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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住区和城市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各异的表现形式，但其核
心目标都是在找寻安全、宁静、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之间的结合点，并建立住区与
城市水乳交融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随之出现了大量的住区开发与住宅建设。
这个阶段中国的住宅开发基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建成区中住区的更新和自我完善；二是，
大规模的郊区化住区的开发。
由于城市中心区土地资源匮乏，旧城更新的成本过高，周期较长，使郊区化住区和新城住区开发成为
这阶段住区开发的主流。
郊区低廉的土地价格加上中国似乎永无止境的住宅需求使得开发商们不禁“豪情万丈”，新建住区的
规模不断打破纪录。
“大盘时代”、“造城运动”、“居住改变城市”等等煽情口号的提出令人热血澎湃的同时，已经预
示了明天的危机！
　　在这个疯狂的大型住区开发时代，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城市在表面繁华状态下的暗
流：首先，郊区住区的开发使城市边界不断蔓延，城市农田不断被占用，城市已不再遵循可持续的脚
步发展；其次，尽管道路在不断地拓宽。
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已经成为每个大城市继续发展的瓶颈；第三，尽管每个住区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但整个城市的魅力正随着住区围墙的延伸而衰退，街道失去了活力，两边崭新的住宅群落像布景一样
苍白、乏味。
封闭的住区力图摆脱城市的喧嚣，创造自己“柏拉图”式的理想居住环境。
可往往事与愿违的是：缤纷的商业街空空荡荡、邻里之间形同陌路、豪华的会所入不敷出，反而成了
开发商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不否认这十几年来住区开发在改善人居生活环境上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缺乏
先进的规划指导思想，新建住区往往成为城市中不可消化的郁结。
大型住区开发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恶果将需要我们花费几十年去慢慢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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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城市住宅区规划设计方面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建立与城市互动的住区规划、住
区与城市互动的相关探索和规划设计原则、与城市互动的住区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与城市互动的住区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设计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规划设计>>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建立与城市互动的住区规划  第一节  现实问题与原因分析    1.1  道路规划方面    1.2  公共配
套设置规划方面    1.3  景观空间规划方面  第二节  住区封闭的“渊源”    2.1  “单位大院”体制    2.2  现
代主义的城市功能分区    2.3  兴起的物业管理模式  第三节  建设与城市互动的住区    3.1  住区与城市的
关系    3.2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的优点第二章  住区与城市互动的相关探索和规划设计原则  第一节  相关
理论回顾评论    1.1  我国住区开放与封闭的历史演进    1.2  国外有关住区理论综述  第二节  以万科为例
谈对住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的探索    2.1  开放住区的初次尝试——上海万科城市花园    2.2  对人厅开放
的住区——深圳万科四季花城    2.3  被动开放与积极应对的住区——上海万科假日风景    2.4  主动开放
的住区——武汉万科城市花园等项目  第三节  住区与城市互动的规划设计原则    3.1  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原则    3.2  公建配套规划设计原则    3.3  景观空间规划设计原则    3.4  住区结构与管理规划设计原则第三
章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第一节  “居住环境区”理论与住区道路设置    1.1  “居住环
境区”的提出    1.2  影响合理“居住环境区”规模的因素    1.3  将“居住环境区”之间的道路设计为城
市支路  第二节  建立街道生活（城市氛围的重要承载体）    2.1  “生活次街”的提出    2.2  “生活次街
”的塑造手段    2.3  “生活次街”上人与车的关系    2.4  “生活次街”的道路设计技术要求  第三节  与
公共交通系统的结合    3.1  引入公交汽车的住区规划    3.2  捷运住区规划第四章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公共
配套设施规划设计  第一节  引入中心地理论与G.费德分级构成理论的概念  第二节  住区中的商业设施
配置    2.1  住区商业的“新分级”与购物周期    2.2  从城市的角度考虑不同商业种类的规划    2.3  应对住
区商业的生长性与城市的复杂性    2.4  从城市竞争的角度选取开发及物业管理方式    2.5  不同的住区商
业形态与城市互动方式  第三节  教育设施的规划设计    3.1“谁开发.谁配套”的方式应变革    3.2  教育
设施的规模和服务半径如何与城市互动    3.3  教育设施的位置如何与城市互动第五章  与城市互动的住
区景观空间规划设计  第一节  住区景观空间与城市的横向互动    1.1  制定相应的规划管理机制    1.2  住
区中的景观空间与城市共享  第二节  住区景观空间与城市的纵向互动    2.1  对城市自然环境加以保护与
利用    2.2  对地段景观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传承第六章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结构与管理模式  第一节  管理
结构——双级结构与新三级结构    1.1  从交通的角度，考虑双级结构     1.2  从对空间尺度认知能力及邻
里关系的角度，考虑双级结构    1.3  从公建设施的配置，考虑新三级结构  第二节  相应的管理模式    2.1
 住区物业管理模式的沿革    2.2  与开放式住区相应的物业管理模式    2.3  物管的物质形态表现    2.4  公
共投入与物业成本  第三节  开放式住区的物业管理实例分析    3.1  实例一：大连城市花园    3.2  实例二
：中山城市风景花园第七章  结语——若干实例  第一节  南京“蔚蓝之都”住宅区  第二节  西安“金泰
·丝路花城”项目致谢图片索引注释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规划设计>>

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与城市互动的住区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第三节　与公共交通系统的结合　　3.2　捷运
住区规划　　3.2.1　捷运住区及其优势　　捷运住区是与城市互动的一种重要的住区形式。
作为高效率的城市运输体系，地铁线路的设置与城市人口的分布和主要流向是直接联系的。
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
在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洛杉矶等世界各个发达的大城市都致力于如何将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联
系起来。
国内外已经提出了捷运住区的概念。
捷运住区一词来自英文词汇transit village和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是指在城市建立快速运输体系的同时
，沿着该系统进行土地的综合开发而形成的以快速运输体系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住区。
　　捷运住区的核心部分是围绕车站的紧凑而且具有综合用途的住区，居住者是大量利用快速交通系
统、少量利用私人交通工具的群体。
这种住区由车站大约向外延伸1/4英里，步行约5分钟。
住区的中心由车站和环绕车站的公共设施组成，它具有交通性质以外的社会和商业的价值。
在步行路两侧的沿街建筑的底层都设置商业和服务设施，建筑的高度和材质以及立面处理富于变化，
从而提高步行者良好的心理感受。
“后小康居住建筑与环境”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科技课题，是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居住
模式的有关研究。
其中的《城郊快速交通站点居住区模式探讨》一文中，探讨了适合中国城郊的一种居住模式：以快速
大站交通连接郊区与市区。
在步行500米半径范围内布置中高密度住宅区，离站点半径500米至1千米范围内布置中密度住宅区，以
距站点1千米半径范围作为城市郊区的基本单元，使城市郊区的多数居民沿快速交通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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