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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视界

! ! ! !新视界! 您谈了很多小城镇建设的目标

和方法!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规划才是一个成

功的规划呢"

唐子来!一个成功的城市规划，应该具备
以下四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是尊重市民。宜居，是城市最基本的要

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以人为本，特
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
二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应该是人类共同

的认识，反映在城市规划上，便是要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城市，低碳、环保的理念应当贯穿始终。

三是尊重历史。这涉及到城市的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和善用。
四是尊重科技。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

运行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新视界! 您也是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规

划师!能谈谈这个实践区将来会是什么样吗"

唐子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城市最佳实
践区被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称为上海
世博会的灵魂，未来世博会的范本。
世博会以后，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基本格

局保留了下来，目前正在改造之中，今年年底

可以基本建成，到 !"#$年全面建成。
我们希望城市最佳实践区可以成为一个

街区改造的范例，让过去的传统工厂区转变
成为一个低碳生态、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
这个月，城市最佳实践区的规划设计方

案已经获得美国绿色建筑理事会的 %&&'(

)'铂金预认证，我们的目标是街区建成以
后获得最终认证。如果说家是第一场所，办公
室是第二场所，那么城市的聚会、交流和休憩
场所就是第三场所。城市最佳实践区就致力
于营造城市的“第三场所”。
未来，城市最佳实践区肯定会再给世人

一个惊喜。

在理想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
———对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

唐子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
划系主任。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曾是世博会重点项目“城市最佳实
践区”的总规划师。
作为城市规划的专家，唐子来对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化，

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有着深刻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小城镇建设需
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改革，也需理念上的改变。

“从效率看过去的城镇化
走不下去了”

新视界!在您看来!城市规划的最基本原

则是什么"

唐子来!城市规划，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
义的结合。首先，规划是面向未来和针对目
标的行动部署，所以城市规划一定是要有理
想的。但与此同时，这个理想也必须是可以
实现的，这就是理性所在。
此外，除了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以外，城

市规划还涉及到五个维度，分别是体制、经
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与十八大报告提出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是相吻
合的。

新视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城乡发

展一体化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那么改革开放

!"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特色是怎样的"

唐子来!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
跟经济发展是一个模式，都强调速度。
现在北上广等大型城市已经具有了所有

大城市的通病———人口激增、环境恶化、交通
拥堵、住房短缺……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
人涌向北上广呢？这肯定是我们的小城镇建
设也出了问题。

新视界!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唐子来!为了追求 *'+，我们浪费了资
源、污染了环境，效率是不高的。从效率的角
度来看这样的城镇化是走不下去了。

同样严重的是社会公正，农民工就是最
具有挑战性的议题。现在新一代农民工越来
越追求自己的尊严、社会公正，利益诉求逐渐
多元化，幸福感也下降了，尽管收入有提高，
但社会差距也在拉大。

“新型城镇化需要制度变革”
新视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唐子来!关键是制度变革。主要是户籍
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

中国的城乡差距的体制影响比任何国家
都要显著，这主要就是因为户籍制度导致了城
乡二元体系。其实，户籍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
关键是它背后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公平和效率两个方
面。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产生的巨大收
益如何在国家、地方政府、集体、个人之间形
成合理的分配格局，这是公平问题。另一方
面，现行的土地制度也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受
到阻碍，这是效率问题。比如，已经进城务工
的农民工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缺乏在自
愿和有偿基础上的退出机制，造成大量农村
土地的闲置和荒废。
财政体制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

应该匹配，这样才能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
财政的依赖。

行政体制方面，我国的行政体系是层级
制的，这导致什么现象？就是一级一级抽调
资源———往往是省会城市发展最好，因为集
聚了全省的资源；地级市的发展也可以抽调
下面各县的资源，而处于末端的小城镇的发
展自然受影响，资源都被上面抽调走了。

! ! ! !新视界!小城镇建设的理想目标是怎样的"

