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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拉瓦莱：从新城到欧洲中心

【摘要】20世纪60年代，在地区

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的背景下，巴黎地区及时认识到

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性，以长期

的区域规划探索为基础制定和实

施了新城政策，从区域高度协调

地区城市化发展、重构区域城市

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提高地区整体实力，使巴黎能够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城市竞争中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这对正处于大

发展时期的北京地区来说，应该

是一个极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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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区新城建设回顾

1 新城政策的缘起：相关的历次区域
规划

巴黎地区的新城政策出台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当时，巴黎地区经历了近20年的

战后经济复苏，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都呈现

加速发展态势，因此新城政策很容易被理解

为应对现实发展的一时之举，但实际上它却

是20世纪以来一系列区域规划长期酝酿的

结果，更是人们对城市和区域的概念认识不

断提高和深化的结果。

，，f以限制为主题的区域规划为瓿城政策

的出台做好7铺垫

19世纪末，在工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巴

黎地区的城市建设开始规模增长，工业企业

在近郊自发集聚，独立式住宅在工业用地外

围无序扩展，甚至呈过度蔓延趋势。为了对日

益增加的城市建设进行有效的规划管理，

1932年法国通过颁布法律提出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根据区域开发的需要设立巴黎地区，对

城市发展实行统一的区域规划。这是法国历

史上第一次从区域高度干预城市建设和管理，

它促使了2年后PRosT规划Ⅲ的出台，标志

着巴黎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规划的开始。

PROST规划将巴黎地区定义为以巴黎

圣母院为中心、方圆35公里之内的地域范

围，将限制城市建设用地、保护非建设用地

作为抑制郊区蔓延的主要手段。规划在确定

了绿色保护空间的范围之后，根据城市建设

用地现状，将各市镇的土地利用划分为城市

化地区和非建设区两种类型；前者被视为规

划的城市建设区，将容纳所有新的城市建

设；后者被视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用地储备，

严禁进行任何城市建设活动。由于限定了可

建设用地的范围，规划在避免城市蔓延发展

的同时也否认了城市合理生长的可能性和必

然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正是由于

PR0sT规划将非建设用地作为未来城市发

展的用地储备加以严格保护，才使得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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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化布局成为可能，这其中就包括了马

恩拉瓦莱新城的第二分区。

1956年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简

称PARP规划)继承了PRosT规划的指导思

想，继续主张通过界定城市建设区来限制城

市空间的扩展，同时提出降低巴黎中心区密

度、提高郊区密度、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的新

观点，建议积极疏散中心区人口和不适宜在

中心区发展的工业企业，在近郊建设相对独

立的大型住宅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建设卫

星城。事实上PARP规划中的城市建设区范

围比PROsT规划还要紧凑，新建的大型住

宅区和卫星城基本被安排在现状城市建成区

内见缝插针地进行，以确保郊区的人口增长

不会导致城市用地的继续扩大，从而达到提

高郊区密度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PARP

规划提出了4条环路加若干放射状道路的区

域道路结构，并建议加速区域快速轨道交通

网(简称RER)建设，这为10年后的新城

开发在基础设施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0年的《巴黎地区区域开发与空间组

织计划》(简称鼢DOG规划)是在法国城市人

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的背景下编制

完成的，但是通过界定城市建设区来遏止郊区

蔓延、追求地区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没有改

变。规划认为未来巴黎地区城市发展的重点不

是城市空间的继续扩大而是现有建成空间的结

构调整，因此建议：利用工业企业扩大或转产

的机会向郊区转移以疏散中心区，通过改造和

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极核以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

间格局，通过鼓励巴黎地区周边城市的适度发

展或新建卫星城镇来提高农村地区的活力；显

然，新的城市建设要么被集中在现有建成区之

内，要么被转移到巴黎地区以外。Ⅳ删规
划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在现状城市建成区内设

立了若干新的城市发展极核，与巴黎共同组成

“多中心的城市聚集区"【2】；这是所谓的“新城”

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区域规划文件里，对

5年后的新城政策是一个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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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市建设不断增加、城市空间

