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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
—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实然、应然与必然

□　黄明华，肖　佳，周依婷，杨　辉

[ 摘　要 ]文章将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花园城市理论和集合了我国新时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公园城市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总结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三大背景下发展创新需求的实然；以应然价值为导向，提出中国
城市规划理论创新应遵循本土观、系统观、民生观和发展观；通过分析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背后蕴含的历史趋势，明确以
回归空间为核心的创新实质、以价值转换为导向的创新理念，最后得出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的创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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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arden City to Public Garden City: The Actuality, Oughtness,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Urban Plann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ang Minghua, Xiao Jia, Zhou Yiting, Yang Hu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arden City Theory—the originator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theory, and the Public Garden City 
Theory, which combines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deas of China in new er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ctuality"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under three backgroun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Guided by the value of "oughtne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urban planning theory in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indigenous views, the system view, the people's livelihood view, and the development vie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end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arden City to the Public Garden City, it makes clear the essence of innovation 
is to return to space as the core, and the value conversion oriented innovation concept, so that the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of urban 
plann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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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进入世界强国
时代，在成为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的同时，也面临了
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自此孕育而出的
花园城市理论是规划先驱者对城市变革的探索性回答，
该理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对此后现
代城市的规划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自改
革开放起，短短几十年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创造了城镇化率高速增

长的世界奇迹。中国城市发展成绩斐然的背后，是否
已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集合了
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的公园城市理论就是问题的
答案。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从国外经验到中国方案，

从“拿来主义”到革故鼎新，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城市
规划理论发展的生动复杂的辩证过程。理论是人类通
过客观事实进行理性思考后取得的对其本质和规律性
认识的陈述 [1]，科学的理论是理智对知觉经验进行整
理的结果 [2]。基于此，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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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3个要素：一是实然，即从实际出发，
立足于客观事实的现实主义探索；二是
应然，即从研究分析着手，判断城市规
划应当如何发展的理性主义思维；三是
必然，即把握事实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发
现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趋势，坚守规划学
科核心理念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公园城市
为代表的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就是在实然和
应然的辩证运动中走向必然的升华。

1实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
现实需求

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事实的研究而
非空泛的原则，理论研究的前提应当是
明确特定历史范畴具有实际效果的客观
事实 [3]。实然是规划理论出发点的客观
事实，是客观性与主体性、事物与过程、
个体与总体的辩证统一 [4]。其表明事物
是如何和为何如此，是对客观事实的主
观掌握。理论必然孕育于客观的历史范
畴，一旦失去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客观现
实，单纯抽象的理论即沦为僵化的教条。
正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
之树常青”[5]。因此，应从花园城市与公
园城市形成的现实依据中探寻城市规划
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需求逻辑。

1.1 文明形态转型背景下的时代需求
1.1.1 花园城市：工业文明思维下
的时代曙光
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出现与被

大范围地推广使用作为工业革命开启的
主导标志，工业文明随之而来。彼时，
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
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随之迅速扩大。与
此同时，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结构也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城市化快速发展，城
乡差距扩大，环境恶化、住区拥挤等“城
市病”日益突出。这些工业文明带来的
沉重代价引发了各界对社会进步的探讨，
如米尔的政治经济学、斯宾塞的社会科

学、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克鲁泡
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亨利·乔治的所
有租金收入实行“单一税制”等。霍华
德也在此社会背景下，结合这些先进的
社会思想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整体设想。
霍华德希望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出发，

解决工业时代城乡分离、城市内部污染、
拥挤等问题。他提出的“三磁铁理论”、
“花园体系”建设等革新性设想为城市规
划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新纪元。花园城市
内在的社会改革思想和重视环境的空间布
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桎
梏，花园城市作为解决“城市病”的理论
向导，带领现代城市规划探寻时代的曙光。
1.1.2 公园城市：生态文明思维下的
时代回答
人类文明自原始社会伊始便始终保

