空问格局也初现雏形。不

过，由于在海外殖民方面的失利以及封建

制度的束缚，法国的发展特别是工业贸易

方面从18世纪开始就已明显滞后于英国

了，巴黎在这一时期也逐步落后于伦敦。

1789～1870年：城市改造发展主导时期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巴黎也由此迎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法国开始了

工业革命，但由于政权不稳，政局动荡，法

国的工业化与城市起伏不定，巴黎的城市

建设也深受此影响。从总的来看，巴黎在

这一时期还主要是以城市的改造、发展为

主导，郊区化虽然已经出现，但规模与影

响尚不大。通过第一帝国、第二帝国时期

的大规模改造(特别是奥斯曼主政时期)，

巴黎成为当时欧洲最为近代化的城市，其

人口也从1801年的约55万增长至1872年

的185万。目前巴黎老城区的空间格局与

建设风格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形成的。

1871～1958年：郊区蔓延发展主导时期

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

快，巴黎在其推动下也逐步进入一个陕速

扩张的发展阶段。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巴

黎老城区的空间已接近饱和，城市发展的

重心开始逐步从老城区转向郊区，这一趋

势在1921年巴黎市区人口达到其顶峰的约

290万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从那时起，巴

黎市区的人口一直不断下降，而郊区不仅

要容纳大量向首都聚集的外来人口，还要

承担越来越多的从老城区疏散出来的居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国的经济与人

口的快速增长，巴黎郊区的发展更为迅猛，

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巴黎地区的总人口

已超过了800万，其中巴黎市区人口已减

至约275万，而郊区的人口则增至近600万，

郊区化的特征已十分突出。由于第三，第

四共和国的政局依然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

政府多软弱无力，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

影响，这一时期巴黎的发展特别是其郊区

的发展基本以自发的蔓延发展为主导，始

终缺乏政府强有力的规划引导与控制。

1959年以来规划治理与成熟定型时期

针对巴黎郊区蔓延无序的连绵发展状

况，法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试

图引入区域规划等工具对其进行引导、控

制，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1959年后，随

着第五共和国的成立和政府权威的提高，

法国开始大力对巴黎地区进行综合整治，

首先大刀阔斧地对其行政区划架构进行了

调整，成立了覆盖整个大城市地区的一级

区域政府——巴黎大区(后改称为法兰西

岛)，为其规划治理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

础，其次，大力加强了规划工作，巴黎大

区先后在20世纪60、70及90年代数次编

制了“发展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等，对

巴黎地区的交通体系建设、老城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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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郊区的新城开发等都发挥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通过这一系列的体制创新与规

划治理，大巴黎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空间

无序蔓延发展的态势终于在20世纪60年

代中期后逐步被终止，城市开发又重新被

引上了理性，有序的轨道，到80年代后，

随着人口增长趋缓，大巴黎地区的空间格

局也基本发展成熟定型。而所谓的“巴黎

模式”实际上就是在60年代以来的规划治

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它的成功探索又

使巴黎继创造了巴洛克城市设计风格后又

再次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界瞩目的焦点。

大巴黎地区规划建设的主要特征分析

与莫斯科相类似，大巴黎地区的规划

建设与政治，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不过，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长期

具有稳固的中央集权传统不同，法国近、

现代的政治制度更为复杂多变，其不时会

出现一些强有力的政权，但又经常陷入软

弱纷争的混乱局面。政治制度的这种不稳

定性给巴黎的规划建设带来许多直接而深

刻的影响：在政府强势时期，城市发展往

往能受到有力的干预控制，城市建设也能

相对有序推进，反之，在政府弱势时期，城

市的开发往往很容易出现失控、失序的状

况，而有序与失序又经常反复交替发生，

并在其空间形态，土地开发以及城市景观

等方面鲜明地反映出来。

从总体上看，大巴黎地区的空间形态

既不像基本根据规划建成的大莫斯科地区

那样清晰有序，也不如主要由自发发展形

成的伦敦、东京那样混沌杂乱，而是界于这

两类大都市区之间：它既有一些按规划建

设、整齐有序的区域，如老城区，就是在近

代严格按照巴洛克城市设计风格进行改建

而形成的，而上个世纪六、七年后开建的一

批远郊新城，也都是根据规划精心组织建

设的，另一些区域则主要是由自发发展起

来的，空间秩序相对比较零乱，如近郊区，

就是近现代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

序蔓延发展的产物，这里低层低密度住宅

开发泛滥，居住与工业混杂分布，自然田园

空间被大量蚕食，整体景观面貌与老城区

形成鲜明对比。大巴黎地区这种从有序(老

城区)到无序(近郊区)再到有序(远郊区)

