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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的差异，并由此深

入分析西方“住区规划”理论向“社区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最后总结了我国

住宅区规划的现状，“社区规划”的发展方向以及时代要求。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hinese words about community planning, and analysesthe developing 

progress of the basic theory on community planning. In the end,it reflects 

the present scene, developing way and demand for Chinese 

communityplanning. 

 

1、“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的联系及区别 

“住宅区规划”是我国翻译“CommunityPlanning”的一种中文表达方式，

简称“住区规划”，而其标准的中文翻译应为“社区规划”，前者常被城市规划

设计领域引用，而后者常被社会学界引用，随着城市规划学科的不断拓展，社会

学科的逐渐介入，深入剖析“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的异同很有必要，也可

以为我们参与国际交流提供理论支持。 

在下表中，对两者的概念范畴、视角、内涵、结果、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进行

比较，使两者的差异突显，让我们面对繁复的城市房地产广告用语，可以有一个

冷静的判断。其实在城市住宅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两者是密切相联的，住区规划

是社区规划在物质、空间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是社区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

社区规划则是住区规划的依托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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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的差异： 

 
住区规划 社区规划 

1、规划的范畴 物质空间的规划 社会秩序与聚居地域空间的逐

步建立 

2、规划的视角 城市规划领域 社会学界 

3、规划的内涵 居住场所、室内外空间等有形

的实体或空间的排布 

个人、团体、人群之间的空间

关系，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等

的组织与引导。 

4、规划的结果 以建筑物、构筑物等人造景观

为结果 

以实现社会平等、经济发展、

生态平衡等目标为最终成果，

实现社区自治。 

5、价值观 实用主义美学 可持续发展 

6、工作周期 以住宅区的建造过程为工作周

期 

以社区的建造、改造、后续维

护过程为工作周期。 

7、工作人员结构 以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建筑

师为核心的规划精英组织 

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由社会工

作者引导，并由规划精英、业

主、开发人员共同参与组织 

8、工作组织方式 以设计图纸为媒介与依据进行

建造 

以社区发展策略与规划条例为

依据，进行民主讨论与协商。 

在城市规划发展历史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划师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

划” 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西方城市从“住区规划”向“社区规划”的不断进

步与演化集中反映了该过程。 

 

2、西方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的发展概况 

2.1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下的住宅区规划 

一战前后，“功能分区”理论正行其时，大量的城市规划严格遵从机械的功

能分区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住宅区规划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最具有代表性

的理论是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理论，明日之城用简单的几何图

形的方格网加放射形道路系统来统领全局，住宅区分布在公园周围，并且均向高

空发展，以便留出大片空地布置公园和运动场等绿化空间，在这种理论下，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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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城市住宅区人口高密度，又能形成开阔、安静和优美的居住环境，使居民获得

充分的阳光与空气。 

同时期的规划师“T·戛涅”提出“工业城”的设想，“工业城”中的居住

区分成若干小区，居住区的中心位置设有项目众多的公共建筑，小学校、生活服

务设施组合在居住用地之内，绿地占居住用地的一半，绿化中间贯穿着步行路网。

他的布局依据地段条件，可以灵活地变形，并注意了日照通风等要求。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下的住宅区规划，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

具有快捷、方便的现代交通运输手段，否则，相对独立的城市住宅区无法与城市

的其他区段协同工作。同时，住宅区功能单一，使住区用地的空间使用率和用户

的社会交流成为难题，这个时期的住宅区规划注重住宅布置的空间、物质等技术

层次上的要求，较少关注居民的心理适应与出行、交往等要求，这也是“现代主

义”的历史局限性。 

 

2.2 乡土派的自然回归 

乡土派的鼻祖是 19世纪末的英国人“E·霍华德”，他在自己的著作《明天，

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

花园城市是一个四周有农业用地围绕的城乡结合体，住宅区在中心公园与绿化带

之间，在这样的城市中，同心圆式的布局，可以形成城市组群，“环境优美”可

以同乡村比美。 

二十世纪的美国建筑师赖特还提出了“广亩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住宅区应

结合自然环境布置，并反对严格地进行功能分区的规划模式。 

乡土派的住宅区规划设计理论强调人居环境的自然本原，为今后城市住宅区

的环境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2.3 “邻里单位”对住宅区规划理论的突破 

1929 年美国建筑师 C·A·佩里提出了“邻里单位”的理论，控制居住区内

部的车辆交通以保障居民安全和环境的安宁是邻里单位理论的基础与出发点。其

基本原则分为六条： 

2.3.1 邻里单位四周为城市道路包围，城市道路不穿越邻里单位内部。 

2.3.2 邻里单位内部道路系统限制外部车辆穿越。 

2.3.3 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主要以小学的合理规模为基准，可以避免小学

生穿越城市道路上学。 

2.3.4 小学以及其它的邻里服务设施是邻里单位的中心。 

2.3.5 邻里单位占地约 160 英亩（65公顷），每英亩 10户，以保证儿童

上学距离不超过半英里。 

2.3.6 邻里单位内的公共设施主要包括教堂、商店、图书馆以及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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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A·佩里同时代的美国人 C·斯泰因和 H·莱特也提出了类似的构想—

—新泽西州雷德朋规划方案，这个方案中将人车分流处理得体，使车行交通与步

行交通相交处采用立体交叉。 

“邻里单位”理论提出后，对以后的住宅区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第

一次将“城市居住区”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深入考虑了居住

人员的安全与居住区的合理规模，这个理论的诞生为现代城市的住宅区规划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从技术上保证了住宅区规划的合理性，今天我国的城市住宅区规

