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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周建军    ZHOU Jianjun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城市规划的重点将转向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包括补齐城市发展短

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必将深刻影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变革和走向。评析当今城市规划管理在宏观层面存在的制度老

化、体制固化和机制僵化，在中微观层面存在的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及不为和失语等问题；探讨了新时代城市规划管理

的改革重点和目标，以及相应的规划职能、方法、绩效评估及运作创新体系构建等问题。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the focus of urban planning will shif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mbalances and inadequac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cluding filling up the short boar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will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reform and the future of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aging system, curing structure and rigid mechanism in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problems 

of offside, vacancy and disloc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inaction and unspoken of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the 

intermediate and micro level.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key point and the reform goals of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 relevent promblems on planning functions, methods,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system innovation.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

展提出了新的目标。新时代的城市建设和规

划实践，一方面要致力于实现更高质量的现

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历史积累的

各类深层次矛盾，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

种种问题。

城市规划管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依据

不同的标准或从不同视角出发，可对城市规划

管理职能做不同的定义。从体现国家职能角

度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包括行政管理和社会

公共管理职能；从城市规划管理学角度来看，

可分为计划职能、组织职能、协调职能和控制

职能等。从宏观角度看，规划管理职能分为国

论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改革及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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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职能（维护公共秩序及民主法制）、经

济职能（引领和调控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

职能（维护城市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从微

观角度看，规划管理职能可分为规划编制管理

（批前组织编制）、规划审批管理（批中协调综

合及许可把关）和规划实施管理（批后依法

监督检查）。城市规划管理的改革和创新课题

涉及上述各个角度的问题。

1　城市规划管理改革目标：从单维专

      业管理到放管服多维综合管理

新时代提出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

革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等，均要着眼于建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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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为“创新、持

续、服务”3大特点；要运用“体制、机制、制度”

联动改革的方法，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

与度，体现政府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要求，并要

保证全体人民参与国家行政服务和管理，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城市规划管理

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也必须要加快

改革和创新，并发挥应有引领和服务职能。传

统城市规划管理多以技术标准而施行单向管

控，新时代城市规划管理则要走向“放管服”

的综合管理新阶段。

1.1   城市规划管理改革以实现公正、公平和

       永续发展为核心价值目标

城市规划的系统动态过程（编制—审

批—批后管理—监督检查）实质上是一种典

型的利益博弈过程和结果。利益博弈主体是政

府（各级政府）、开发主体（各类开发商等）、规

划师（多元角色规划师）及社会（多元个体及

群体）；在博弈的规划既不合理健全又不规范

公开的情形下，加之缺乏完善的公共利益协调

和制衡机制，博弈的结果难免是以少数精英掠

夺应有多数人享有的公共资源而暴富为结果。

利益多元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

结构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市场是一种特定的

资源配置机制，主要相对于初次分配而言，再次

分配则应是政府的职责。当市场分配成为资源

配置的基本机制的时候，市场和社会中的多元

利益主体必定会展开博弈（图1）。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和公众等的作为和作用亦是不可或缺