不断扩张的现实，PROST、PARP和

PAD()G规划均采取了以限制为主的保守

态度，试图通过界定城市建设区范围、规

范新增城市建设布局的方式来遏止城市

蔓延的趋势；虽然规划引入了区域概念，

其关注点仍然局限于城市建成区本身。

事实证明，狭隘的区域观念成为上述规

划的致命弱点，由于实际的人口增长速

度远远超出预测水平，规划的城市建设

区范围屡屡被突破。但是不可否认，正是

由于这三次区域规划的铺垫，才使得新

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成为可能。

72以发展为主题的区域规划刺激7新

城的诞生和发展

1964年巴黎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制

正式成立，辖区面积扩大到12000多平方

公里，《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

导纲要1965～2000》(简称sDAUI冲规划)

于翌年编制完成。面对60年代以后巴黎

地区城市化加速、经济和人口双重增长的

现实，新规划坦承城市建设用地继续扩大

的可能．眭和必然性，因此优先考虑满足人

口增长和建设发展的空间需求，而把保护

农业地区和自然空间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上。规划建议：将新城市化沿地区内自发

形成的发展轴布局，作为优先发展的城市

轴线；在现状建成区和新城市化地区内大

力发展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形成多中心的

区域空间格局；利用公路、铁路、RER等

交通基础设施引导潜在的城市建设，并且

作为优先发展轴上城市化地区的主要交通

手段。考虑到巴黎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

条件、历史沿革以及实施的可行性，规划

在塞纳、马恩和卢瓦兹河谷划定了2条几

乎平行的城市优先发展轴线，从现状城市

建成区的南北两侧相切而过，并在其上设

立了8座人口规模介干30～100万之间的

新城，作为重点开发的新的地区城市中

心。至此，新城建设成为巴黎地区城市发

展的主要政策之一。

显然与以往的历次区域规划相比，

sDAu融，规划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它不再将限制城市空间扩展视为

规划的首要任务，而是把目标转向促进

区域的整体均衡发展，因此提出城市发

展轴线、新城和多中心的区域等概念，在

强调完善现有城市建成区的同时主动为

城市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兼顾城市

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需求，顺应

了区域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它从区

域高度构架了巴黎地区的城市空间格局，

对促进巴黎地区的整体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此后，巴黎地区又分别在1976年

和1994年进行了2次区域规划，根据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城市发展政策

和城市建设布局做出了必要调整，但是

区域空间格局始终没有改变，新城也始

终是城市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从60年

代末70年代初开始，新城建设陆续开工，

至今已经初见规模。

2巴黎新城的特点

与伦敦新城相比，巴黎新城的最大

特点在于：它始终是区域城市空间的组

成部分，而不是孤立于现状城市建成区

之外的游离因素，其目的在于促进城市

建设在半城市化地区集聚发展，以加强

城市化的空间整体性，促进区域的整体

发展。这一特点在新城的功能定位、区

域布局、空间组织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新城的功能定位：首先，巴黎新城

建立在地区人口增长的基础上，以吸纳

新增人口(特别是半城市、半乡村的城

乡交接地带的新增人口)为主要职能，避

免人口向巴黎市区的过度集聚；而不是

像伦敦新城那样，以伦敦地区人口规模

保持稳定为前提，主要容纳来自市区的

外迁人口。其次，新城作为多功能的地

区城市中心，同时服务于新增城市居民

和郊区现有的广大居民，参与对现状城

市建成空间的结构重组(见表1)。

新城的区域布局：巴黎新城的区位

选择相对而言比较靠近巴黎，平均距离

大致在30公里左右，而且与巴黎保持便

捷的交通联系；尽管相互之间有山体、林

地、沼泽等的间隔，新城与现状城市建

成区在空间上基本是连贯的。伦敦新城

则为了避免与现状建成区连绵一体，通

过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与中心城

市保持相当的空间距离，平均在50公里

以上，甚至有个别新城超过了100公里。

新城的空间组织：巴黎新城不是在

一片处女地上从无到有发展起来，而是

在已经半城市化的地域内，利用新建城

市中心的辐射作用，将一定范围内的住

宅区、工业区、娱乐区等集聚在一起，提

高半城市化地区的建设密度，带动其逐

步向真正的城市化地区转化；有学者因

此指出，就本质来看巴黎新城更应该被

称为“新城市中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新城”(Pie仃e Medin，1982)。在内

