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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与巴黎城市空间形态的比

王 健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

较分析

摘要：比较分析天津与巴黎两个同样以河流为空问发展轴线的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空间形态。巴黎以塞纳河为中

心，提倡的是放射式发展，建筑形态统一，中心老城区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和城市界面，高层建筑规划于外围的新城

区。天津沿海河发展，空闻格局和建筑形态多元化，建筑高度和城市界面控制开始较晚。天津在保障自身快速发

展需求的同时又保持其独具的特色，避免千篇一律的国际化建筑的影响，营造城市魅力，需要不断地借鉴巴黎等城

市规划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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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与中国天津同为特大型城市，均有穿越

城市中心的母亲河，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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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作为西

方传统城市的典型代表，天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成

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城市，伴随着各自城市规划

的实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城市空间形态。对比分析

天津与巴黎因河为轴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异同，借鉴巴

黎城市规划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天

津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

一、城市发展构架比较

1．巴黎城市发展的构架

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具有悠久的城市建设史，形

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巴黎不但有塞纳河自市中心穿

过，河两岸亦多为丘陵与缓坡。由于防卫的要求，巴黎

最初选择在塞纳河中的城岛上修建并发展起来。此

后，城市的发展虽然历经波折，但主要趋势还是以城岛

为中心，从塞纳河两岸不断向外扩展，随着城市的膨

胀，城墙一圈圈向外扩大，而中心城址基本上保持不变

(见图1)。此时，巴黎的城市街道没有规划，通过自发

成长形成杂乱的网状格局。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

开始拆除城墙修建环路，拓宽道路开辟轴线，但基本都

是在旧城基础上进行的局部改造，没有改变历史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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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城市基本格局。18世纪初，为了改变巴黎拥挤、

混乱的状况，巴黎政府提出了建设一个“清洁、安全、

方便”巴黎的城市目标，改造了广场、交叉路口，维修

了古建筑和桥梁，美化了塞纳河岸，开辟了公共绿地，

限制了建筑高度。1793年，拿破仑实施r包括开辟道

路与建造桥梁，改造河岸和广场，开挖运河，建设引水

渠、供水站和下水道，修建卢浮宫和油房花园，开辟公

共绿地，新建行政和大学区为核心内容的新城市规划

建设运动。

图l 巴黎城区中心的塞纳河

从1934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对巴黎进行了多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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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调整。其中包括：1934年以限制为重点的PROsT

规划；1956年限制巴黎地区城市空间的扩展，并同时

致力于降低巴黎中心区密度、提高郊区密度、促进区域

均衡发展的规划；1958年通过颁布法令开辟“优先城

市化地区”，促进大型住宅区在巴黎郊区的建设，并制

定了新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空间组织总体计划》

(简称PADOG规划)；1965年新成立的巴黎大区政府，

出台了《巴黎大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简

称SDAURP规划)，兼顾了城市发展在数餐和质量上

的双重需求，即在完善现有城市聚集区的同时，有意识

地在其外围地区为新的城市化提供可能的发展空间，

成为巴黎区域规划的转折点。

巴黎的城市总体布局模式为“老区一副中心一卫

星城一平衡城市”。巴黎的这四个级别是根据距离旧

城区的远近来划分的：9个副中心均匀分布在中心区

周围，距老区最近，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

宅，各自服务几十万人；5个卫星城距城市15—35公

里不等，规划人口规模200 000—500 000人左右；而

“平衡城市”则是扩大到全国范围来考虑的区域规划。

2．从滨河发展到以河流为中心沿河发展的天津

城市发展构架

天津自1404年设卫建城，历经600余年的城市发

展，城市空间形态的变迁经历了滨海河而建的卫城、沿

海河而建的带状城市，到以海河为中心的大型城市的

几个发展历程。天津的城市空间形态变迁无一不与海

河密切相关。天津城市沿海河发展，众多的商业、文化

设施与历史文化遗存沿海河两岸分布，海河是天津市

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廊道。海河两岸地区浓缩了天

津近代城市发展历史，见证了众多中国近代重大的历

史事件。

从历史上看，天津始终作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与军

事重镇。公元206年曹操修建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

初步形成了今天海河水系，天津开始作为北方航运枢

纽。明代(公元1404年12月23日)，天津设卫建城，

开启了作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历史。最初的天津城市建

设是临河而建，位于海河左岸的三条河流交汇处。城

市布局以方整的传统中式城市格局为核心，并向东西

方向扩展⋯。1860年鸦片战争以后，掀起r第二次城

市建设的高潮，各国列强纷纷在海河沿岸修建租界地，

形成跨海河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心。1902年袁世

凯在海河以北建设“北洋新城”。1928年成立天津特

别市，成为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1937年天津市区人口已超过100万。至此天津初步

