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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科演进逻辑、面临挑战及重构策略
□　耿　虹，徐家明，乔　晶，高　鹏，杨　龙

[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为城乡规划学科建设提供了创新动力和改革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经
历了从建筑学下设城市规划专业，到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设立，再到城乡规划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三部曲”。
城乡规划学通过权力、社会、知识三重逻辑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作用，从顶层指引、外生推力、内生动力三个角度推动学科的
发展与演进。由于当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扰动了三重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文章从“响应国家治理升级、契合社会服务转型、
顺应学科知识演化”三个角度，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适应策略，明确了以空间化为核心的学科本土
化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的必要性，有利于更好地认识《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对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下城乡规划相关学科与专业修改设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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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顶层指引 [1-3]，这对空间规划相关学科，特别是其
核心组成学科—城乡规划学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通过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更好地支撑其在
国土空间规划多学科发展中发挥综合引领和战略指导
作用、实现全域全要素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动态引
导管控、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学
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基于此，本文首
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轨迹，其
次探讨学科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体

0引言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指出要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加强相关
学科的建设研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是响应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空
间治理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排头兵”，在国家战略层
面对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作出了服务国家发展与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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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存在的挑战，最
后对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展开思考。

1发展“三部曲”：新中国成立后
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规划学科相
关主管部门颁布了系列政策、法规、条
例等，推动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经历了
发展“三部曲”( 图 1)。

1.1奠基石：建筑学下设城市规划
专业

1952 年，同济大学在工学门类建筑
学下设立都市计划与经营专业 ( 城市规划
专业的前身 )，这成为城乡规划学科发展
的奠基石。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
时城市规划工作的实质是被动式深化“国
民经济计划”，主要为 156 项重点工业
项目的落地提供支撑，体现学科的设计
与工程导向 [4-5]。在专业知识体系上，受
“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学科设置、理

论体系、技术方法及标准大多是从苏联
学习和引进的 [6-7]。在教学体系上，《同
济大学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教学大纲 ( 四
年制)》获批复、以城市规划专业目录招生、
中国建筑学会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成立、
《城市建设资料汇编》学术期刊创办等，
使学科教学体系不断完善；1961 年，我
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科书出版，尝试
基于中国实际建立规划理论体系 [8]。在法
律法规体系上，《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
发布，成为当时城市规划工作遵循的唯
一法律规范。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
进，带动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一度停
滞不前的城市规划学科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城市规划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被
动深化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主
动发挥城市发展战略性决策作用 [9]，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
见》《城市规划条例》等文件发布，明
确了城市规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与作用。在学科教学体系上，《城

市规划原理》第一版于 1981 年出版，相
较于《城乡规划》，其吸收了西方先进
的经验与理论，改变了以往的苏联式学
科体系 [10]。在法律法规体系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1990)》《城市
规划编制暂行办法 (1991)》等陆续颁布，
规范了城市 ( 乡 ) 规划的编制、审批与管
理工作。在职业标准体系上，提出建立
城市规划执业资格证书和注册制度的申
请，成立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
员会。在教育评估体系上，成立城市规
划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
城市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完善学
科建设与管理体系。

1.2里程碑：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
设立

2011 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增加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与
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共同组成人居环境
科学体系，这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里
程碑。早在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图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规划学科发展重要节点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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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的通知》明
确要加强小城镇、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1990)》
更是明确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城市规划的研究范畴从“城”拓展到“乡
村”，尝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
阻碍我国城镇化向更高质量迈进的关键
问题，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由此，2012 年，《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明确提出城乡规划专业；
2013 年，《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
性专业规范》( 以下简称《专业规范》)
完善了学科教学与课程体系，提出城乡
规划学科包括区域发展与规划、城乡规
划与设计等 6 个二级学科 ( 图 2)。学科
知识体系从设计与工程导向，拓展到政
策、管理、制度建设等多维导向，不断
强化城乡统筹理念，体现出综合化、多
元化的发展趋向。

1.3转折点：城乡规划学融入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

2019 年，《意见》指出构建“多规
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是城乡
规划学科发展的转折点。党的十八大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
度，由此开启了规划体系改革探索，如
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颁布《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提出构建空
间规划体系；印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全
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以
及《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
( 以下简称《省级指南》)、《市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 以下简
称《市级指南》) 等，不断完善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体系。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城
乡规划 ) 是谋划全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