持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总体演进趋势。目
前，虽然工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
生态文明正大步向人类走来。生态文明
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传统文明进行的反
思，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6]。就生态
文明的哲学本源而言，迈向生态文明的
主导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生态中心主
义 [7]。一方面，它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
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在其永恒的循环
中按照规律运动；另一方面它强调自然
受人类社会实践的影响，人属于自然界
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将反噬自身。生
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从主
客二分走向主客统一 [8]，意味着在新文
明时代需要用整体性观点、非线性思考
逻辑和循环性研究方式去观察并解决城
市发展与生态建设问题。
生态文明是一种内涵推进式的文明。

文明的转型推动着城市发展的转型。因
此，当今城市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自
然界的客观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重要性。这正是公园城市的时代
使命，用生态文明思维完成对花园城市
的延伸与超越，公园城市理论成为文明

形态转型背景下对新时代的现实回答。

1.2 社会形态进步背景下的理论需求
1.2.1 花园城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理论革新
就花园城市理论背后的资本主义制

度而言，“二律背反”定律是其资本增
值的最大“秘密”[9]。究其本质，当时资
本主义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被颠倒为
“拜物教”观念，工人成为资本增值的
工具，丧失了身为人的独立和自由 [10]。
这种对人的“异化”和对资本无限增值
的追求在空间形式上表现为城市持续聚
集，进而导致失业者不断增加，城市环
境进一步恶化。同时，乡村土地无人耕
种，乡村发展面临衰竭。这些“城市病”、
城乡失衡问题的出现，本质是资本主义
为了满足其贪婪本性而对空间平衡和空
间正义的破坏。这一时期面临的一系列
城市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追求利益
至上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与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相容性”[11] 所导致
的生产力绝对发展趋势与生产关系特殊
限制冲突在城市空间的显现。
基于对19世纪城市问题的反思，霍

华德深刻意识到城市无限扩张与土地投
机最终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城市灾难 [12]。
因此，他提出用社会城市改革来限制城
市自发膨胀，将城市土地统一归于机构
管理，进而对生产关系做出调整。花园
城市蕴含的社会改革思想是资本主义制
度下规划理论的伟大革新，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人”的“生产
逻辑”，描绘了资本主义时代下带有社
会主义色彩的理想城市图景。
1.2.2 公园城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理论优势
共产主义社会，是相比资本主义社

会“更高级、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社
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具有
绝对的制度优越性 [14-17]。社会主义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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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演进与超越，与绝对私有制
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具有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通过集中社会的
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制度优越
性的保障之下，必将实现全体人民的高
质量生活，探寻新时代实现“自由而全
面的人”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城市向着生态文明转型，
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事业，这在生产资料
归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实现。

1.3 城市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发展需求
1.3.1 花园城市：资源消耗背景下的
发展探索
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劳动力的

高密集、城市人口的高增长，以及城市
的无限外延扩张是霍华德时代的西方城
市发展特色。“以资源换财富”“以生
态换经济”的粗放发展方式所积累的自
然环境问题也最终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19世纪以来包括城市规划在内
的各个研究领域均意识到自然与环境的
重要性，并从多个方面寻求破解生态危
机的良方。花园城市作为其中的代表之
作，首次展现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魅力。
一方面，花园城市重视对绿野和公

园的保护。每个花园城市之间要保留一
条乡村带 [18]，作为花园城市的城市增长
边界，通过规模控制平衡城市发展与自
然环境保护。另一方面，霍华德凝练出
体现城市空间特征的“花园体系”布局
模式。花园城市理论始终将绿野与公园
作为核心构成要素，将空间结构与景观
结构在城市整体层面上融为一体，在城
市内部重现了英国传统的花园住宅理念，
使得人们在城市中能享受到自然环境带
来的舒适感。花园城市是对工业文明时
期以资源消耗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的
创新与探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3.2 公园城市：生态价值引领下的
创新发展
公园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