的；基于公平公正和永续发展目标的取向是城

市规划的正确取向和不变的管理底线。

以“多规合一”为原则，在国土空间体系

中划定“三线、三空间和四区”，这是城乡永续

发展的底线和底板，是规划“一张图”的基础

信息和工作前提。以“一张图”为统领，在统

一各项基础数据及底图信息基础上，做好各领

域规划叠加分析、冲突差异解决后，使得所有

规划合图和精准落地，实现“坐标统一、边界

统一、技术参数统一、分类办法统一、运行规则

统一、管理措施统一”，从而确保一张图纸干到

底，推动城乡发展科学协调和永续发展。

1.2   城市规划管理改革以制度性、系统性和

        结构性创新为重点

按照十九大和党中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要求，以“放管服”为主线进行系统

性结构性改革。“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

槛；“管”即公共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

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放管服”改革是否

到位，一个重要标准是看是否为群众生活及办

事增便利。

传统以技术流程为核心的规划管理制度

存在许多结构性缺陷和问题，在法理情上均存

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不适应性；特别是面对新

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划部门尚无实质性

的改革和创新，不主动作为，甚至集体失语，其

结果就是城市规划就会被逐渐边缘化、弱化或

淘汰。“放管服”改革对城市规划管理而言，对

内要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流程、体制、机

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实行观念转变、流程再造、

功能重组、结构优化、法规重建，提升政府治理

现代化水平和能力；对外要提升行政便利化水

平，使之更加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其重要手段是要大胆

用足用好高新科技来推进改革和创新，充分运

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等

提高办公效率和服务质量。按此要求，城市规

划管理进行制度性、系统性和结构性改革具有

迫切性和必然性。

2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位：从“粗放

     全能无界”走向“精准有限有界”

城市规划管理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范畴，城

市规划管理职能一般由政府“三定”方案具体

界定或授予。随着政府自身改革力度、广度和深

度的不断加深、加大和加快，城市规划管理职能

定位之调整、完善和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2.1   城市化规划管理主体角色分异、分化

        和分层之多元性

我国现行的行政制度及其多变特点对城

市规划管理职能（三定）影响往往具有决定

性和颠覆性作用。建国以来的每次机构改革对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018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城市规划

管理职能从住建部划到自然资源部是一项重

大的调整和改革，其深远影响和作用还有待观

察和实践检验。但不管怎样，城市规划管理的

基本职能是明确的，不过实施主体的变化影响

是一定会有的。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

的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和城市规划管理实践基

本制度体系，似将面临一次大考验和大调整。

在我国的现实行政体制和运作中，行政

机构能否独立设置是决定其职能发挥的决定

条件之一。从趋势上看，未来城市规划管理职

能发生以下变化和多元主体也是必然的：一是

“分”，即城市规划管理职能从传统住建部划至

自然资源部；具体细节划定，分工和运作规则

目前还不明确，特别是如何无缝过渡和有机协

同，减少调整引起的新矛盾和脱节仍有待解决

和实践验证；二是“合”，即城市规划和国土利

用规划等“多规合一”成为常态和法规化；三

是“转”，即城市规划管理宏观、中观、微观职

能逐步多元化，分化、转化和精细化，并分别转

到其他不同的职能部门，需要一定的磨合期和

法规调节；四是“统”，即在“多规合一”“一本

规划”和“一张蓝图”的统领下，统一规划管

理平台，统筹协调，统筹兼顾，更加集成高效，

在便民优商的基础上建构起城市规划管理和

运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总之，城市规划管理

必须要走向综合、多元、多主体共治的精细化

分工和合作的新格局，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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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时代城市规划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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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无限走向有限有界，并更加注重综合集成

的有限精准规划。

2.2   城市规划管理职权、职位和职能之有

       限性

在新时代，需要提出规划管理的有界职权

（权力边界与权力约束）、有限职位（权力等级

与权力大小）、有度职能（权力作用与权力功

效）命题。我们应该平静而清醒地认识到，城

市规划在复杂多变的巨型社会系统中只是一

个作用有限的主体，其表现和表达亦很有限，

需要让城市规划管理回归其真实和有效的现

实之中。对此一定要持客观的态度。

因此，加快城市规划职能转变，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社

会力量在规划管理实施中的重要作用。确保依

法行政是十九大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的要

求和建立服务、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庄严承诺。

同时国务院把“放管服”作为转变职能的突

破口，通过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定界”，规划审

批“减法”，批中、批后监管做“加法”，公共服

务做“乘法”，精准施策，有所为、有所不为，真

正实现规划管理把“放”的坚决放开，把“简”

的坚决精简，该“管”的真正管好，该“服”

的服务到位（图2）。

3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更新：从传统封闭

     技术流程管控走向开放共享综合智

     慧协同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既是与知识相关，更是

关乎实践智慧；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又是系统化的实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以

