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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的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告诉发展的城市化过程，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促生了新的城市

问题，其中就包括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与城市人口与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本文

试图通过借鉴法国巴黎的城市发展经验浅谈高密度化城市的紧缩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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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城市概况

1.1巴黎城市概况

法国巴黎又称巴黎大区，占地面积 14,518.3 平方公里，人口 1,206.70 万（2007 年），

人口密度 816 人/平方公里，巴黎大区集中国家 18%的国家人口和 29%的国名生产总值。

1.2 巴黎大区规划体制

由于法国区域城市政治体系的特殊性，法国巴黎大区的城市规划是在 1281 位市长的共

同管理下进行的，（由于篇幅关系选取重要内容简述）规划遵循地区协调发展纲要（SCOT）

并结合地方城市规划（PLU）。
SCOT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诊断、政策的选择和规划的指引；确定规划的原则、维持

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经济发展指引、住房指引、环境提升指引等）、保护城市三大系统

平衡（自然与农业网络、蓝色网络、交通网络）以及补充一些特殊条款（地区项目、绿带划

定等）。

PLU 将市镇的土地划分为四个区域：城市区域(U)；将要城市化的区域(AU)；农业

区域(A)，耕地资源丰富、要保护的区域；自然区域和林地(N)，非城市化区域。地方城市

规划法律还要明确自然灾害和工业灾害敏感地段，为地方未来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预留用

地，还要划出林地和地下资源的丰富需要保护的区域。

其特点在于

（1） 综合性规划：以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导，将住房、交通等各个专项规划加以衔

接，将公共投资与城市管理相结合。



（2） 强调保护观念：对于绝大部分建成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与城市肌理等，

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鼓励新文化的创造。

（3） 注重弹性引导：对于重点开发区域，预留弹性空间，不作硬性规定；待项目启动之

前再通过制订开发方案加以细化，针对性引导。充分考虑城市整体利益与地区局部

利益的有机结合。

2 巴黎城市规划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策略

根据调查显示法国巴黎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城市化发展速度超过计划预计

19%在城郊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超过预期 45%这些远高于 1994 年巴黎政府对城市化发展做

出的预计，这种高速化的城市发展同时带来了城市人口问题、交通问题、社会安定问题、城

市宜居问题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巴黎本身就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这点无论在城市建设

发展史上还是目前区域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 19%）或是城市建筑空间上都得到了全面

的体现，如何妥善的解决高密度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近年来巴黎城市规划所最关注

的核心内容。

2.12.12.12.1城市人口

巴黎是一个具有极高城市人口密度的城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中心城区，如果不控制

城市人口与城市建筑空间的比例关系，将严重印象内城区的城市稳定，相反过度的人口密度

将连锁引发一系列的城市问题阻碍城市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影响并限制了紧缩城市

理论在城市规划中发挥可持续指导性作用，为此为了在一个城市具有相当人口密度的城市内

保持其紧缩化的稳定需要控制城市人口的非理性增长，疏导城市人口分布从而使城市人口达

到一个事宜的密度，对此巴黎大区在核心城区外围建立了五个新市镇（拉德芳斯、埃弗里(塞

纳尔）、马恩、圣康坦、塞尔吉），这些市镇分担了当今巴黎城市人口的 20%，同时根据人

口的分布和就业城市规划重新分布了城市交通组织（这在之后的内容中会有所涉及），通过

新城镇的建设有效缓解了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疏导并重新分配了城市人口，将城市密

度和城市交通控制在一个稳定合理的范围之内。

2.22.22.22.2城市交通

首先，人口分布和就业加重新区交通组织，这使得原有的交通组织系统无法适应性的

交通情况；其次根据统计显示，使用私人小轿车的增长速度是公共交通的 8 倍，这在很大

程度上加重了城市交通压力，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和城市道路系统与道路管理现状使得城市交

通面临巨大压力。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降低交通能耗与环境污染，巴黎的城市规划采取



了诸多紧缩策略并提倡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步行体系的结合。从巴黎城市道路建设的角度，

巴黎的城市道路采取了严格的道路等级制度，路网交叉口之间的平均距离通常是 150 米而

秩数在 60 到 90 之间。这些城市是作为步行城市来进行规划的，拥有良好的步行可达性和

充分的步行空间，这成为巴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前提条件。

首先巴黎在控制私有交通方面实现了对城市汽车交通流量的控制，此外在巴黎规划有

复杂但又十分便捷高效非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在巴黎设有三座火车站、两座国际机场，这些

设施共同承担城市对外交通。

在城内交通方面，巴黎地铁自 1900 年启动运营至今已经建有 284 个车站；平均站距

548 米；每天运营旅客 500 万人次每年运营旅客 14 亿人次，地铁系统行走范围在巴黎城

区和近郊的 10 公里范围内。此外巴黎还拥有 351 条公共汽车交通线路，共计运行长度达到

3869 公里其中分布有 7816 个车站；平均站距 300 米；4300 量公共交通汽车每年运行

旅客 10 亿人次。大量、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促使巴黎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效的承担了

城市交通压力，但是巴黎的公共交通体系的紧缩性并不止于此。

为了解决城市近郊之间的联系问题，城市公共交通还规划建设了三条 Tramway（有轨

电车）线路，线路共计长度 32 公里，其中设置有 56 个车站；平均站距市中心仅 500 米 。

还有著名的 RER（城市铁路系统），此系统 1930 年代开始规划，1960 年代末到 1990 年

代运行，辐射 30 公里半径范围；其中设有 67 个车站；平均站距市中心仅 1500 米，郊区

3 公里以上；每天运营 170 万乘客；车次时间间隔 2 分钟。

另一方面，为了鼓励更为低碳健康的城市交通方式，并提高城市各个交通方式直接的

转换，在巴黎城区内设置了大量自行车租借点并规划设计了配合使用的专用自行车交通线

路。同时自行车交通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互接驳。

2.32.32.32.3城市宜居性

在上文中有提到巴黎的城市化发展远超政府的预计，这种高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带来

的首要问题就是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老化与城市更新的脱节，这种不健康的发展带来了城市

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最终导致了城市社会的不稳定，影响城市的宜居性，2005 年的大

骚乱为城市的发展敲响警钟。对此巴黎大区做出了相应的城市对策：

（1） 减少社会、地区、环境的差距，重新设计并改造了 10%城市空间

（2） 重点更新改造的新城和原来曾经是工业区的那些缺少设施、绿地和社会住宅的街区。



（3） 确保就业，经济发展和法兰西岛法国的国际影响力

（4） 公共住房的更新改造与新建

3小结

通过对巴黎大区城市规划的实例研究，不难发现在已经具有高密度的城市空间环境背

景下，紧缩城市设计理论将更多的运用于解决城市现有城市问题，如如何疏导并缓解过高的

城市密度，解决日趋严重的交通问题，改善城市空间设施局部老化与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滞后

等问题，维护城市宜居性、保持城市活力并促进城市继续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从这些方面出发，巴黎大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是采取的措施值得借鉴，首先为控制城市

人口的过度膨胀采取了人口疏导与新区建设的手段，成功控制了城市人口密度的稳定；其次

为了对应城市人口的流动与新区的建设，重新规划调整了原有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交通方面，巴黎具有十分健全、完整、多样、高密度、高效率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这使得市民公共交通出行变得十分便利与高效，最后对环境和城市建筑与基础设

施老化欠发达地区的改造与更新保持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并同时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宜居

的生活环境。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与高城市密度的城市，紧缩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以及其催生

出的城市规划政策在巴黎的实践与运用值得在之后的研究中学校借鉴，并结合中国结合沈阳

的实际情况做出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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