划的技术基础仍然沿袭该理论。 

 

2.4  后现代主义的城市住区规划理论——“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 

新城市主义的诞生主要来自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反思，以及对 18,19

世纪欧美城镇规划模式的合理性的挖掘，这种理论主要来自城市设计层面，它更

关心城市社区的历史延续和文化继承，它对传统城镇所具有的有机性、凝聚力、

协调、统一性进行肯定，并以此为模式，融入到对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与改造中

去。 

“新城市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是丹尼和普蕾特—兹伯格（DPZ），他

们所设计的最有影响力，起到主导美国“新城市主义”潮流的作品是“海滨城”，

他们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强调传统、历史、文化、古典主义、地方建筑传统、社区

性、邻里感、场所精神和生活气息。在“新城市主义”的居住区内，他们创造了

具有意义的场所，重新建立人们失去的“乐园”：步行道、行列树、街角商店、

邻里活动区等让人感受温馨的城市社区空间。 

自 90年代以来，有关新城市主义的著作有十多部之多，而且都有很高的质

量，其他代表人物有卡斯洛普（代表作《下一代的美国都市，生态、社区和美国

梦》）；凯特（代表作《新城市主义：走向社区的建筑》）；所罗门（作表作《重

建》）等等。 

新城市主义的社区规划将传统的住宅区规划推向前进，从关心技术层面的设

计手法，深入到城市社会的资源分配与合理使用等更深层面，其表现形式也更注

意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而且与城市的历史、环境进行有机整合，对历史上的住

宅区规划进行了合理的判断与总结，弥补了传统住宅区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历史

学的脱节。 

 

2.5 “住区规划”的转向——“人文区位学”等社区理论的介入 

西方从“住区规划”转向“社区规划”，有赖于社会学理论的不断影响与丰

富，早在 1887 年，德国学者滕尼斯提出社区理论，其专著《社区与社会》标志

着社区理论的诞生。随后从欧洲传入美国，并在大约 20 世纪 20-50年代，进入

了它的兴盛时期，该理论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有

着很大的影响。人文区位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等一批社会学者借用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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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竞争、共生、进化和支配这些本来用于揭示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区

位学概念，来揭示都市的结构和发展动力。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区位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直接成为社区发展与规划的实

践依据，演化成为社会行动理论，该理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社会行动理论

注重分析社区领导层、决策过程、社会参与等内容，及其与社区变迁的关系。与

其他的理论相比，它较注重微观的、技术的层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

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探索了创建社会组织所需要的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理论，

研究了行动者与资源、行动权利的分配、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等涉及社会重组的

有关概念和要素的关系。社会行动论因其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在社区工作中运

用很广。 

随着社区理论的不断介入到住宅区规划领域，西方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在理论上基本完成了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的演进；其间又有众多的规

划工作者加入到社会工作中去，使“社区规划”在实践层面上逐渐丰富起来，为

后来的“社区规划”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今后我国社区规划的发展方向及其要求 

我国住宅区规划的模式正在进行逐步演化，这与我国居民经济收入不断增长，

社会结构多元分层的历史阶段有关。因此在研究住宅区规划模式的同时，必须同

时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实现从“住区规划”

到“社区规划”的演进，为“社区自治”奠定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规划设计与研究人员关注。 

 

3.1 拓展“住宅区规划”的社会学内涵 

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是一个丰富“住宅区规划”社会学内涵的

过程，不仅在认识层面上要对此进行关注与研究，更应在实践领域中不断地强化

这个理念，使社区规划真正落实到城市建设中去。由于今后城市社区规划更多地

将面临社区复兴、改造等课题，因此，关注城市历史与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的历

史文化遗产将成为社区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将使社区规划的内容更加复杂，

单一的技术处理模式将不再适应社区规划的要求，多元化、个性化的社区规划设

计理念将不断丰富城市社区规划的设计理论与实践，更多的社区工作者将加入社

区规划的行列。 

由此可见，社区规划设计已不再是规划师、建筑师独占领域，其设计理念需

要更加开放，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另一方面，规划师、建筑师必须加入公众参

与的行列，社会调研、统计等手段将丰富单一的规划图纸表达方式，所以提高规

划师的认识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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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规划师的社会参与能力 

由于规划师是设计主体，或者说是设计主体的重要部分，规划师对社区规划

的认识将直接影响规划的成果，社区规划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规划师的不

断参与，不仅仅是在方案确立的阶段，而且要在社区维护改造中发挥作用，良好

的沟通能力与友好的工作态度将有益于社区规划得以具体实施。 

除了规划图纸的表达方式，规划师还应接受其它方面的系统训练： 

3.2.1 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和数理统计 

3.2.2 制作适于公众参与的工作流程图和反馈信息表格 

3.2.3 制作网站，为社区规划寻找更广大的社会支持与服务 

3.2.4 联合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专家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

与研讨活动等。 

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是一次规划理念的更新，也是一场规划设

计技术的变革，它将超越我国当前社区面貌单一，布局雷同的局面，对于我国的

规划师将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同时，对规划师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

沟通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规划师在社区规划中将会转变为一个设计活动的策划与组织者，从而真正担

负起社会责任，这将有赖于我国规划师培养体制的日益完善，以及规划师不断地

自觉参与社区规划活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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