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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交流学习期间，作者走访调研多个城市，了解德国城市规划管理与建设的相关知识，总结德国城市规划管理与建设特

色及德国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作为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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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围城rfi规划管理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面积35．7万平方公里，共16个联邦

州．各州中小城市规划建设局的职责是对各中小城市、农村上

报的建设项目进行审查，发放规划、建设许可证；并对需要上

报州政府较大建设项目，组织各单位进行评审、列表上报；组

织上报需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财政支助一系列公用建设项目的

计划：对本地的建设项日进行监督与管理。

对于小城镇建设的管理．德国政府设立四级管理机构对小

城镇项目加以控制。凡属于规划、建设技术规范及指标的具体

内容由各地“城市和社区建设联盟”负责。联邦政府规划建设

局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本州的规划原则和一系列较为具体的

建设法规．指导本州的规划与建设；在当地的城市与社区建设

联盟的协助下．组织审核一系列需要州政府财政支助的建设项

目，列表上报联邦政府：对本州各地方政府上报的较大建设项

目。进行审查与批准。

德国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管理水平都很高。德

国在城镇建设上一方面严格管理土地、环境等重要问题，另一

方面又大量放权给地方．充分发挥积极性和自主性，但这一切

又都必须是在规划法规的框架内。

二、德旧城IH建设

德国的城市规模一般都不大。城市格局通常是火车站设在

市中心。火车站附近是城市商业中心、博物馆、教堂和广场。

商业中心通常为步行区，商业街两侧是欧式传统建筑，漫步在

这样的商业中心会使人感受到历史、文化和传统的震撼；与此

同时。城市通常在新开发的Ⅸ域搞建设，新城Ⅸ、高新区、工

业区合理分流城市压力，又为经济增长、城镇发展营造了空

间。

德国既没有过度拥挤，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也没有破旧不

堪农村地区。良好的区域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网络为城市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无论是大城市、中小城

市或几万人口的小城镇，各项市政设施的水平基本一样，几无

差异。加之方便的购物餐饮等生活配套条件，接近大自然的生

活环境．使小城镇拥有很多大中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根据城市人口的增长或缩减．在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

响下．人口缩减的城市，则按规划需求，把原有的老厂区、住

宅Ⅸ和其他已弃置不用的建筑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或相应地在

规划标准要求下重新改造成住宅小区。或改造成公共设施场所

等措施吸引人口；而在人口增长的城市，则按照规划，依据实

际需要，分片分Ⅸ地建设。每个小区都有内部独立但又与外面

紧密衔接的公共交通系统。有住宅、商场、学校、医疗机构、

体育场所和居民集会的广场、绿化地带、供电、供水、供热能

的排放系统装置。实现分区建设。

三、德闰城I精规划管理与建设特色

(1)大众参与城市规划

德国的城市规划是向公众公开的，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普

遍征求社会团体或公众的意见．鼓励他们参与规划。如位于德

国梅克伦堡州维斯玛市的欧洲工程教育中心，初始方案将建于

紧邻波罗的海地块．维斯玛市民提出要留给市民观海的空间这

一意见．规划建设局综合考虑居民意见，欧洲工程教育中心建

在离海2米的地块上．留出维斯玛市民观海空间。公众想了解

规划情况，到政府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都能很方便地进行查询。

(2)历史文化名城和古建保护

德国城市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各地把对历史文化和对老街

小巷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注重城市特色的营建。德国

城市普遍具有古城风貌、自然优美的特点，很多城市的闻名以

及悠久历史的延续主要在于其城市建筑的精美、历史文化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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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l■尼黑马克西米利安商业街

围2菲森天鹅堡最观

图3慕尼黑圣彼得教堂

圈4慕尼黑市内有轨电车

厚，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德国对

古建筑、古文化一般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有选择性地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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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海德堡内#河景观

图6海德堡内卡河岸景观

图7维斯玛老城广场

留了历史古迹，又适当利用为社会服务。这样，也解决了维修

和管理经费的来源『廿J题。

(3)方便快捷、完善先进的城市设施

德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城市政

府将财力的主要部分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维修。城市的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城市功能得到较好发挥。首先，文化、体

育、卫生等公共设施配备充足，一般城市都具有规模不等、档

次不等、数量较多的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尤其是建设大

中小学校以及各类职业学校、培训学校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

职能之一。因此，德国的教育发达．大学城众多成为德国的一

个特点。也成为德国人口素质提升的一个基础性保障。其次．

供热、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也很齐全。德国的城

市尽管显得比较“老”。但其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强，覆盖面

广，可以说是城乡一体化配套。没有“短缺性可能”的配套。

最后，城市交通覆盖所有城镇。空中运输、 (下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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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习借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成功经验，在薪

