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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周干峙(右三)等赴汶川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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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干峙（1930—2014）

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部
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规划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历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建设部
副部长、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等。

周干峙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
计和政策制定工作，曾负责编制西
安市的总体规划，天津市、唐山市
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规划，深圳市的
总体规划，以及其他一批城市的规
划设计指导。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层
面关于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提供
了关键性的参考，对国家工程科技
智库的构建以及中国工程科技领
域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73

“一个人活几十年，只要他不是吃饱饭瞎
混，总是会做些事情的。”周干峙说。对于外界
给予的头衔和美誉，他并不太在意，周干峙认
为他只是行业里的一个代表，其他人也做了不
少事情。他认为：“建设、规划行业里，小到设计
一条街道，大到规划一座城市，都必须有创造
性，同时还必须有国家的、历史的、群众的、大
行业的观点，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做到的，必
须依靠团队的力量。”

周干峙的一生，是奉献于新中国城市规划

和建设事业的一生。伴随着中国城市规划事业
的发展，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亲
自领导并编制了多个重要城市的总体规划和
重建规划，不仅描绘出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蓝
图，更在规划理念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提出了
“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先进理念，对城市
规划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干峙见证了中国城市建设和规划在不

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国城乡规划事业作
出了不朽的贡献。

1980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国家
建委派出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周
干峙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虽未具体参与规划
编制工作，却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对规划工作
进行了许多谋划和部署。周干峙坚持以科学规划为
先导，其理念在推动深圳飞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为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预计为 70万人。然而，
周干峙从规划专业的角度重新计算后，表示不能
按照原有计划执行。在他看来，对于深圳这样即
将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完全可以增加到 100万
人，再将流动人口和交通因素考虑进去，人口规
模可以设计为滚动式、富有弹性的，是动态的、
可调整的。于是，周干峙按 120 万人口规模，以
及可延展 160万人的愿景画出规划图后，无人
反对。确定了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和同事们又借
助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以及自然山川等特
点，依山就势，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 -盐
田、罗湖 -上步、福田 -华侨城、南头 - 蛇口等
几大组团。

直到今天，深圳依然沿袭这样一种城市空间
的布局。“这种串联式、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
既便于调节，可按不同组团确定不同开发次序重
点，又可在组团内部分期分片集中开发，做到规
划一片，开发一片，成功一片。”周干峙说。同时，
规划蓝图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
施的位置，为深圳未来的城市交通建设和城市发
展留下了空间，同时节约了成本。

深圳规划之所以获得成功，专业人员与行政
负责人的通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周干峙表示，

这种合作模式是深圳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当
时深圳市领导、行政人员与专家学者、专业人员
之间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大家相互尊重，对议题
事无巨细一并商讨。这种开放和民主的讨论助推
了整个规划过程的深入展开和具体设计的产生。

平等而开放的氛围还有效促进了各方的意
见交流和汇聚，使得规划方案得以充分地推敲和
完善。例如，当初深圳规划布局确定后，许多单位
竞相争取土地资源。很快，深南大道市中心南侧
的“宝地”被划分完毕。鉴于该区域的重要性以及
缺乏详细规划，周干峙向市政府提出意见，认为
不宜立即划分该地块。最终市长介入，对这片土
地重新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规划。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深圳市区县的规划中。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面临先修西向道路还是
市区深南大道的决策争议，最终决定优先建设深
南大道。然而，周干峙认为这并不合适，因为修深
南大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周干峙表示，
在整体规划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先修深南大道，
有可能与将来深圳的总体规划产生矛盾。最后，
市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深圳规划过程中，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之
间合作高效顺畅，共同推动了深圳的规划与建
设。周干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深圳）有
工作需要我，我就去，我参与了几乎每一座主要
建筑、每一条主要马路的修建。”