部空间组织方面，巴黎新城一般由中心

区、住宅区、工业区和开敞空间等功能

空间组成；它们以砒狼站场为核心，呈

圈层状布局。

新城的建设管理：巴黎新城不是一

级行政建制，不存在独立的新城政府，而

是由特别成立的新城国土开发公共规划

机构(简称EPA)，以多重身份参与新城

的规划、建设与管理。首先作为具有公

共性质的国家派出机构，它负责编制新

城的土地开发计划和用于住宅建设、市

政配套和土地征用的财政计划；其次作

为具有私人性质的开发机构，它承担建

设用地的征用、配套和出让；此外作为

表1 1965年以来巴黎地区的新城规划调整及其人口增长变化(单位：万人)

1965年规划 1969年规划⋯ 1968年 1975年 1982年 1990年

博尚 30～50

塞日蓬图瓦斯 70～100 塞日蓬图瓦斯 33 4．2 7．0 10．3 15．9

埃夫利 30～50 埃夫利 50 O．8 2-2 4．7 7．3

芒特 ? 30～40

努瓦西勒格朗 70～100 马恩拉瓦莱 30 8．6 lO．3 15．3 21．1

蒂日利略桑 40～60 默伦塞纳 30 1．7 2．9 4．8 8．2

西北特拉普 30～40
圣康坦昂伊夫林 30 2．5 5．O 9．3 12．9

东南特拉普 40～60

合计 450 173 17．8 27．4 44．4 65．4

占地区新增 90 33．7 15．2 87．6 35．8

人口比重％ (65～oo) f68～901 (68～75) (75～82) (82～90)

资料来源：Peter Hall．The world cities(mird edition)，P79．weidenfeld and Nicolson，London．1984．

Minis惦re de 1’∈quipe眦m，du Logemem，des TraIlspons et du Tourisme．AⅡas Statistique desⅥlles NouVelles

dtlk．de．fhnce：∈volu吐on 1968．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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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长久合作伙伴，它协助地方解决