形成了由卫城、租界区、北洋新城共同构成的现代城市

格局，天津由老城区的单一中心，变为多中心并存的城

市格局，初步奠定了今日天津的总体城市形态【2】。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天津全市行政区

划面积为15l平方公里，市区人口179万。后经多次

调整行政区划，1973年后形成目前的辖区范围和区、

县建制。天津中心城区以包括新、老城区和租界区的

建成区为核心，以贯穿城市中心区的海河为斜向轴线，

以三环十四射为基本城市架构，呈放射状向外扩张，迅

速发展成为拥有l 000余万人口的工商业特大型城

市‘3 41。

随着运输业的发展，深海港口运输与铁路运输、公

路运输的模式逐渐取代了昔日的河流漕运与海运，港

口移至海河人海口，工业区也随之逐渐东移。20时世

纪80年代初期，在海河下游的东南沿海区域建立了滨

海新区，使城市的发展形态由单一中心城市变为沿海。

河带状发展双核心城市。海河上游的中心城区与下游

的滨海新区互为依托，协同发展，以海河为窄间纽带，

形成“一条扁担挑两头”的独特城市空间形态”J。

天津的城市总体市域空间布局采取“一轴·两·

带·三区”的模式。“一轴”指由“武清新城一中心城

区一滨海新区核心区”构成的城市发展主轴。“两带”

指由“宁河、汉沽新城一滨海新区核心区一大港新城”

构成的东部滨海发展带和由“蓟县新城一宝坻新城一

中心城区一静海新城”构成的西部城镇发展带。“三

区”指北部蓟县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区、中部“七

里海一大黄堡洼”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区、南部

“团泊洼水库一北大港水库”湿地等三个生态环境建

设和保护区。同时，根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5q020年)》，在“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空间布
局结构基础上，建立由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组

成的城市主副中心以及1I座新城。规划建设的新城

是天津城市发展轴和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是各区县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重要的功能区，是带动区域

发展的中等规模的城市地区，其将按中等城市标准建

设。全市共规划ll座新城，这ll座新城将承担起疏

解中心城区人口、聚集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城镇发展的

任务。

=、城市空间格局比较

1．巴黎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从空间形态上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巴黎是

以市区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逐渐扩展的。市中心

集聚程度高，并逐渐向郊区方向递减，巴黎的商业、金

融、行政和科学文化主要集中于市中心的核心区内，巴

黎城区边缘则主要为住宅群，结构简单。新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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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动初步形成了巴黎今日的城市布局：城市大多

都是依托塞纳河两岸的广场为中心，然后通过放射状

的街道把城区连接在一起，基本格局中轴对称，市区街

道布局呈现放射状旧J。

巴黎是一个相对中心明确、有序发展的城市。城

市的“中心”是位于塞纳河环绕的西堤岛上的圣母院

和巴黎地方法院。城市沿塞纳河发展，主要轴线呈东

西向，沿塞纳河右岸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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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层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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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图2拉·德方斯新城规划

2．天津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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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卫城与南北货运贸易口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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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租界地沿海河建设并自成体系，出现了沿

海河发展的多中心城市格局【7 J。之后，在海河上游又

建设了北洋新城，天津呈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形

态以及沿海河并存的独特城市格局。

天津城市沿海河发展，却没有明确的城市中心与

主轴线。各个分区各自为政，多轴线、多中心、多样化

的建筑形式形成了天津多元化的城市特色。始建于

20世纪80年代的滨海新区，位于海河人海口，作为主

城区沿海河向东部的延伸，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成为

天津最有活力的区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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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城市轮廓线、建筑风貌与保护、城市建

筑界面控制等多方面内容。许多著名城市就是由于有

良好的建筑形态空间规划控制，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城市风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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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较好的城市之一。塞纳河

贯穿巴黎全城，城市廓线以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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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先贤祠等标志性建筑沿塞

纳河两岸随地形布置与大片开敞绿地相结合，形成城

市内主要的景观节点与视线通廊(见图3)。

图3巴黎独特的城市肌理与空间尺度

巴黎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由于历史上是自

中心向外扩展，文物古迹大部集中在核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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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了中间低，四