1.4小结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城乡规划

学科发展具有以下特点：①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战略发展目标转型等对城乡规
划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城乡规
划从计划经济时期被动式的空间建设安
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主动式的
空间发展战略部署，再到全面深化改革
时期强调自上而下底线保护与自下而上
开发建设相结合的空间治理，始终服务
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落实。②城乡规
划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与其作为社会实践
工作的属性密切相关。如城乡规划涉及
的社会实践工作从早期的城市工业项目
落地建设，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时
期城乡空间的建设与管控，再到全域国
土空间的开发、建设、保护和修复，城
乡规划学科始终围绕社会实践需求不断
调整学科建设内容与发展方向。③城乡
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经历传承、创新、
拓展和完善的过程，呈现体系化、综合
化和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如学科知识体
系早期源于建筑学，而后纳入应用经济
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再后来为
满足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治理需求
而融入林学、海洋学、地质学等学科，
不断完善学科知识体系。

2演进“三逻辑”：城乡规划学科
演进的内在逻辑探析

2.1权力逻辑：学科演进的顶层指引
在权力逻辑下，学科建设只有符合

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解决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瓶颈，才能体现学
科的重大价值 [11-12]。权力逻辑对城乡规
划学科建设的战略指引在不同时期体现

为：①在计划经济时期落实中央在“一五”
计划中谋划的重大生产力布局，满足新
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需求，
解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
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②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时期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指
引，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③在全面深化改革
时期作为落实国家宏观发展意图、实现
空间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满足“生
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等战略决策需求，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在国家战略的
需求下，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从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全面集权的“统筹安
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城乡开
发建设的“管控依据”，再到全面深化
改革时期上下结合的“空间治理”，实
现了“建设落实—规划管理—空间治理”
的升级 [13]。因此，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是城乡规划学科演进的顶层指引，通过
宏观引导、政策引导等方式来指引学科
演进，驱动学科体系建设助力国家战略
的落实。

2.2社会逻辑：学科演进的外生推力
在社会逻辑下，学科建设要重视应

用价值，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和外部环境
的演化，推动学科的发展与演进 [14-15]。
城乡规划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 [5]，发源
于对空间规划实践的总结，其核心理论

图 2  城乡规划学科下属二级学科内容及属性关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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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属性 )

( 物质与社会层面 ) (物质与文化层面 ) (社会与技术层面 ) (物质与管理层面 )

区域发展
与规划

城乡规划
与设计

住房与社区
建设规划

城乡规划
管理

城乡发展历史与
遗产保护规划

城乡生态环境与
基础设施规划

理论、政策、管理技术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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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过对实践工作的提炼与总结推动
学科不断发展，如从早期为城市工业项
目落地提供建设支撑，到城乡一体化时
期作为协调城乡建设与发展的手段和依
据，再到空间治理现代化时期作为全域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与修复的政
策和总纲。同时，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
转变，空间规划实践从单一向多维目标
转型，从最初单一产业空间视角的工业
建设落地，到城乡建设空间视角的综合
部署，再到从更为综合的全域空间视角
考虑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战略的
谋划，不断充实和完善学科知识，推动
着学科理论的前进与演化，为空间规划
实践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与建议。
因此，空间规划实践是城乡规划学科演
进的外生推力，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基础
框架，而学科理论又通过实践得到了检
验，实现了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之间的
良性互动。

2.3知识逻辑：学科演进的内生动力
在知识逻辑下，知识是人类对学科

认识的缘起，知识的传承、创新与增长
促进着学科发展 [11，16]，是学科演进的内
生动力。城乡规划学本质上是空间规划
领域认知构成的知识逻辑体系，它的演
化也遵循着知识演化的规律，从笼统的
综合化建筑学门类下设的城市规划专
业，到城乡规划学的分化与独立，再到
国土空间规划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知
识内容的延续、创新与拓展不断促进学

科知识体系建设。因此，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一方面要从不同学科视角、运用不同
研究方法对空间规划实践进行研究，以更
加包容的方式补充和深化国土空间规划实
践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城乡规划
学科知识的聚合与传承，促进学科知识的
延续，实现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城乡规划学科演进同时
遵循权力、社会、知识三重逻辑，需要
在三者深度融合与相互作用下建立良性
循环机制，从顶层指引、外生推力、内
生动力三个角度推动学科的继续发展与
演进，最终实现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社
会服务需求、学科知识不断创新的多赢
局面 ( 图 3)。