深圳规划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占据重要地
位，它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重大转变。周干峙说：“用现在的眼光看，深
圳的城市规划也并不落后，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城
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可容纳）上百万人口，
并且按城市规划蓝图建出来，建得如此完整、如
此合乎（城市）功能，这算得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深圳是我国自主规划并建设的城市，也是新中
国第一个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建设的城市。这个规
划是由中国的城市规划师主持编制的，对深圳规划
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不可或缺的。
“行政领导与专业人员紧密结合是解决问题

的‘金钥匙’”。周干峙认为，深圳市的规划建设
中，领导层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规划专业人
员，而是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并充分尊重他们的专业意见，促进了决策者与规
划者之间的平等讨论和紧密合作，营造了鼓励创
新和勇于探索的工作氛围。

1976年 7月 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历史
上罕见的大地震，这场灾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
大灾难之一。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涉及 14个省
区市，引发了海啸、地面液化等次生灾害，震后
救灾及重建工作刻不容缓。

为确保唐山灾后重建规划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精心组织了上海、东北及
河北三地的规划技术力量进行支援。

震后第二天，周干峙和城市规划专家曹洪
涛便迅速带领团队前往唐山，进行灾后重建规
划。面对接二连三的余震和城市满目疮痍的惨
状，他们毫不畏惧，在帐篷中争分夺秒地制定救
灾规划。追忆那段艰苦的时光，周干峙感慨道：
“由于震后忙乱，规划资料找不齐。所幸最后找
到一张差点要扔掉的很皱的图纸，反复平整后
派上用场，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唐山是大地震的中心地区，因此震后前期
重建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唐山上。周干峙建议选
定丰润县为唐山新市区，以疏散震区人口。他们
用半年时间详细规划，后报国务院并得到批准。
后来，唐山举办了地震十周年经验交流会暨全
国抗震工作会议，旨在反思唐山地震教训，总结
十年抗震经验，并规划未来的防灾工作。周干峙
在会上发表报告，剖析了地震灾害成因，总结了
抗震经验，明确了未来任务，并呼吁大家共同努
力战胜灾害。

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对“文革”后城市规
划工作的有序恢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 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
市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
意见。1979年 4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成立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所，贺雨、周干峙和安永瑜为规
划所负责人。

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刚刚告一段落，周干峙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津，支援天津震后重建规
划工作。1980年至 1981年期间，周干峙担任国

务院支援天津工作组组长，并于 1980 年至
1982年担任天津市规划局代局长，组织天津的
三年重建规划实施工作。

抵达天津后，周干峙迅速洞悉了救灾规划
的瓶颈所在：灾后重建的主导权分散在天津市
规划局与计委。计委虽负责制订总体计划，却因
缺乏图纸资料和对损失情况不了解，难以准确
估算建设费用。周干峙领导的工作组抵达天津
后，首要任务便是依据规划局的资料，精确核算
救灾规划所需资金。周干峙回忆道：“我跟天津
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
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是 24.6亿元，每
年投入 8.2亿元，分 3年完成。”天津的灾后恢复
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专款支持，为天津的三年
规划提供了物质保障。

唐山、天津震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庞
大的系统工程，在周干峙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
要意义。它们不仅证明了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
的坚韧与不屈，更展示了规划之力在推动城市
复兴中的巨大作用。

灾后新生，在废墟上重建

深圳规划，走向创新自主

1983年 5月，经国家科委批复，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成立，周干峙于同年 11月任院长，支持了一
大批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重返规划工作岗位。他
同时作为深圳市顾问，研究旧城改造与特区城市，指
导了以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改
革开放初期重大项目。在深圳规划工作中，周干峙
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
诱导”的规划思想，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成为深
圳城市规划工作的思想引领者。

1985年 12月，周干峙被任命为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部（1988年 4月改组为建设部）副部长、党组成
员，周干峙分管城市规划工作，主持完成了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国技术政策：城乡建
设》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规划法规政策的制定，有
效推动了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在卸任建设部
副部长后，周干峙继续以“建设部顾问”身份参与中
国城市规划事业的相关工作。

周干峙是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周干峙同许多同行专家一
起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
保护等工作，并负责全国政协办公楼的规划设计
工作。同时，周干峙也担任了不少学术职务，包括
长期担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理事长及全国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为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城市规划学术建设、风景园林和历史文