川天府新区时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的最
新理念，特别强调了要利用生态价值打
造新的增长极，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经济
高地[19]。其中，“增长极”“经济高地”
的表述方式体现了公园城市的绿色财富
观，是“两山”理论的具体表现。从靠
山吃山的掠夺式、粗放式发展，到“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兼顾论，
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
生态警觉，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财富观 [20] 的确立，突破了传统物
质财富观的思维藩篱。城市建设指导理
论必须认识到人、城市、自然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视城市
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转生态优势为经济
优势。孕育自生态文明思想的公园城市理
论是对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绿色
财富观的回答，是从城市尺度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创新发展模式。

2应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
价值导向

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价值目标，应然
彰显并升华了人类理想信念的价值关怀。
其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渐进过程，是
人类对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在城市规
划理论范畴，应然是核心环节。它从现
实需求的角度对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并
对部分客观现状做出否定，要求消除和
改变那些与规划理想不相符的东西，使
城市获得规划意义上的合理性。

2.1 本土观：从“西学东渐”到
“守正出新”
理论越是满足国家的需求，越是能

够得到很好的实现 [21]。回顾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四十余年的城市规划发展，利用
西方城市发展规律，以及西方先进理念
与方法来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模式
已成“众望所归”，所谓“言必称希腊”。
作为一门西方舶来的现代学科 [22]，中国

城市规划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案例主
动或被动的学习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这
是“西学东渐”“和合与共”的阶段。
但同时，长期借鉴模仿所导致的基础理
论“空心化”[23] 也成为中国城市规划
发展的沉疴积弊，导致中国城市规划长
期以来被称为“二手的理论，一手的实
践”[24]。回顾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
离开中国国情这个最大的理论基点 [25] 致
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左支右绌”，一
度陷入理念泛化、理论淡化和实践浮华
的困境 [26]。就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本质
要求[27]而言，理应从本土国情出发，“守
正出新”“固本强基”，将城市建设经
验进行总结提炼。牢固立足于本土的、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城市规划建设
基础理论，彰显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理论的探寻

过程，是从国际经验到中国方案的探索
过程，更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
过程。花园城市理论是在工业革命蓬勃
发展时期英国伦敦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
增长和变化的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社会
最发达城市发展盛况之下的危机思考；
而立于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中国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考与
探索之中。“九万里风鹏正举”，位于
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从
业人员理应秉持博采众长而又坚守本土
的学科发展观，立足中国国情，针对中
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2.2 系统观：从城乡融合到生命
共同体
20世纪以前，规划工作者解决城市

问题的思路普遍是“就城市论城市”。
直到霍华德提出将城市与乡村联结，对
城市及其支撑系统进行重组和整合，首
次构建了一个城乡一体的大系统。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系统论诞生并迅速
发展，对城市规划整体系统观的成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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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今日的城市转型发展体现了从机械

还原论到整体系统论的进化。“城市工
作是一个系统工程”[28] 成为新的建设理
念。“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
认识是对系统观的高度概括。一方面，
在公园城市理论中公园绿地不再是城市
的附庸，而是被纳入整个城市及其周边
生态系统进行考虑，这一转变是城市绿
地从城市内部子系统到与城市一体的系
统的升级过程。公园城市理论的目标是
构建整体层面的“园中之城”，不是“城
中之园”的简单叠加。另一方面，公园
城市理论并非是独立的城市规划建设理
念或者针对城市特例的特殊解决方案，
而是生态文明时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在
当下历史阶段的系统整合，是在继承现
代经典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实
践检验逐步形成的系统理论。因此，公
园城市理论的系统观更加全面，该理论
既是从城乡聚落到生命共同体的进步，
又是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体系的丰富。