复杂的技术问题、建设跨市镇的市政基

础设施等。在土地开发或建设项目完成

后，EPA将通过有偿或无偿转让的方式，

把管理权移交给各相关市镇或者由相关

市镇联合组成的市镇联合体，由地方政

府行使具体的管理职能，从而保证新城

开发中的利润回归到地方财政。

表2马恩拉瓦莱新城的4个城市分区及其人口增长变化(单位：万人) 、

城市分区 相关市镇 土地面积 实际人口 规划人口

(由西向东) (个) (平方公里) 1975年 1982年 1990年 1999年 2006年

巴黎之门 3 21 6．12 7．44 9．06 9．97 10．66

葜比埃谷 6 38 1．57 4．70 7．90 8．51 8．66

比西谷 12 6l 240 2．74 3．62 4．98 7．42

欧洲谷 5 32 0．25 O．33 O．52 1．19 4．05

合计 26 152 lO．34 15．22 21．10 24．65 30．70

3 马恩拉瓦莱新城的规划建设
资料来淝EPAMARNE、EPAFRANcE·M啪。’18。V811 6。。“c“1脏8 2000

3．，新城概况

马恩拉瓦莱新城是巴黎地区5个新

城之一，位于北部城市发展轴线的东端，

由来自3个省的26个市镇共同组成，占

地约152平方公里，在东西长22公里、南

北宽3～7公里不等的地域范围内呈线型

分布，并被重新组合成4个城市分区(见

表2)；它在区位、交通、环境、人文等

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具有相当大的发

展潜力，是公认巴黎新城中发展最快并

且最为成功的一个(见图1)。

1965年的sDAUI冲规划曾针对马恩

拉瓦莱新城的发展提出若干概念性原则，

即：作为新的地区城市中心，新城既要服

务于新城市化地区，也要面向现状半城市

化地区，以缓解郊区就业岗位缺乏、设施

配备不足的矛盾，促进巴黎东部地区的重

新平衡发展；新城的空间布局采用瑞典新

城模式，围绕地铁车站组织城市空间，并

在新城最西端建设城市中心，等等。

1969年马恩拉瓦莱新城正式开发建

设；1972年，马恩拉瓦莱国土开发公共

机构(简称EPAMARNE)针对新城前3

个分区展开了全面的规划研究、土地开

发、市政配套工作，标志着新城开发进

入到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为了配合与迪

斯尼公司的投资合作，法兰西国土开发

公共机构(简称EPAH渔NCE)于1987

年启动了新城第四分区的规划建设，预

示着马恩拉瓦莱新城发展史上一个新的

建设时期的开始。

32新城的规划设计

马恩拉瓦莱新城不像传统城市那样，

缓慢地自发发展起来，而是在地区城市

化加速发展的前提下，经过周密的规划

设计，在短期内迅速建设起来的；它的空

间规划不仅要满足城市快速增长的现实

需求，更要考虑适应城市发展的未来变

化，需要有高屋建瓴的

远见卓识。因此在法国

城市规划界，马恩来瓦

莱新城的空间规划被认

为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一

次大胆创新，其特点可

简单概括为：城市优先

发展轴线、珍珠串状的

不连续城市建成空间、

合理分工的等级化交通

体系和具有凝聚力的城

市组团(见图2)。

新城北枕马恩河、

南倚大片森林，二者都

是必须严格保护的重 图1马恩拉瓦莱新城的区位和交通条件分析

要自然景观；特定的自

然条件决定了新的城市建设只能在二者

之间呈线型展开，即以RER的A号线和

4号高速公路为依托，由西向东形成城市

优先发展轴线。这种线型布局一方面具

有功能上的实效性：作为空间依托的交

通干线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服务，得到保

护的森林水系成为居民们就近享受的自

然空间；另一方面又具有操作上的灵活

图2马恩拉瓦莱新城的空间布局分析

资料来源：PCarle，A．N．五1blena，M．L舢naistre et J．P．Baietto．Axed’U慨isationNouvelle delaVallee dela

Manle．Urbanisme，1969，114，p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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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扩大了项目实施的时空范围，不