唐子来!小城镇建设的理想目标，或者
说是最高境界就是八个字———消除差距，强
化差异。
消除差距，其实就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的均等化。举例来说就是不管你在上海还是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某个小县城，你享受的基
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
应该是一样的。要实现这一点，就有赖于前
面提到的制度变革了。

强化差异，则是小城镇建设的重点所
在。走遍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你往往会发现，
它们都很相似，甚至是趋同的。这是因为大
城市的特点就是注重效率。而小城镇则应该
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小城镇都应该有自己的
特色所在。
在欧美发达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向往

大城市的，你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往往会
决定你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生活。至于生
活品质方面，不同城市之间应该没有太大的

差距，只是各有特色。
新视界!那么!小城镇需要强化差异!应

该从那些角度考虑呢"

唐子来!小城镇的发展，关键是理念上
需要改变。应该认识到，小城镇和中等城市、
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你要追求大
城市的发展目标，这肯定是不现实的。要巧
干，不能蛮干。
小城镇的强化差异，则是要靠地方政府

的智慧。城市发展在于能否吸引投资和消
费，小城镇也是如此，主要遵循两种类型的
发展思路，即资源禀赋还是概念强化。
资源禀赋很好理解，你本身具备的独特

资源———可能是自然资源，也可能是文化资
源———就是你的“卖点”。
概念强化则比较考验智慧。比如义乌，

你从它的自身资源来看，可能很难想到它可
以成为一个小商品之都。但它就是通过概念
强化，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自己，汇集了来自
全世界的资源。

“保护最起码要做到不破坏”
新视界!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可能遇到的

困难又有哪些"

唐子来!中国的城镇化遇到的问题未必
是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中曾经经历过的。

西方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市场造成的，政
府通过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来缓解。而中国
的困难是市场和制度共同造成的，我们的政
策和市场都不利于小城镇的发展。

市场的因素不言自明，由市场分配的资
源必然更多地流向效率更高的大城市。而在
制度层面上，*'+的考核压力，往往使得地
方政府的领导更多考虑经济发展，而忽略了
社会、文化和环境维度的协调发展。

在工业化时代，青山绿水和文化遗产似
乎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而被人忽
视。进入后工业化后，社会、文化和环境恰恰
成了重要的发展资源，但到那时只怕这些已
经都被毁了。

小城镇在工业化时代就无法比过大城
市，如果再把这些资源毁了，在后工业化时
代也将落后，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徽碧山村那两位艺
术家做的正是要保护这些可能被毁掉的资
源。

新视界!您提到了保护资源!在保护中

应该注意什么呢"

唐子来!谈到保护，最起码的一点就是
不破坏———你可以进行经济开发，但不能破
坏这些文化资源。

我个人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在
于，告诉人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
式已经落后，不必为了保护而保留。就像你
可以在博物馆里告诉人们刀耕火种是什么
样的，没有必要要求当地的人们现在还要刀
耕火种。

至于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它们可以是并
行不悖的。目前国内对古镇的开发主要有三
个模式：

一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引导，让老
百姓自己进行保护和开发，如周庄。在这种
发展模式中，老百姓能够更多地分享遗产保
护和开发的收益。但它的风险是老百姓往往
缺乏保护和开发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政府
进行引导和控制。

另一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资本进入，进
行完全收购和统一改造，如乌镇。在这种发
展模式中，如何使老百姓可以分享文化遗产
保护和开发带来的收益，是政府在前期规划
时就应当考虑周全的问题。

三是介于这两种模式中间的发展模
式，特点是资本只收购最有价值的核心部
分，其余的仍交给老百姓自己进行保护和
开发。

上述三种发展模式各有特点，但都应当
符合规划的基本原则———如何用理性的方
法达到理想的目标。

本报记者 吕剑波

“小城镇建设的最高境界是消除差距、强化差异”

“希望城市最佳实践区成为街区改造的范例”

城市最佳实践区规划设计效果图

唐子来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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