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城市规划管理事物，其结果

必定不一样的；科学和有效的方法是确保规划

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路径和保证。

3.1  城市规划管理过于封闭和技术化制约

       规划管理方法更新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更新的重点，应是在

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方面加以系统性调整和

完善。宏观层面是方法论范畴，更注重以解决

城市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为目标的理

论体系或知识系统。主要包括规划管理的问题

类型、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认知和普适性原

则。而微观实践中的方法则是具体为实现规划

目标采取的具体手段与行动方式（包括途径、

步骤手段等）。

新时代要求城市规划管理也必须由重审

批、轻监管的传统方法，转向更加注重事中

和事后监管的新方法论构建和创新。特别是

十九大要求加强政府行政职能改革、理清市

场与政府职能边界，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如证照分离、先照后证、多证合一、多测合一、

多验合一、多规合一等，都对规划管理的具体

方法、流程和制度提出了新标准、新技术和新

要求。由此，规划管理的传家宝“一书三证”

的基础和环境也必将受到影响甚至改变，规

划的许多前置条件和评审监管方法也都必须

服从和服务于中央“放管服”的总体要求，

并同时从具体操作方法上做制度性调整和改

革，以适应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新需求和新

发展。

3.2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更新重在制度和

       顶层系统重构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更新表象是技术或流

程层面的问题，但实质上均是由顶层制度所决

定的，所以按新情况、新要求解构和重构制度

体系就尤为重要和迫切，否则过度技术的刚性

制度与求变的操作方法矛盾和不协调就难以

避免。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城市规划管理

重在制定对管理主体（政府）和对象（市场）

的允许性、选择性和禁止性制度规范，体现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城市规划管理方法的更新重点工作是制

度顶层的解构和重构：一方面是方法更新，目

标是要建设更为高效、有效的开放透明服务体

系，改变传统城市规划的封闭且单项技术流程

管控的桎梏；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

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为支撑构建“多

规合一”的规划管理开放共享和透明的综合

管理平台，该平台融合多规合一业务平台和建

设项目审批综合管理平台，支持各部门之间、

省市县镇之间空间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目

图2　新时代城市规划管理主体关系构成与演绎方向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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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业务协同办理，建设项目联动审批，以及