金、住房、职称、户口、子女求学、技术和无形资产人股等方

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的人才环境。使天津成为各类人才争相拥人之

地。第二：要立足自身教育资源，通过优化配置教育资源，适

当扩大招生规模。加强人才培训，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等方

式，广开渠道培育人才。第三，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进

一步完善人才市场，为人才的有序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以充分挖掘人才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才的利用效率。

12．加强法制建设，为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天津城市空间

结构提供法制保障。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加强

法制建设密切相关，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城市空间结构的优

化就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当前尤其重要的是从如下两方面人

手，加强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法制化进程：第一，加快制定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违法必

究。第二．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依法界定政府与企业、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减少行政干预，运用法律

手段，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职能，同时将更多的社会事物交由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来承

担，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形成行为

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树立

法治政府的形象。

13．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构建知识经济

时代的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提供体制保障。根据非平衡系统理

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活力。

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则发展活力越强。经过20多年的改革

开放，天津的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珠江i角洲和

长江气角洲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

非国有经济比重过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因此，必须以产权

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国有经济改制步伐，大力发展非国有

经济。不断壮大民营经济。消除构建知识经济时代天津城市空

间结构的体制性障碍。

14．建立区域联合与协调机制。促进天津与京冀地区持续

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的持续协调发展对于构筑京津城市带。

打造世界城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持

续协调发展．要参照德国、英国等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区域联合

与协调机制的成功经验，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或中央政府

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妥善协调解决京津冀地区的经

济、交通、规划、生态环境和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重大问

题。

1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为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天津

城市空间结构提供生态保障。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环

境恶化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天津也不例外，如果不引起高

度重视，必将影响天津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但由于环境问题的

全球性、地区性和系统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问题不可能

靠一个城市就能加以解决．只有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才能使自身的环境恶化问题得以解决。因此，天津应与京

冀地区携起手来，共商环境保护和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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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页)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使城市间的“距离”缩短，

畅通无阻：市内的地铁、有轨电车、公交车、私家车数量众

多，竞相奔流。柏林、汉堡等德国很多城市公交车线路密、班

次多、整点整时、快捷方便。

(4)生态环境建设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的自然环

境，相对稀少的人口．天然森林、天然草坪形成了森林覆盖的

生态环境。城市规划中，德国极其重视绿化工作，对生态环境

建设堪称世界典范。

水清鱼欢的城市河流。著名的城市大多与著名的河流相依

生辉。一条纵贯德国西部长达1300公里的莱茵河就将科隆、

波恩、杜赛尔多夫等城市汇集于两岸。莱茵河是德国的母亲

河，哺育和滋润着众多城市，也得到了众多城市共同的保护和

治理，目前莱茵河水质优良，原先几乎绝迹的鱼类又开始繁

衍、生息。海德堡市的内卡河是海德儇人引以为自豪的河流，

内卡河从东至西横穿海德馒市与莱茵河交会，人们在河边的草

地上读书、聚会、活动、聊天、追逐、享受阳光⋯⋯

(5)风格各异、实用美观的城市广场

城市广场是城市空间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城

市广场众多，有文化广场、商业广场、交通广场、园林广场、

集散广场等风格各异、功能独特的广场，广场建设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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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是广场的主题比较突出。尤其是纪念性、历史性主题

较多。使人一到广场就能被城市的历史所吸引和征服。二是广

场的规模适中。在德国很多城市。人们穿行在狭窄弯曲、商店

林立的街道中，突然出现的广场使人感觉很好。阳光普照广

场，布置优雅的咖啡座，尽管广场面积不大，却让人感受到真

正需要的广场空间。i是广场的生态效果显著。一般广场的铺

装均用天然石材，自然铺装。广场栽植大量的乔木，种植大面

积的草坪和灌木。人们在自然的环境中真正享受自然的阳光和

空气。

德国的城市规划管理与建设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

是．德国社会建设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和存在很多问题，

如过度的社会保障．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难以保障城市建设

和运营需要：过度的民主自治，难以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利

用；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等问题呈上升趋势。我们在吸收其

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其存在的问题。善于学习和

借鉴．以提高我们自身的业务水平，促使我们把自己的城市建

得更好更美．更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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