的空间形态演化深刻地反映了其发展的轨

迹，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制度烙印。

大巴黎地区的土地利用开发形态也具

有相类似的特点，它既不像莫斯科那样全

面推行多、高层的高密度集中开发，也没

有像伦敦那样任由低层低密度住宅的肆意

蔓延，而是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特点：

它的老城区无疑是欧洲城市中高密度开发

的典型代表，目前其街区仍维持着近代形

成的以多层建筑为主的高密度布局形态，

其人口密度也一直长期居高不下，目前仍

超过2万人／平方公里，郊区则以低层低

密度的住宅建设为主，但也分布着不少主

要由政府负责开发的具有较高密度的多、

高层社会住宅区，远郊新城一般也多坚持

混合密度开发，以丰富城市景观，并为城

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种土地开

发、利用形态既反映了大巴黎地区漫长曲

折的演化历程，也与其发展的社会、制度

背景密切相关，相比英国、俄罗斯，法国

的社会文化更具有多样性，其政治制度也

具有更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在交通组织方面，大巴黎地区混合多

元的特点同样也十分突出。从整体上看，

大巴黎的交通组织不像大东京或大洛杉矶

等那样，以某一种方式为主导(前者偏重

轨道交通，后者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导)，而

是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特点，有所

区别地选取相应的系统来适应各自的发展

需要。如巴黎的老城区，主要是在步行与

马车时代所形成的，人口与建筑高度密

集，且路网多放射状布局，与现代汽车交

通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因此，交通组织

主要依托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巴黎的地

铁始建于1900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

市区的地铁网络已基本形成，此后，地铁

线路又向近郊区拓展，目前大巴黎地区的

地铁线路总长已达221．6公里，拥有14条

主线、2条支线，380个车站，87个交汇站，

老城区中任何一点在方圆500米范围内都

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地铁车站。又如巴黎的

郊区，在铁路时代虽有所发展，但大规模

的扩张则主要发生在汽车时代特别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布局分散，人口密度

较低，郊区实际上并不适合发展公共交

通，因此，区内交通组织一般以私人小汽

车为主，而郊区与巴黎市区之间的联系则

主要依托铁路，郊区铁路与区域快铁(R

6 seau Express R 6 gional)等轨道交

通。大巴黎地区是法国最大的铁路枢纽，

到1995年底，境内已有铁路线1282公里，

车站382个l郊区铁路线325l公里，车站

7767个。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

配合大城市地区的综合治理，推动郊区几

个集中布局新城的开发与副中心的建设，

巴黎又开始兴建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

的区域快铁，目前已建成5条线路，246个

车站(其中33个位于巴黎市内)，系统总

长达571公里。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不仅

大大方便了居民的出行，也极大促进了大

城市地区内部的紧密联系。相对较长的成

长过程、多元化的发展策略使得大巴黎地

区的交通网络既具有铁路时代的鲜明色

彩，也具有汽车时代的典型特征，既具有

相对密集，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也有较

为发达、便捷的快速道路系统(1995年底

巴黎大区共有735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和快

速道路)，轨道交通与汽车交通．公共交通

与私人交通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均衡的发

展。混合交通的组织模式不仅有效提高了

城市运作的整体效率，对大城市区域多样

性的形成与维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北京与大莫斯科．大巴黎规划建设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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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莫斯科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北京地区的规划

建设与莫斯科有太多的相似。在建国之初，

由于相同的制度背景(社会主义)、同样的

政治地位(国家首都)以及当时两国之间

良好的关系与紧密的联系，已有30多年“无

产阶级国家首都”规划建设经验的莫斯科

自然成为北京全面学习，模仿的对象，可

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历次城市

总体规划都受到了“莫斯科模式”的深刻

影响。直到今天，北京的“莫斯科色彩”依

然清晰可见高度集中紧凑的布局形态、以

老城区为中心的同心圆圈层式结构、环加

放射线的路网结构、高密度的立体开发、星

座状的区域空间组织，等等。当然，由于

历史文化、国情背景与发展道路等方面的

差异，北京与莫斯科相比，也存在着一些

明显不恩如北京的“方”与莫斯科的“圆”，

北京的城市轴线与棋盘式路网是莫斯科没

有的，而莫斯科的。楔形绿带”、环城公园

带等又是北京所羡慕的，等等，但这些不

同并不能否定莫斯科长期作为北京规划建

设蓝本的历史地位。不过，在改革开放后，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北京则开始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与时代特色的发展