3面临“三困境”：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面临的
挑战

在三重逻辑影响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下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面临以下挑战。

3.1国家治理升级带来的挑战
权力逻辑要求学科建设响应国家治

理升级的战略需求，首先是空间治理逻
辑转变带来的挑战：①“空间设计”与
“空间治理”思维模式的差异需要协调。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核
心构成要素，过去以空间设计、空间创
意为重点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模式 [17] 难
以满足空间治理思维模式转变带来的需
求。②“自下而上”与“上下结合”工
作思路的差异需要协调。国土空间规划
不仅强调国家自上而下战略性、约束性、
管控性、全局性目标的落实，还强调自
下而上响应地方发展的需求 [13，18-19]，这
与过去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强调满足地方
发展诉求的工作思路有较大差异。

其次是空间治理层级跃迁带来的挑
战，即城市主体战略与国家宏观战略治
理倾向的矛盾需要协调。以往城乡规划
强调从城市本身出发，对本行政区的空
间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与安排。然而，

在此学科建设模式下，涉及区域协同、
共同富裕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难以有效
开展，甚至出现城市战略规划与国家或
区域重大战略谋划相冲突的矛盾 [20]，这
与空间规划要“落实国家战略、响应宏
观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

最后是空间治理目标转变带来的挑
战，即经济增长优先与生态文明建设优
先治理目标的矛盾需要协调。《意见》
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空间规划
编制理念，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在生态本
底约束的基础上，为城镇提供可持续发
展空间 [21]，这与以往城乡规划学科强调
城镇化、注重城乡发展的治理目标有较
大差异，需要从过去的“发展”思维转
向“底线”思维，从注重“开发”到“开
发、保护、合理利用”并存，从关注“量”
的增长到“质、量”并举。

3.2社会服务转型带来的挑战
社会逻辑要求学科建设契合社会服

务转型的实践需求，这给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带来了以下挑战。一是社会服务属
性转型带来的挑战，即工程技术文件与
公共政策属性的矛盾需要协调。国土空
间规划是协调区域资源配置、维护公众
利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政策与制度工具，是具有公
共利益导向的政策 [4]，并且其公共政策
属性不断强化。故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需要在传统工程建设思维与物质空
间形态规划思维的基础上，实现从“工
程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的升级。

二是社会服务路径转型带来的挑战，
即关注“城乡空间的开发建设”和关注“全
域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利用相协调”之间
的分歧需要解决。一方面是国土空间规
划“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多维统
筹导向的技术路径与现阶段城乡规划“开
发、利用”导向的技术路径有差异 [1]；
另一方面是国土空间规划关注“全域空
间”与当现阶段乡规划聚焦“城乡建设
空间”有差异。

三是强化社会服务实效带来的挑战，

图 3  城乡规划学科建设三重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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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强调“规划设计”与强调“规划实施”
的分歧需要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强调自
上而下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底线管
控要求，以及国家意志的传导、执行力
与执行实效，对规划评价、实施评估、
动态维护、反馈机制等提出更高要求。
这与传统城乡规划学强调空间设计创意
的学科建设模式有较大不同，导致规划
实施评估成为当前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

3.3知识体系演化带来的挑战
知识逻辑要求学科建设顺应知识体

系演化的发展需求，这给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带来了以下挑战。一是知识体系演
化带来多学科知识体系交叉合作的挑战。
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综合性学科群与
城乡规划单一独立学科之间的矛盾需要
协调。国土空间规划融合了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城乡规划等内容，故空间规划
体系对知识广度与深度有更高的要求，
仅靠城乡规划这一独立学科无法满足[22]。
另一方面，多学科知识不断融入带来的
学科边界、定位不清晰问题需要解决。
在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综合性学科群的背
景下，规划的对象、内容等知识急剧扩充，
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面临海量知识如何融
入与学科核心知识定位、边界如何界定
的双重挑战。

二是知识体系演化面临学科本土化
理论发育不全的挑战。一方面理论体系
“西学东渐”与实践“现象、认知”匹
配的矛盾需要协调。我国城乡规划学科
的理论体系、结构体系、知识框架等引
自西方国家，虽然已结合我国的实际需
求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和补充，但是对于
我国与时俱进的空间规划实践，尚存在
一定的认知差距。另一方面是中国本土
化理论发育不健全。在我国国情下形成
的空间问题难以在西方国家找到样板，
凭借“移植式规划路径”难以对我国空
间规划实践形成的问题作出准确解释[17]，
亟待借助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这一契机，
构建本土化的空间规划理论体系。