检测评估等综合闭合系统和开放共享系统。这

个系统注重对外一口受理、办理和归一，对内

加减乘除并联并行、集成创新，形成高效的综

合管理新平台（图3）。

4　城市规划管理绩效评估：从内部自测

      参考走向开放和问责

对政府政绩考核涉及经济绩效、社会绩

效、政治绩效、管理绩效和服务绩效等多维度

的绩效评价。对城市规划管理的绩效也很难

用1把尺去简单评价或考核，但其评价标准和

取向趋向开放、透明和严格精准却是必然的，

而且评价或考核的结果也越来越受到内外部

的重视和关注，从而成为城市规划管理改进服

务、提高效率、提高能力水平和对行政人员奖

惩的重要依据[1]。

4.1  城市规划管理绩效考核坚持以维护公

      共秩序、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保障公共

      利益为原则

城市规划管理的绩效目标，一方面是缓和

各种规划矛盾和冲突，建立与维护规划实施

的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空间范畴的公共资源

和公共利益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是要提高

规划管理效率与能力，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社

会公众的满意度，加强与改善规划管理的公

共责任机制。

目前对城市规划管理绩效的考量，主要包

括以下6个方面：一是规划履行职责方面；二是

规划执法公正方面；三是规划政务公开方面；

四是办事效率方面；五是服务态度方面；六是

清正廉洁方面。规划管理职能绩效评估方法主

要有书面描述法、关键事件法、评分表达法3

种，而所有的评价过程都应是“背靠背”及公

开化和社会化的。基于社会公众参与的评估，

其真实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较高，从而有

利于被评单位找出问题、发现不足，并针对问

题加大整改力度，从而也有利于规划管理工作

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全面改进和提升（图4）。

4.2   城市规划管理绩效要坚持以公众参与

       度、获得感和公众满意度为标准

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绩效的社会化和公开

评估完全改变了原封闭式专家型的单一技术

评估；总的趋势是，规划管理职能绩效评估要

注重于社情民意表达度、公共利益普惠体验度

和规划服务社会公共满意度这3个方面。

为此，需要建立起以真正社情民意需求为

导向的规划理论、规划制度和规划运行机制；

否则，规划实效既不是致力于实现公众的美好

理想，更无法得到公共的理解与参与，成为脱

离社会利益追求、脱离公共需求、脱离民意表

达的“概念规划、纸上规划、表现规划”，进而

必然也是无用或无效的规划。

城市规划的功效最终的评价主体必然是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社会成员，评估就是要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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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城市规划作用的感受度和体验度（获

得感），亦即城市公众实实在在能感受、体验和

享受因城市规划带来城市生活的更美好的方

方面面；同时，这种感受和体验必须是可持续

和公众一致认同的规划实效。实质上，规划工

作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居住在这个城

市或地区的人们创造更好、更美、更舒适、更

满意的生活环境，从这个目标出发反推，自

然会得出评价一个规划实效的优劣客观标准

也必然只能是公众的满意度。总之，对规划

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也自然是生活在城市的

社会大众[1]。

规划应直面和关注公众最直接、最现实、

最需要的民生问题，因此，把对规划评价权

交给公众又是转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在无

形中也就打破了多年来规划往往以政府领导

的认可和技术专家的评估为准则的成规。换

言之，改革就是要针对规划管理职能绩效建

立起全方位和开放的综合评价体系，而这个

体系的核心指标即是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5　城市规划管理的运作创新：从重批前

      管理走向多元开放全过程综合治理

城市规划管理运作创新，是从城市规划

管理到治理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新活动，是

其理念更新为行动创新的全过程；因而既涉及

思想观念、理论、制度、政策、组织创新，也有赖

于技术方法、实践运作等创新，是具有技术性

和非技术性变化的复合式创新。就目前而言，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运作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找寻突破口：一是城市规划管理理念创

新，二是城市规划管理组织创新，三是城市规

划运作制度创新。

城市规划从管理到治理改革和创新是新

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的必然客观要求。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