仅可以在统一的结构框架下，灵活安排

建设项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实施进程，

并且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时容

纳不同风格和类型的建设项目，形成多

元并存的局面。

同样出于保护自然空间的考虑，

加之密切住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愿望，

城市优先发展轴上的建设用地被分解

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城市组团；它们通

过RER的A号线和4号高速公路相互

联系，又被南北向的绿色空间相互分

隔，形成珍珠串状不连续的布局模式。

这与传统城市建成空间连绵发展的城

市形态截然不同，是马恩拉瓦莱新城

规划的独创性所在。

新城的交通系统规划考虑了内部与

外部两方面的交通需求，并且针对公共

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特点进行了合理分工：

新城内部以及新城与巴黎之间的交通联

系以公共交通为主，其他对外交通则以

私人交通为主。作为优先发展对象，公

共交通由铁路交通(包括RER)和公共

汽车交通共同承担；前者主要面向新城

与巴黎之间以及各个城市组团之间的联

系，后者则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服务于城

市组团内部及其周边地区。

城市组团内部的各种功能空间呈圈

层状布局，建设密度和人口密度由中心

向外缘逐步降低。即：以RER车站为空

间组织核心，周围集中布置各种公共服

务设施、商务办公机构以及一定数量的

居民住宅，形成相对密集的组团中心；其

外围分布以集合式住宅为主的居住区，

中间还可安插部分占地少、干扰小的生

产企业；在居住区以外，沿公路或铁路布

置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在组团边缘则分

布着低密度的郊区住宅及大片的自然空

间；自然的林地、水系被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荫步道联系在一起形成绿脉，与密集

的建成空间相互交织穿插。这样的布局

方式缩短了住宅与交通枢纽、服务设施、

工作地点和自然空间之间的距离，减少

了城市组团内部的汽车交通需求，提高

了公共服务设施的聚集效益，从而增强

了组团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凝聚力。

3．3新城建设的分期实施

马恩拉瓦莱新城的建设是分期实施

图3马恩拉瓦莱新城的4个城市分区及其中心

的，4个城市分区分别建于不同历史时期，

目前的发展进程也有明显差异(见图3)。

第一分区建于70年代初，是新城城

市中心所在地，至今已形成相当规模，成

为除巴黎和拉德芳斯以外的第三个三产

就业中心，在调整巴黎东郊空间结构重

组、促进巴黎东郊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十分突出(见封2彩页图1)。同时，早

期开发活动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住宅开发速度过快、强度过大，新老

城市化地区之间因尺度上的强烈反差而

产生空间上的割裂感，削弱了城市组团

的整体性和凝聚力；二是住宅建设过多

采用了尚未成熟的新理论、新技术，一些

激进的设计思想带来了非人性化的超大

尺度，某些不成熟的设计手法(如通过高

架平台联系高层住宅)破坏了住宅的安

全感；三是集合式社会住宅占住宅总量

的比重过高(超过90％)，吸引了大批没

有生活着落的外来移民，使不少住区陷

入经济和社会困境；四是现有就业岗位

数量距实现居住与工作就地平衡的目标

还有相当的差距。目前第一分区的建设

速度已经趋缓，城市发展开始从外延扩

张转向内涵提高，重在提高城市环境质

量和居民生活质量，例如消除新旧街区

之间的割裂现象、缓解部分住区的社会

问题、增加当地就业岗位数量，等等。

第二分区在70年代中期开始动工建

设，以容纳由于新城城市中心的吸引而

产生的人口增长，新建住宅的增长速度

在4个城市分区中是最快的；同时随着

巴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一些新

型城市功能空间(如产业园区、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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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不断出现；例如成立于1983年的

迪斯卡特科学城，顺应了国际上创建科

技中心的发展潮流，填补了巴黎东部地

区没有从事高等教育培训和基础应用研

究的专业机构的空白，截至目前已吸引

了十多所欧洲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

近200家企业的研发部门在此安家落户，

主要从事建造艺术、电子技术和信息技

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大大提升了巴黎

东部地区以及马恩拉瓦莱新城的发展质

量，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研

究和培训中心(见封2彩页图2)。可以

说，第二分区在马恩拉瓦莱新城的发展

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的角色，表现出新城

在过渡时期的发展特点，面临着内涵提

高和外延发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建

于70年代的街区因各种社会问题而陷入

困境，使新城不得不致力于提高现有建

成区的生活和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为

了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新城又必须不断开拓新型城市功能空间。

第三分区的建设在1985年拉开帷幕，

比前2个分区晚了十多年，目前仍处于起

步阶段。它依托原有市镇，由住宅、商务

办公和产业开发等几大功能区组成，主要

职能是接纳以知识经济生产为特征的新型

企业，以适应80年代以来巴黎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新趋势。新

区的规划设计严格遵循60年代末制定的

空间布局原则，同时又表现出与早期城市

组团不同的设计风格：一是城市外部空间

设计有回归古典主义的倾向，不仅采用了

几何形的路网结构，而且大量使用了古典

的设计语汇；二是将更多的绿化空间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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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建成空间，形成自然风格的城市环

