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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城规划建设管理八法 
徐一大 

 

   《道德经》里有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自然之道是

中国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经过多年实践，个人认为新城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方

法也以自然始，以自然终，所谓八法，只是为了大家方便阅读和记忆，总结如下： 

第一法：理“水” 

中国古代有大禹治水，为的是帮助天下黎民苍生不受洪水的困扰，大禹兴修

大量的运河，抗洪泄涝，让百姓居住之所不受水灾。因此，城市规划管理的第一

件大事就是建设圩区，也就是做好水利上的防灾准备，在城市的外围划定一个范

围，当暴雨降至时，及时将可能引起内涝的雨水先行排到外河中，使内河水位低

于外河，保证城区内不被淹没；如果城区靠近洪水泛滥的河道，则必然要建设好

圩区的水利设施，做到城外有大水，城内安然无恙。 

给水工程和蓄水工程对于缺水地区的意义比较重大，东南沿海地区没有特别

严重的问题。 

新城河道的疏浚还可以平衡城区的土方量，应该充分利用。 

 

第二法：探“地” 

探“地”的工作主要是了解、熟悉需要开发的这片土地，尤其是在建成区上

再开发，探“地”尤为重要。这项工作主要分为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勘探地下物

的现状和历史，读懂这片待开发用地适合干什么，不能“一路凯歌”想当然地去

做规划建设，否则等遇到地质灾害时就会悔之莫及。另一方面要理清地上物，因

为规划开发用地必须是土地先行，因此建成区内的建筑物的用地边界必须十分清

晰，这是新城规划建设的基础，如果不理解这个先行条件，再漂亮的图面也仍存

在工作难度，但可能会造成难以启动（动迁工作的面会太大）的局面。 

探“地”是继理“水”之后的第二步，少做或漏做这项工作都会给后来的建

设埋下隐患。因此，在总体规划同时必须做好防汛防涝、水系治理等水利规划。 

 

第三法：通“路” 

平常大家看到的道路都是平直的大道，有林荫道、绿化带，有交通信号灯，

有标志、标线，但大家是否体会过道路交通其实像人体身上的血脉，是输送给养、

排除废物的一个通路，就是这“路”连接了城市和外地物资与人口的交通集散地

（机场、汽车站、轨道交通站等），也连接了城市内部各功能空间的人员、物资

的输送。 

在路的下面，各条管线为城市的水、电、天然气、电信等的使用提供了空间。 

 

第四法：建“绿” 

新城规划建设中，绿色是衡量城市生活品质的一个主要方面，这里所讲的

“绿”不仅仅指绿地、绿树，还指相应的公共广场、集中绿地、大型公园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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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不仅指白天的效果，也强调夜间的效果，不仅指独立的绿地，也指水系周

边的绿化和防汛通路。 

 

第五法：崇“文” 

新城建设大多数都会碰到“遗留”建筑物的处理，就当前资源紧缺，提倡绿

色、环保的大潮流下，保护好文物古迹、历史遗址以外，能被利用的建筑物和场

地也应加以妥善处理，不能一概推翻重来，尤其是像嘉定这样的工业城区，她的

许多工厂、仓库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保留多一些，也就是让城市的记忆更加

丰富一些，这是人文的要求，与开发行为并不直接相关，但与开发者的价值观有

密切的联系，因此，开发商的文化修养和人文价值观念对项目的文化含量产生非

常直接的影响。 

除了一些硬件的建筑、文物，还有更多的是城市的名人故事、风俗人情、著

名历史事件一类的历史记忆，这些内容要有一定的载体来封存，来供游人参观，

供市民瞻仰学习，提高地域居民自豪感，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每个社区都有几处

像样的博物馆、美术馆或私人收藏品馆，名人画廊、名人工作坊等等，这些设施

在规划阶段如果能有所考虑，纳入系统规划中，留有充足的发挥的空间，必将给

后期的建设带来无穷的人文力量。 

 

第六法：平“灾” 

除了第一法“理水”中提及的洪涝灾害以外，像地震、瘟疫这样的自然灾害，

对城市的危害也非常大，因此气象局会在城市里设施气象与地震检测站，更重要

的是在每个社区都要留有足够的室外疏散空间，便于人们逃生避难；像疾控中心

和防疫中心必须在城市的重要区域设有专用办公机构，以便及时控制和预防流行

性的疾病。 

消防站主要用于区域内的防火，而地下人防设施主要用于防止敌军空中袭

击，集中安置逃生群众的地下空间设施，有物资库、掩蔽所、地下急救医院等，

这些空间设施与新城的地下空间必须统一布局，许多新城在布局时不考虑这些长

远的防止战争灾害和地质灾害的设施，对地上、地下的防灾措施不到位，不及时，

从表面上看投资节省了，但事实上损害了新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法：算“账” 

任何一项事业，都有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如果不做好这个功课，规划建设

的动态管理将是一句空话。 

个人一直主张在管理规划时，必须搞清楚研究型规划与工程型规划的区别，

这个区别的关键点（或者说分水岭）就在这个“账”字上，研究型规划不涉及具

体建设的工程量，它的落脚点更在于提出合理的概念、方法；而工程型规划则必

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工程量和财务测算上，如果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历时在五年

以上的，还必须有一个近期建设的规划和测算，这是搞规划建设的同志必须具备

的业务常识，但是现实并不乐观，许多时候这两类规划被混为一谈，工程型规划

也常常被概念缠身，弄得一身花拳绣腿，却指导不了建设，这是规划学科“理性

思维”的悲哀！ 

“算账”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工程边界，没有工程边界，或者工程边界含

混不清，就会出现“一笔糊涂账”的局面；许多工程出问题，出经济纠纷，出腐

败案件，都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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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算账”信息的准确与明了十分重要，它体现了一个新城规划建设的

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思维习惯，也能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是每年投融资计

划的基础平台。 

 

第八法：综“技” 

由于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当前又赶上“生态、低碳、节能、环保”等行业革

新，又赶上国家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许多工作的开展会遇到很复杂的外部环境，

从新城规划建设的角度出发，主要面临的最新科技是两大类，一类是信息技术，

一类是低碳节能技术，规划与这两类技术结合点主要落在工程规划管理和工程建

设中，当前搞得很热闹的“物联网”其实质是对城市的物质、能源、信息流进行

一个数据统计，便于城市政府和相关职能单位平衡和有效管理这些物质、能源、

信息进入用户的总量和方向。 

这项技术与其他高科技技术一样，最先也是用于军事科技，现在民用化了。 

关于低碳、绿色的标准，现在国内已经搞了一个绿色三星标准，也有人很热

衷于搞美国标准，德国标准，其实，标准就是一个“定价权”，用谁的标准就要

买谁的产品，所以我坚决拥护中国绿色三星!因为只有这个标准可以保护国内绿

色建材行业的发展。但也有许多人在用洋标准，现阶段，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我

们的绿色技术没有人家发达，德国的绿色标准已进入了第二代，我们却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其实，每个区域、每个城市，甚至每个社区、每个个人都有他自身的特色，

特色的背后是他生动的、鲜活的精神或者历史风彩，搞标准化是工业化的产物，

是基础，进一步的话，应该做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多元化的要求，所谓“百花

齐放才是春！”不抄、不搬，专注于自身特色去打造新城才是新城规划建设之道。 

以上只是一个人工作之余急就的浅见，搞规划建设其实是最大的积善积德之

事，比去庙里磕头要灵千万倍。真心祝愿嘉定新城在大家的手中健康活泼地成长

起来，如果遇到点“伤风感冒”，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