2.3 民生观：从社会城市到人民城市
城市规划萌生之初不具备民生观。

现代城市规划孕育自19世纪中叶，对于
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便，技术人员和卫生
改革家通过物质空间规划来改善城市健
康问题。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是为了满
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迫切需要的人道主
义关怀，本质上是资本家的操控工具，
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机制。
霍华德首次在城市规划中考虑民生

观，吹响了人民解放的号角[18]。19世纪，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其社会性被
片面地割裂和孤立，“人不将为人”，
而是成为物化的“商品”，社会关系也
由此成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种被物
化了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是造成人本
身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
会根源。因此，民生问题的实质在于变
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民

众呼声的发展模式，构建良性运行的社
会秩序。于是，霍华德构想了一种社会
城市，即通过建立一个公正的土地租赁
体制以代替固定私有的体制，使美丽的
城市组群建设在人民以集体身份拥有的
土地上 [18]。霍华德认为自爱的社会需要
关注同伴的福利 [18]，这也是第一次在城
市规划著作中体现人民解放的期望。
公园城市的民生观可高度概括为人

民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进一步而言，“两城论”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马克思
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29] 的体现。其不仅
仅表现在人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
和需要，更体现在与“他物”之间的关系。
此时，“人民”已经不局限于个人的需
求满足和价值实现，而是延伸至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的搭建。这已跃然
拓展为“一切人”的范畴，将一个人的
自由发展转变成为所有人的自为发展，
体现出“共同体”所蕴含的包容性发展
理念。人作为城市建设与使用的主体，
是城市向前发展和向好发展的根本动力
与切实需求，而城市发展的真正目的也
正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4 发展观：从城市导向到生态导向
发展指事物的一种运动方式，即前

进的上升运动，是一个包含价值预设的
概念。发展观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根据不同的发展主体及时空条件，发展
的具体内涵也是历史的、变化的。城市
发展观是对城市发展的系统性认知，涵
盖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及相关要求，
是对城市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花园城市的发展观是城市导向的。

通过规模控制限制城市蔓延式发展，从
而解决人口过度集中导致的“城市病”。
花园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是调整产
业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工业置于新建
的花园城市之中，以此吸引劳动人口，

进而发展城市。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城
市发展的普遍手段，是以工业逻辑操控
人口的规划方法。
公园城市的发展观是生态导向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
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其中，生产
力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中最活跃、最基
本的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30]。
因此，发展的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力也被称为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保护自然中形成的从自然界永续获
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 [31]，所以保护自
然的能力也是保护生产力。公园城市通
过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
值的辩证解读，创新推动生态价值的转
化，从而希望城市通过质的提优而非仅
仅是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发展；从“人是
城市的核心”这一理念出发，通过主动
塑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吸引
人才聚集、企业汇聚，进而带动产业繁荣，
最终达到人—城—产的和谐发展，推动城
市的发展转型。

3必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
大势所趋

实然是发展的起点，应然是进步
的阶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通过实然与
应然的不断互动，最终达到螺旋上升的
必然结果。中国城市发展到今天，取得
辉煌的建设实践成就是创新理论诞生之
“实”；制度自信、文化根脉是创新理
论探求之“应”。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
背后蕴含的历史趋势之必然，也是立足中
国国情对规划理论进行特色创新之必然。

3.1 回归空间：端本正源的规划理论
创新实质
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城市规划

的迷惘期为例，丧失规划理论核心必然
导致学科的徘徊和自我边缘化。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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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生产力理论，
强调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统一的新时代
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转变的客观现实需
要更具生态理念的城市建设方法，社会
历史发展到新阶段也需要更具创造性的
规划理论来回应空间层面的治理需求。
孕育自社会思想的花园城市理论初

次展现了生态、发展、社会之间的和谐
融合。霍华德倡导的城市与乡村联结、
科学与宗教的结合打破了过往机械、静
态的城市规划思想，将系统观融合进城
市规划思想，引导多个主体的共生与共
存。内含人民城市理念的公园城市理论
挣脱了以往单一要素主导的观念，将新发
展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领
域，是以“人城境业”和谐统一为目标、
空间分配正义为原则、生态价值转换为导
向的发展路径，是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
寻求的多方共生之道。
目前全球生态危机不断蔓延、社会