4建设“三探索”：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
响应

4.1响应国家治理升级，推进治理
体系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建设要从空间
治理体系的角度关注以下内容。一是以
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
融入社会治理结构、方式等公共管理学
相关内容。因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实现
宏观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学科建设要
在强调城乡规划学空间设计思维的基础
上，纳入空间治理、社会治理、治理手

段及方式等知识，聚焦“空间—社会”之
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此外，还要开展国
家与地方政府职责划分、规划实施传导
等相关研究。一方面是要明确各层级政
府空间治理的职责划分，厘清“一级政
府、一级事权、一级规划”的编制、审批、
实施、监管责任，满足各层级空间治理
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研究空间规划
的传导与管控方式，将传统城乡规划 ( 自
下而上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自上而下 )
等多种传导和管控方式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中实现有机统一，保障各层级规划、
实施的有效管理。

二是强化区域规划知识体系，响应

表 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相关学科和专业

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原有、新增或修改

工学 建筑类 建筑学 082801 原有
风景园林 082803 新增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082805T 新增
城市设计 082806T 新增

土木类 土木工程 081001 原有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081005T 新增
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 081009T 新增

水利类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081102 新增
测绘类 测绘工程 ( 测绘科学与技术 ) 081201 修改

遥感科学与技术 081202 新增
地理国情监测 081204T 新增
地理空间信息工程 081205T 新增

交通运输类 交通运输 ( 交通运输工程 ) 081801 修改
交通工程 081802 新增

计算机类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080908T 新增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新增

地质类 资源勘查工程 081403 新增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081405T 新增
资源环境大数据工程 081407T 新增

海洋工程类 海洋工程与技术 081902T 新增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081903T 新增

农业工程类 农业工程 082301 新增
农业水利工程 082305 新增
土地整治工程 082306T 新增

林业工程类 森林工程 082401 新增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2501 原有

环境工程 082502 新增
环境科学 082503 新增
环境生态工程 082504 新增
资源环境科学 082506T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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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层级跃迁的挑战。因城市群、
都市圈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需要在原有涉及战略性研究内容的总体
规划、概念规划等课程的基础上 [23]，加
强跨行政区范围的区域规划研究。例如，
从资源配置、经济合作、空间布局、生
态保护等角度，加强对区域间协调机制、
干预与调控方式的相关研究，促使国家
宏观战略在“城市—区域”层面协同，
提升国家宏观战略执行能力。

三是树立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
展的学科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基于生态
学、环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等学科，
建立资源紧约束背景下的空间规划知识
与方法体系。另一方面是将经济发展、
城市开发建设等目标与生态保护理念相
结合，树立生态优先、绿色优先的国土
空间高质量开发保护理念。

4.2契合社会服务转型，统筹全域
全要素资源配置

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建设要从社会
服务体系的角度关注以下内容。首先，
融入政策法规制定、公共利益协调相关
知识。一方面是融入政策法规知识，将
空间规划的战略意图通过配套政策的媒
介作用，实现“战略意图—规划编制—配
套政策—规划实施”的转译，推动技术性
空间规划文件向政策性空间治理措施转
变。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兼顾社会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了对生态文
明建设这一最高层级公共利益的维护。

其次，融入全域自然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修复相关知识。一方面，通
过对《省级指南》与《市级指南》的梳理，
可知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区域协调与规划传导等知
识亟需纳入学科建设体系，同时还需拓
展自然资源评价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估、
承载能力分析等相关知识。另一方面，
融入地理学、生态学、林学、海洋科学、
地质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全域国土
空间要素保护开发方式及条件，研究山、

表 1  ( 续 )

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原有、新增或修改

理学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 数学 ) 070101 修改
数据计算及应用 070104T 新增

物理学类 系统科学与工程 ( 系统科学 ) 070205T 修改
生物科学类 生态学 071004 原有
统计学类 统计学 071201 原有

应用统计学 071202 新增
地理科学类（地理
类）

地理科学 070501 修改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070502 修改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70503 修改
地理信息科学 070504 修改

地质学类 地质学 070901 新增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070903T 新增

海洋科学类 海洋科学 070701 新增
海洋资源与环境 070703T 新增

地球物理学类 空间科学与技术 070802 新增
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 070803T 新增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120101 修改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 公共管理 ) 120402 修改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4 新增
城市管理 120405 新增
自然资源登记与管理 120417T 新增