个开放系统，从管理到治理运作的转变含有3

个方面的重要转变：①行为主体从单一化向

多元化转变；②运行模式由单向垂直向交互复

合型转变；③运作方式从管控、强制、命令向法

治、协商、民主转变。治理是指“各种公共或私

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实的诸多方案的

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失调和，并

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很显然，城市规划

管理运作即属于此范畴。

5.1  加快形成多元、开放、共享和智慧集成是

       城市规划管理走向治理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更多

的经济行为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而城市规划管

理职能成为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之一。城

市规划管理运作则开始由“计划、管制、调控”，

转变为“调控、监管、服务”；从计划指令和行

政管控，转向技术指导和公共服务（图5）。

围绕城市规划从管理到治理改革创新，

城市规划管理运作的重点在于抓好以下3个方

面改革和创新：一是城市规划管理主体由单维

化向多元化转变。以往传统城市规划管理主体

只是政府，而现代城市规划治理主体还包括社

会组织乃至个人，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善治良政的新社会治理创

新体系。实际上，这是体现了城市规划管理向

多元共治理念转变，势必要改革传统的城市规

划学科结构和管理实践的体制、机制和法治体

系与结构，而且必须是从顶层到基层的全面系

统整改的改造、再造和集成创新。二是城市规

划管理运作模式由内向、强制、刚性向复合、合

作、包容的转变。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未来

蓝图，是未来城市永续发展的大纲、准则和行

动指南。毫无疑问全体市民是城市命运的主

人和发展主体，一切规划都必须以人民为中

心。城市规划管理也必须真正走向多元、多目

标、协商、协同、复合和包容发展的新治理模

式和方向，而绝非单一技术方案定终极城市

大计的静态图文（规划成果），从而走向倡导

合作透明，参与和平、法治等持续协调的治理

式城市规划管理和运行新模式。城市规划成

果也将更加需要简化易懂明了，成为多层次

社会共享的政策导向。三是践行理念由注重

前期“管审批”向更加注重批中、批后“全

过程”监管转变。城市规划的功效和价值是

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之愿景。因此，传统的基于经验的粗

放、封闭式规划管理必须加快改变和创新；城

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待于整个行业针对

新时代新要求做一次系统全面的适应性改革

和创新，唯此城市规划管理运作才能实现从

图5　我国规划建设工程行政审批改革目标与要点框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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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到治理的提升和发展。

事实上，十九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和行政机构和审批制度改革对城市规划行

业影响极大，其结果仍有待观察和关注，传统

住建系统规划职能整体划转至自然资源部虽

在意料之外，但也值得业界反思；城市规划行

业长期跟不上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步伐，其结果

必定是被改革。不过，我国许多城市如厦门、海

南、北京、深圳等主动加快城市规划管理改革

和创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规划管理的新

路，拓展了城市规划行业和事业发展的新天

地。这种结合本地发展需求的改革实践探索和

创新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

 

5.2  加快走向科学、高效、便利, 建构共享透

       明综合的服务平台是城市规划治理之本

城市规划管理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简政放

权，提高效率，服务便民，优化营商环境和提高

城市规划治理的现代能力和水平。综合全国现

有政府行政审批改革和实践成果，有浙江“最

多跑一次”，江苏“一网通办”，上海“证照分

离”等，这些先进和有用的经验已经得到了推

广复制。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8】33号），对包括城市规划管理在内的

全覆盖项目审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得以落实，

并重塑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是一场政府管理

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和革命。

城市规划管理涉及城市规划目标和空间

资源逐步、逐层、逐项实施的全过程；城市公共

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宏观调控和确保城市永

续发展是城市规划管理的要义和宗旨，它的表

现形式就是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及批

后监管等系统管控。国务院深化投资项目审批

改革意见提出，5年内工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

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时间要压缩一半。城市规

划管理审批改革首当其冲，贯穿全过程，必须

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优化流程再造，包括推

进“多规合一”，淡化前置、并联审批，多图联

审，多测合一，多验合一等审批改革。重点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划编制全面实行“多规合一”，这

是改革前提和基础。以往各类规划各自为政，

标准不一，互相矛盾，重复交叉互相制约等，造

成了行政审批效率低下，群众意见大、社会批

评多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

制定“多规合一”标准体系，为新一轮城市规

划行政审批制度的建构奠定基础条件。

二是在规划审批综合管理中全面实行

“六个一”综合管理运行新体系。城市规划审

批制度的改革目标是简政放权，便民优商，提

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让数据和信息多跑路，让

企业和群众少跑路，甚至实现不见面就审批的

效率等。目前已有许多改革试点，成功的经验

正在向全国复制推广。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集中体现在“六个一”，即“一本规

划统、一张蓝图管，一个系统运，一个窗口理，

一张表格报，一套机制处”，实行“一家牵头、

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以及“一份材料、多次

共享，一次审查、多方共用，一次测验、多方共

用，一次验收、多方认可”等“四个一共”办

法及规定，可以大大减少重复性，减轻企业负

担，提高办公效率。

三是在规划实施上突出形成“规划（技

术成果）→导则→条例→法规”四位一体的

新法规保障体系。亦即，城市规划实施在规划

编制和审批完成后还有许多批中、批后的监管

责任。

因此，加强批中批后监管对规划的实施十

分重要与关键，需要建立与工程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和规划编制改革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全面

推进“双随机公开”监管，加大系统立法推进，

加大监管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行为更显重

要和必要，特别对告知制承诺制容缺审批、后

补前置审批和其他先证后照等改革中的新情

况，必须加快针对性制度改革和应对措施，环

环相扣，防止新的失控、缺位和不到位，特别

要加快构建有效的系统性批中、批后管理监

管法规办法和操作细则，防止顾此失彼，留下

新的后遗症。因为以上3大改革都是相互关联

的系统整体，而传统擅于批前审批管理的规

划部门如何加快转向不擅长而又缺乏系统规

则的批中、批后监管的新情况无疑又是一个

新的考验，正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刀刃

图6　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管理创新构成与方向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86 | 城市研究

卓越.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J]. 中国行政

管理，2004（5）：17-20.