阶层持续分化，探寻公平与永续的城市
建设模式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必由
之路。当前“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都是从国家发展战
略与规划体系建立的高度对这一全球性
问题的回应，所谓“知乃行始,行乃知成”，
探寻用于指导可持续的空间配置和土地
利用的创新规划理论成为价值取向转变
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公园城市理论的提
出，不仅是结合本土实践对经典规划理
论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还是立足于全球
视野对城市规划理论提出的创新性发展，
为全球城市面向未来探索可持续发展新
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3 普世之道：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
创新贡献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在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面
临重重危机。同时，部分效仿西方城市
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
阱。种种迹象表明单一西方语境下的城

市规划理论已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时代
变革与多元化的世界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运动的

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 [36]，
实现了城镇体系的从无到有 [37]，城镇化
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9％ [38] 增长至
当下的64.72％。在城市经济迅猛腾飞的
同时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创造
了全球城市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作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参与者与贡
献者，中国城市规划学应当在世界规划学
术之林拥有一定的地位 [39]。正如“以中
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升华中
国理论”[40]，以公园城市理论指导世界生
态文明时代城市规划的创新实践，为城
市规划理论创新作出了中国特色贡献。
千百年来，畅游于“山水田园”、

安身于“桃源仙境”一直是中国的城建
理想；“庇天下寒士、谋美好人居”一
直是中国的规划价值追寻；与天下人“同
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41] 一直是中国
的处世之道。蕴含着“天人合一”“节
用爱人”“无为而治”的东方城建哲学
是中国之道，更是普世之道。公园城市
理论的提出，正是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
基础、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深
切的人类情怀为动力，推动中国城市规
划理论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
在全球城市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

4结语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中国城市
规划理论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
转型现实背景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系统
的价值目标，并在实然与应然、继承与
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探索城市规划
的未来导向，实现自身升华的必然性。
如果说，花园城市作为第一个系统性的
城市规划理论，完成了工业文明时代城
市规划初期的探索使命，那么公园城市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提

空间系统作为考察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一
直是规划学科的共同认识，也是构成“规
划的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随着
各类城市运动的兴起及各种思潮的涌入，
现代城市规划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项综合性
学科，但是就其主体而言，研究对象仍是
以土地使用为主的城市空间系统 [32]，城
市空间理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从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来看，

尽管花园城市理论的精髓并非仅仅体现
在城市空间结构层面，但正是由于其极
具代表特色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使其成为各国城市规划师孜孜不懈探索
实践的对象，成为西方经典规划理论的
标志性代表。公园城市是建立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下的，是关于探
索理想城市模式、营造城市与自然和合
交融的实施指引 [33]。其在城镇建设中强
调规划的空间属性，注重高品质空间营
造，是生长自规划本体理论的崭新人类
聚居形态。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的理
论演进过程，是对规划理论核心再回首
与再发展的过程，是根植于中国实践的
理论的精炼与凝华过程。
当下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水平不一，

众多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迫切需
要立足于规划本体的城市空间理论指导
城市土地使用与规划。而一直以来被认
为是规划学界主流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
大多属于我国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
部分，规划理论研究多为学术性与政策
性 [34]，缺少应用性与实践性。就此，强
调对城市空间实质特性进行剖析的公园
城市理论可为城市规划理论创新作出中
国贡献、提供“东方”回答。

3.2 价值转换：多方共生的规划理论
创新理念
创造永续和宜居的未来空间是城市

规划领域的永恒愿景，其内涵是在多方
价值取向之间做出平衡 [35]。不同于工业
文明主客二分的主导价值观念，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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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想城市方案，
必然肩负推动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时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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