境；三是在住宅设计中更加突出人性化和

多样化特点，不仅增加了独立式住宅的比

重，而且在集合式住宅中大量采用中等尺

度的院落式布局。这些变化反映出新城开

发对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此不

难看出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

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新城建设的影响(见

封2彩页图3_4)。

按照早期的规划设想，第四分区将

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就业中心，在新城

的城市化进程达到相当程度后，可以取

代第一分区而成为新城的城市中心。事

实上由于80年代出现的财政困难，它的

建设直到1987年，来自法国的中央、地

区和省三级政府与美国迫斯尼公司达成

“以创建巴黎迪斯尼主题公园为契机，共

同投资、分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集

旅游、娱乐、商务、居住为一体的城市

综合体”的合作协议之后，才得以落实；

1994年，专门为迪斯尼乐园而修建的高

速铁路客运车站建成通车，重新编制的

《巴黎地区国土开发指导纲要》(简称

SDRIF规划)又将马恩拉瓦莱新城确定

为巴黎地区5个重点发展极核之一，在

这些利好因素刺激下，城市建设更是加

速增长。作为马恩拉瓦莱新城最年轻的

一员，第四分区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作

为新城开发的主要投资方之一，迪斯尼

公司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城市发展中的

作用和地位都可谓举足轻重【4】。自1992

年巴黎迪斯尼乐园开放以来，这里已经

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度假的首选目的地，

每年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人数近

1200万，在社会、经济、旅游、税收和

创汇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收益(见封2彩

页图5．6)。

3．4新城开发的认识转变

回顾马恩拉瓦莱新城近30年的发展

历史，对比分析4个城市分区的发展进

程，不难看出新城开发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一些微妙变化，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

对城市建设的不同要求，以及人们对新

城及其规划设计的认识转变。首先，城

市发展动力由传统制造工业向新型技术

工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商务中心、研发

机构、产业园区以及主题公园等新型城

市功能空间大量出现，并在城市空间布

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迪斯卡特科学

城、巴黎迪斯尼乐园等；其次，城市增

长模式由外延扩展向内涵提高转变，新

城规划建设更加注重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和城市生活质量，体现对自然环境和社

会人文的尊重，例如强调城市外部公共

空间设计，住宅建设从以集合住宅为主

转向集合住宅与独立住宅并重，增建文

化、娱乐等服务设施和城市绿色空间等，

再次，建设资金来源由以国家投入为主

向国家投入与国际资本并重转变，拓宽

了新城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未来的

城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可以

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此外，

新城建设管理由强调分期分区向强调城

市空间发展的整体性转变，鼓励跨市镇、

跨分区的合作，以加强各市镇、各分区

之间的联系，强化新城发展的整体性，例

如迪斯卡特科学城选址在2个城市分区

的交界之处，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4巴黎新城建设的意义

目前，巴黎地区的5座新城发展进程

各有不同，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课

题，即如何尽快完善新城的社会组织结

构。要看到，社会问题并不是新城的特有

现象，即使在巴黎这样历史悠久的传统

城市，也同样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问

题，所以不可失之偏颇，因此而将新城斥

为不足可取；更何况城市社会结构的完

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甚至比建

设新城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巴黎地区，人

们对新城政策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它

对保持巴黎地区的长久繁荣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法国政府也始终对新

城发展保持极大关注，2000年由法国设

施、交通和住宅部牵头，多个政府部门共

同发起了“法国新城的历史与评价”研究

计划，旨在总结法国新城建设的历史经

验及其对东亚各国城市建设的影响。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巴黎地区的新

城政策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应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一时之举，而是巴黎地区区

域开发历史上一项高瞻远瞩的长久之计，

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区域认识内涵；

新城政策的实施表明，巴黎地区较早地

认识到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并且以

积极的姿态从区域高度协调地区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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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重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区

域均衡发展、提高地区整体实力，这也

是巴黎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城市竞争

中保持长久不衰的关键所在。口

注释

[1】巴黎地区的第一次区域规划是由Heny Prost

主持完成的，因此被习惯地称为“Prost规划”。

[2]关于新的城市发展板核，PADoG规划曾提出

过4种不同的布局建议：一是沿放射状交通

干道建设新城，二是选择距离巴黎40～50套

里的现有城镇重点发展，三是在距巴黎40～

50公里的地带内建设新城，四是在现有城市

建成区内建设新的城市中心；考虑到当时条

件下规划实施的可行性，最终选择了后一种

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拉德芳斯新区。

[3】SDAURP规划出台后不久，巴黎地区的人口

增长开始减缓，因此在1969年进行的规划修

骗中，新城的数量由原来的8个减少到5个，

每个新城的人口规模被下调了约50％。

[4]1987年签署的一期合作协议包括：5200间旅

馆客房，22000平方米的商业、餐饮和演出面

积，570套住宅，占地5公顷的产业固，18洞

的高尔夫球场以及其它配套服务设施等，至

今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创造就业岗位37000

多个。1997年公布的二期合作计划包括：9万

平米的国际商业中心，1600套住宅，3万平方

米的办公和服务建筑，以及33公顷国际企业

园，可提供永久性就业岗位38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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