ZHUO Yu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J]. China 

Administration, 2004(5): 17-20.

刘祖云. 社会转型视角解读[M]. 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2005.

LIU Zuyu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朱介鸣，赵民. 讨论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的作用

[J]. 城市规划，2004（3）：43-47.

ZHU Jieming, ZHAO Min.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urban planning in market econom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4(3): 43-47.

孙立平. 断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SUN Liping. Fracture[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郭湘闽. 趋向多元化与弹性化——论“新公共管

理”理论对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变革的启示[J]. 规

划师，2005（6）：8-1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3]

[4]

[5]

GUO Xiangmin. Diversified and flexible trend: an 

essay on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on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change[J]. 

Planners, 2005(6): 8-11.

石楠.试论城市社会功能的影响因素[J].城市规

划，2005（8）：9-18.

SHI Nan. An essay on factors on urban social 

function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5(8): 9-18.

陈振明. 政府再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 

CHEN Zhenming. Government rebuilding[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7]

向内的自我革命，无论从宏观顶层系统制度

设计，还是中微观实践操作，都必须统筹兼顾

协调各方，既要突出重点、先行先试，又要系

统布局，整体推进（图6）。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运作创新必须先破后

立：破的是因循守旧、自我欣赏却以为“善作

善为”的固有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和机制；立

的是符合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发展要求的

新理念、新制度、新机制。这绝非简单的技术革

新，而应是一场从上至下的的顶层解构和重构

后的系统设计和运作制度创新，真正建立起中

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管理新体系，从而引领和服

务我国新时代的城市高质量和永续发展。

6  结语

新时代我国城市规划管理改革和创新迫

切需要加以自觉自省、改革和创新。在上述讨

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今后要重点做好以下3

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构建城市规划管理新理论体系。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转变规划管理理念是以理

论创新为前提，而且应是自觉和自省，主动改

革更是关键。城市规划管理必须以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为出发点和归宿。要义是必须更加突出

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和行动，体现

品质好规划，更美好城乡，把中国城乡打造成

人民满意的生态花园、精神家园和生活乐园。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管理新理

论体系。

二是加快形成城市规划管理新制度体系。

创新同样是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

国城市规划管理急待改变上下不对应、理论与

实践脱节、知行异化及政策和制度不得要领等

问题和短板。要义是必须改变过往僵化、固化、

封闭式的内循环式的城市规划管理理论、制度

机制和技术范式，自下而上加快对传统城市规

划管理制度和机制等实施结构性改革和创新，

核心是要突出体现城市规划管理的引导、协

调、服务、管控基本职能公平优先的天职和实

践特质，并将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融

入城市规划管理根本性、制度性和结构性改革

之全系统、全过程、全领域中，让城市规划管理

成为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和示范，全面提升社

会对城市规划管理满意度、信任度和支持度，

真正体现管好规划为人民的中心思想。

三是加快构建城市规划管理专业化、集成

化和智能化新综合平台体系。城市规划管理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

算已成为城市基本公共设施，为城市规划管理

科学、高效、便民等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技术支

撑，更加需要规划管理部门用系统集成的理念

整合、发现和解决规划管理中的复杂问题，缺

陷和隐患，及时发现和修正管理制度、机制和

方法，使规划管理更趋人性化、便利化和智能

化，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规划让城市

发展更优质的目标。

（特别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的

悉心修审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