化保护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周干峙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在 1994年至
2000年担任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
部主任。作为行业带头人，周干峙并不否认社会看
的是他的行业成果和成绩这一点。因为从当选院
士那天开始，他就感觉到肩上无穷无尽的责任。

周干峙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中国城市规划
与建设事业的光辉篇章。他的成就、思想和实践
经验，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内具有深远的
影响。周干峙对中国城市规划事业有深厚的感
情，他将毕生精力与才智都投入其中，不断进行
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人
格魅力和科学精神也为后来的城市规划师树立
了榜样。他严谨治学、勤奋工作的态度以及深厚
的人文关怀，让后来的城市规划师备受鼓舞和启
发。他们开始更加关注城市规划的社会责任和人
文关怀，努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生活作出贡献。

周干峙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远
激励我们前行。展望未来，期待更多的城市规划
师能够传承周干峙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期待
他们能够不断探索和创新，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和人文关怀，打造更加美好、宜居的城市环境。
（作者刘霄阳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林戈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级工程师，李娜系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正高级工程师）

赓续精神，打造美好宜居城市

让居民都能享受水面和绿地
■周干峙

水面与绿地对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当今人们对此越来越关注。

西安气候干燥，对于水面的需求是迫切的。
据文献记载，唐城内曾有 100多条渠道和 100
多处水池，是渠道池沼很多的城市。研究西安的
水源情况发现水源集中在南部。规划引水入城，
恢复曲江池公园，流入兴庆池成兴庆公园，引入
居住区内的低洼地成小湖泊，在全市均匀分布
水面，使多数人能够享受。渠道与道路的走向相
吻合，并兼顾排泄雨水的功能，尽量少挖土方。
许多水道经大环路分流，所以大环路规划了 80
米宽，水道、绿地、街心公园贯穿全线。

绿地能够调节气温、湿度，降低烟尘噪声
与风速，对城市的卫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规
划的绿地系统由公共绿地、专用绿地、卫生防
护绿地、郊区绿地组成。公共绿地包括全市性
的大公园、区公园、小游园和街心花园、儿童公
园、林荫道五种类型。全市规划了大雁塔、小雁
塔、兴庆池、韩森冢等十个大公园。这些大公园
既有活跃的文娱区、儿童游戏区，也有安静的
休息区，设有俱乐部、科学馆、展览馆、剧场、运
动场、食堂等，为居民休息、运动、文化教育、科
学普及创造条件，满足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

所以叫作文化休息公园。
在哪些地方建公园绿地？一是历史上的

名园或宫廷所在地，如曲江池、含元殿等；二
是地形复杂不宜建筑的地段，如旧城东西的
砖窑低洼地区；三是可能形成水面的地方，如
兴庆池遗址；四是原有公园及树木较多的地
区，包括郊外树多、地形变化大的地段；五是
名胜古迹或遗址所在地，如大雁塔、小雁塔、
韩森冢公园等。主要公园绿地之间以林荫路、
林带联系起来，形成绿地系统，与道路系统相
协调，和街坊内的绿地、郊区的绿地相连接。
人们随处都可接近绿地，可在绿树下散步直
至郊区。

当时考虑的是尽量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水
面和绿地；把已经知道的名胜古迹遗址遗迹都规
划成绿地，既可改善城市环境，又可把它们保留下
来。城墙城河也作为公园绿地保留下来，似西安
城的一条绿色项链。像这样以扩大城市绿地来保
护文物古迹，同时又改善城市环境的规划方式，在
以后西安的城市建设中被继续沿用。
（本文节选自《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 3

期刊发文章《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回忆》，有
删改）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1990年 12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大会的留
影。前排左起：郑孝燮、任震英、吴良镛，后排周干峙。