道路，其规划建设已不再仅仅是莫斯科的

一个简单翻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越了

莫斯科：如北京现已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密

集、庞大的快速交通网络，拥有了4个快速

环路与1个高速公路环路，而莫斯科至今

仍只有两个真正意义的快速环路(全立交、

全封闭)，即大环路与新建成的三环路，目

前北京中心城区已是汽车的天下，而莫斯

科则依然以轨道交通(主要是地铁)为主

导。当然，随着北京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

设以及莫斯科不断加快快速路的改造，未

来两者之间又有出现殊途同归的可能，但

其文化、形态等方面的差别则将始终存在。

北京与巴黎

北京与巴黎都曾经是欧亚大陆最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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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政治礼仪性城市，北京的中轴线与巴

黎的主轴线也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城市

设计杰作，尽管其形态风格迥异，但两者

的精神内涵则是相通，相似的。而在近现

代，作为西方巴洛克城市设计风格的重要

发源地，巴黎一直是世界各国城市特别是

首都竟相效仿的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其大城市地区成功的规划建设经验又

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存在着相似

的文化气质、政治传统(中央集权)和管

理体制(强势政府与等级秩序)，改革开放

后巴黎也自然成为北京学习、借鉴的主要

对象。“巴黎模式”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主

要是在1960—1990年代间)，它既借鉴了

当时在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伦敦规划，

又吸收了战后北欧国家一些大城市地区如

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以及哥本哈根等的

建设经验，并糅进了自己的创新，因此，这

种模式具有诸多综合的特点与优势：如在

发展机制方面，强调市场与计划并行；在

空间布局方面，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在

土地利用方面，倡导混合密度开发。在交

通组织方面，均衡公共轨道交通与自由汽

车交通发展等，它不仅有效避免了以往模

式过于机械、单一的缺陷，也有利于满足

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有利于创造、维持都

市区域的多样性与持久活力。由于文化形

态、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的不同，现状

的北京与巴黎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北京没有出现像巴黎那样的大规模郊区蔓

延现象，但集中予中心城区发展也使老城

区整体保护的效果要远比巴黎逊色得多，

北京快速道路网目前虽优于巴黎(后者现

仅建成两个完整的快速环路)，但公共交通

特别是轨道交通仍无法与巴黎相提并论，

北京城市土地开发的速度与规模要远远超

过巴黎，但其类型，模式仍相对比较单一，

另外，北京目前仍没有完全打破单中心的

布局结构，其城市建设仍高度集中在中心

城区，郊区新城开发还刚刚启动⋯⋯尽管

如此，作为混合多元模式的典型代表——

巴黎的许多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北京认真学

习，借鉴，事实上，北京新一轮的总体规

划已具有一些与巴黎相类似的思路。人们

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与巴

黎的差异将可能变小，而不是在扩大。圜

参考文献

l沈玉辟壕．外蜀城市建谩吏EMl．托京e中霄t

jc工正出应壬E。1989

2 M·B·芷囊欣茅，碍丈舸牵．建筑·环况与碱

章建设l嘲．祀京。中|建筑I业出版社t 1988

3番莓啸稿茅．大布帝地压赞莲交通和碱筷发晨

一碡际经验争i海的研完lMl．1海：再济戈荦出

成私，2002

4费延尹手．静大碱市用地震辰与客运变通模式

IM】．托京}中国建筑I业出版社．2008

5陆锈明i壕．综合交通规鼋jEMl．上海t一济

丈尹出成衽，2002．

8吕事琦．英斯拜碱矿发展总体规别方案评述

m．城市规戈lj．2000．(10)

7寿倍．吕富砖．莫斯科2920年城市总律规划

中的交通规童IjⅢ．|，卜城市蔑簿】．2001．t3)

8月长兴．莫斯拜的碱穸变通与地敛建迂埘．诒

京蔑置lj建设，1998．(4)

9陈昌明．英天伟．莫斯科地莰幕统蔑曾jlJ】．曩

外城市规鼍I】，2003．(5)

10每欢．巴黎走区总律发表规戛哇嘲．|外城市

磊鼍Ij．2000，“)

n囊I健．B摹地区区域蔑潮研宄{J1．托京兢聱j

|￡遁，2002。n)

J2 t耐。王幂．巴赛地压的发展与规老lIJ!．厨外

威章规鸷j．2004．(5)

J3一凌蜃．天巴豢地区的形成与垄体想别震晨

lJl．世莽地理研宽。2000．(t)

J4州fp：／／e．．wikipedia．org

15 hnp：／／www．insee．1r

16 httpl／／www．ct∞．net．cn／file／

200307167484．html

t任壕辑：拳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