工商管理类 资产评估 120208 新增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村区域发展 120302 新增

艺术学 设计学类 艺术设计学 ( 设计学 ) 130501 修改
环境设计 130503 新增

美术学类 美术学 130401 原有
经济学 经济学类 经济学 020101 原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4T 新增
法学 法学类 法学 030101K 原有

知识产权 030102T 新增
政治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 政治学 ) 030201 新增
社会学类 社会学 030301 原有

社会工作 030302 新增
社会政策 030307T 新增

历史学 历史学类 历史学 060101 原有
文化遗产 060107T 新增

农学 植物生产类 农学 090101 新增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
态类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201 新增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 090203 新增
湿地保护与恢复 090206T 新增

林学类 林学 090501 新增
园林 090502 新增
森林保护 090503 新增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090602 新增

草学类 草业科学 090701 新增

资料来源：《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
注：在“专业名称”中，括号内为原有相关学科和专业名称；在“原有、新增或修改”中，“原有”指《高等学校城乡
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明确的相关学科和专业；“新增”指笔者认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学应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范围内增加的相关学科和专业；“修改”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
与《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名称不一致的相关学科和专业，并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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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的建构受政治、经济、社会、
时代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 [26]。国土空间
规划学科体系改革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学科建设需要，
是从国家体制、生态文明建设、城镇化
发展规律、时代需求等角度探索本土化
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

5结语

回顾过去，城乡规划学经历了“奠
基石—里程碑—转折点”的历史变迁过
程，学科发展经验可概括为：一是响应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落实国家战略发展
目标；二是契合社会服务的转型，从实
践工作角度服务社会需求；三是顺应知
识体系不断传承、更新、拓展与演化的
趋势。立足当下，在机构改革、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重构的时代背景下，权力、
社会、知识三重逻辑深刻影响着城乡规
划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国家治理转变、
社会服务转型、知识体系演化”的挑战，

水、林、田、湖、草、海、沙等自然资
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建
立全域全要素统筹的学科思维体系。

最后，强化规划实施评估、规划管
制制度、实施措施与路径等相关内容的
研究，一方面纳入大数据、卫星遥感影
像等信息技术方法的知识，构建规划实
时动态监督预警机制；另一方面，开展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考核机制与责任
追究制度研究，重点关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的实施、评价与管理，提升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在相关知识融入过
程中，强调以城乡规划学科为主体，将
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编制审批和实施
监督体系作为知识融入的接口 ( 图 4)，
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4.3顺应学科知识演化，构建本土化
学科理论体系

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建设要从学科
知识体系角度关注以下内容。①以城乡
规划学为核心，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的需

求，整合、提炼环境科学与工程、土地整
治工程、地理国情监测等相关学科核心知
识 [4]( 表 1)，顺应国土空间规划综合性学
科群演化趋势。②在多学科交叉合作中巩
固以空间为主体的空间化传统优势 ( 如空
间设计传统优势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
革在拓展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同时，也要
坚守学科空间化的传统优势 [24-25]，构建空
间设计、空间治理、空间协调等以空间
化为特色的核心知识群。在人才培养上，
一方面要形成以空间化为核心的学科培
养体系，打造“国土空间规划 + 空间形
态设计 + 空间专题研究”“三轨并行”
的能力培养体系 ( 图 5)；另一方面要强
化对空间规划技能与方法的培养，重点
关注资源环境领域 ( 自然资源评估与评
价 )、技术分析工具领域 (3S 新兴技术 )、
社会工作领域 ( 社会工作方法 )、政策制
定领域 ( 政策协调、沟通方法 ) 等领域技
能与方法的提升。③坚持“中国问题”“中
国方案”，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城乡
规划作为一门应用型、实践性学科，其

图 4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学科知识融入接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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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山、水、林、田、湖、
草、沙等空间要素开发、
利用、保护、修复技术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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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统计学、数据科学、信
息科学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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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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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四大体系作为知识接口，将知识输入国土空间规划建设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学 )

空间规划实施过程、运行机制、管
理事权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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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由于国
土空间规划学科的制度建设、理论架构、
编制理念、实施方式、监督体系、运行
机制等在不断地建设与完善中，“五级
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也在探
索性推进中，本文提出的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建议仍需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展望
未来，城乡规划学还会在权力、社会、
知识三重逻辑影响下，从顶层指引、外
生推力、内生动力三个角度不断推动学
科演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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