周干峙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开启了
近 60年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之旅。上世纪 50年
代初至 60年代中期，他全身心投入城市规划
项目，破解了一系列城市建设难题，为国家城
市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在国家城
市建设总局、天津市规划局和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的工作经历，使他在研究和管理上积
累了丰富经验。上世纪 80年代，他作为建设部
副部长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为城市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上世纪 90年代退休后，周干峙
继续作为特邀顾问专注于城市化研究，尤其是
在大城市交通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持续
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周干峙于 1951年 12月参加工作，曾任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建校委员
会工地主任。那时，北京正掀起文教区建设的
浪潮，周干峙与同事们投身其中，负责清华大
学的阶梯教室与宿舍楼建设，至今这些建筑依
旧服务于师生。

在周干峙的记忆中，新中国城市规划和建
设的“第一个春天”始于“一五”计划（第一个五
年计划）。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建设方向与“一
五”计划紧密相连，特别聚焦于苏联援助的 156
个关键工业项目，即“156工程”。通过这些项
目，新中国城市建设得以与工业化发展同步推
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56工程”推进期间，我国选择了西安、
洛阳等 8个城市作为重点规划对象。周干峙的
第一个目的地是包头，他肩负起了包头钢铁厂
的规划重任。当他初次踏足这片土地时，眼前
的景象令他震撼：包头城市规模极小，四周被
荒滩环绕，一片荒芜之景，人迹罕至。他们一行
人骑马前往昆河———现今包钢厂所在地。随
后，周干峙的足迹又延伸至兰州、银川等地。然
而，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连基本的
公路都不完整。在前往的途中，甚至需要军队
的协助，乘坐军用吉普车才能顺利前行。

在开展“156工程”的过程中，西安地区的
规划获得了苏联专家的特别支持。据档案记
载，1953年 11月 4日，苏联专家巴拉金和波波
夫莅临西安指导规划，当时年仅 23岁的周干
峙，虽初涉规划领域，却凭借严谨负责的工作
态度和扎实的设计绘图技能，迅速崭露头角，
成为西安市规划编制的主要技术负责人。1953
年 3月至 1955年 6月，周干峙参与了重点项
目厂址选择与西安总体规划及东西郊详细规
划编制工作。

周干峙回忆道：“当时我们请苏联专家帮
忙，苏联专家明确提出，要找懂行的人来。那时
候能看图、画图的人不多，我在学校业务基础
比较好，不用尺子就可以描地图、画建筑图，这
就是我们的基本功。因为跟业主谈判时，需要
当场很快勾出来（图像），不能老用尺子。所以，

苏联专家选中了我们，当然我们也就有机会向
他们学到很多经验。”

对于当时的周干峙而言，参与工程规划是
一次难得的机遇。周干峙表示：“作为年轻的技
术人员，我有幸参与其中，与苏联专家一起前
往包头、西安、兰州、银川等地，参与选址和规
划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些地区发生了巨
大变化。在贫穷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开
始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国城市规划和
建设领域的重要一步。”

西安的规划很成功，后来被当作经验宣
传。在这期间，周干峙与建筑大家吴良镛、莫宗
江共同奋斗，互相启发和影响。对于周干峙来
说，这段经历是一次宝贵的机遇，由此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使他终生难忘。

尤其是参与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中，有城
市规划专家穆欣等国际知名学者，他们的要求
十分严格。穆欣曾多次强调：“搞规划，每公顷
土地要去 20次。”对此，周干峙一直铭记于心。
周干峙说：“参与工程规划让我有幸接触到了
高水平的专家和先进的规划理念。作为城市规
划者，我深深感受到搞规划不能局限于办公
室，必须深入实地调查、因地制宜，才能编制科
学合理的规划。这些宝贵经验伴随了我一生，
成为我工作中的宝贵财富。”

周干峙一直有一个理念———中国城市规
划的建设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不照搬苏联做
法，从自身出发，结合土地资源和国情等实际
情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五”计
划和“156工程”的成功实施，为中国城市建设
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城市规划探索有中
国特色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迎来的
第一个春天。

周干峙担任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周干峙（右一）等研究深圳机场模型。

初入城市规划，迎来发展“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