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

13位ISBN编号：9787564113605

10位ISBN编号：756411360X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

作者：崔宁

页数：2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上海世博会为例，聚焦于政府主导下的重大城市事件对于城市结构的影响。
全书抽取与城市空间结构最密切相关的场地选址、场地拆迁、配套交通建设、规划和后续利用等主要
方面，建立重大城市事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联系，分析总结其间的规律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建
议。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交通、城市研究与城市建设管理等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供相关
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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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言　　1.1　概述　　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事件”已经成为城市政府
不容回避的一个概念。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希望通过城市事件来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吸引投资和人才以加快城
市发展，实现城市功能的提升、空间结构的调整。
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尝试通过城市事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同时，如何理解“城市事件”，如何因势
利导地利用“城市事件”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城市事件”是帮助政府实现执政目标的工具。
　　在城市事件的筹划之初，城市政府拥有对城市事件的绝对主导权。
通过项目策划、计划、资金、选址等方面的研究，政府可以预估事件对城市造成的影响，制定应对预
案，甚至拥有该项目的否决权。
而城市事件启动之后，随着资金和人力源源不断地投入，事件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求将不
时出现，特别是当社会力量参与筹办之后，政府对事件的控制力将被削弱，甚至可能反过来被“事件
”所控制。
　　实际上大部分政府，特别是中国城市政府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以积极引导和有效控制重大城市
事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城市事件实施过程中，需要研究如何组织和控制以达到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仅为短期的事件投入巨大资源延伸出来的问题非常繁杂，在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整城市
资源为城市事件提供支撑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城市事件实现城市结构调整和功能提升的问题，也需
要进行研究和总结。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作为中国21世纪初划时代意义的“城市事件”，分别在中
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先后举办，其对国家和对城市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