周渐次升高的所谓“锅底形”的城市廓线。

(2)天津。天津如同许多城市一样，早期对整体

的城市轮廓线控制与保护缺乏认识。天津在新中国成

立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的一度滞后，限制了其城市建设

的发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迅速发展、高层建筑大

量建设的时期，天津仍以多层建筑为主，仅在小白楼等

少数地区局部建有高层建筑，城市轮廓线平缓。近年

来，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激增和土地资源的匮

乏，除五大道地区等部分风貌保护区有建筑限高以保

护该地区的城市轮廓线外，其他地区均缺乏相关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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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法律支持。

天津同样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近代百年

看天津”，特别是海河沿岸，同塞纳河两岸相仿，具有

众多的历史风貌建筑，但是却缺少相应的城市轮廓线

控制与保护规划，特别是在海河沿线随着改造开发规

划的进行，土地开发强度偏大，缺乏城市轮廓线的整体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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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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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8世纪，并在实践中

逐步修改、完善。巴黎的建筑高度控制采取限制最大

高度和控制建筑尺度两种方式同时控制。首先，将外

环路包围的中心区的最大限制高度限制为30米，外围

各区为37米，城外最高可达45～50米，在新区基本上

没有高度限制。同时，控制建筑尺度，在1884年的城

市法规中就规定建筑地面至檐口的最大距离为20米，

从1784年起到1967年，巴黎在5次修改规划的过程

中，都坚持了这种对建筑尺度的控制，使巴黎成为一个

具有宜人尺度的城市。

(2)天津。天津多年来对城市高度与风貌缺乏控

制，仅对作为历史风貌保护区五大道地区等特殊区域

有将建筑高度限制在檐口高度12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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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城市空问的适宜尺度。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高速发展，开始对城

市天际轮廓线、建筑风貌与色彩、建筑高度控制加以研

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进行落实。沿主要城市

干道与河流两岸及城市重点地区均进行整体退线及高

度控制，并通过城市设计确定建筑空间形态。但由于

历史的原因，天津的城市风貌与巴黎整体统一的典型

城市风貌不同，将形成传统中式、欧式与现代化建筑并

存的多元化复合型城市风貌。

3．城市建筑界面控制

巴黎老城区建筑鳞次栉比，统一退线且紧密相连

的建筑沿街道界面依次展开，大多建筑都拥有相同的

建筑风格与相宜的建筑高度，形成完整而连续的城市

建筑界面。新建筑在修建时亦被要求保持这种界面的

延续性。因此，让·努维尔设计的巴黎卡地亚中心以

开放式的玻璃墙来保持与相邻建筑的连续界面，又使

基地内几株老树得以保存，主体建筑后退以利交通组

织，在有限的建筑高度内充分利用地下空间来满足使

用上的功能要求(见图4)。

天津的城市建筑退线多年来也进行了明确的规范

与管理，针对不同道路的宽度进行控制。近年来又通

图4巴黎卡地亚中心沿街城市界面

过城市绿线的规划，增大了道路退线的要求，希望能够

形成宜人的城市空间尺度。但鉴于设计规范’：i管理规

定的执行，要求建筑各自独立以利消防及交通组织，现

实却形成了建筑沿街退线参差不齐，且建筑风格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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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津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是多元的一

样，天津的城市建筑界面也是多样的"引。

四、结语

法国巴黎与中国天津虽然同为因河而建的大都

市，但由于城市发展历史和建设历程的不同，在城市的

发展构架、空间格局和建筑形态等多方面呈现出巨大

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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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值得我

们借鉴。而天津作为成长中的城市，其独特的历史进

程和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及其在发展中带来的砦微混乱

与不确定性都为她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但是

作为一座特大型的城市如何在保障自身快速发展需求

的同时又保持其独具的特色，避免千篇一律的国际化

建筑的影响，营造城市魅力，需要不断地借鉴那些成功

城市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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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髓ct：Tianjin舳d Paris a陀both Iar铲ci￡ies埘th a river cr∞sing．We comparatively明aly弛the urb帅spacial mor-

phologies of them．Along the seine mver，P撕s de、，eloped radially诵th unified architectIIml style．P枷8 contmlled lhe

building height and urban inteI缸e strictly in the oId town center．The high buiIdings in P“s are on the outer new city

planning．Tianjin developed aIong the Haihe River witll v鲥伽s architectuml styl鹤明d u出an sp习lciaJ marphologi鲳．The

c咖troIlillg 0f building heig|lt卸d urb虮interfke in Tianjin 8ta】肥”ecently．Tianjin must keep its uniqIIe characteristics in

tlIe mpid development，and avoid t11e 8ter∞typed c册stnIction of intemationalization．Tianjin should le枷f而m the鲫cc伪s—

ful expe—ence of Paris and 0ther citi∞to cr哪i协。帅urb帅c-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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