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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保护与发展、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其理论认识和技术方

法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针对我国区域空间差异化的特征和

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现实情况，以对区域空间资源的分析为

基础，构建适应性的空间结构，并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对空间

不断地调整优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2]。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复杂国情的“国

家空间规划论”和基于“精准分析与适应性技术”的区域空

间理论和技术方法，并结合 20 年的持续实践，在城镇化进

程不断推进和所面临问题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将理论内涵和

技术方法进行不断完善和拓展。

2  分析与评论

本书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产物。王凯博士从事城市

与区域规划工作 30 余年，作为建设部 1999 年、2006 年两
版《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团队的主要成员，有机会从

国家治理层面出发，对大量城镇空间的建设现状、规划案例、

基础资料等进行详细踏勘和调查研究，并结合自身多年的

实践和研究积累，将我国的空间规划与国际趋势和理论方

法紧密结合，对国家和区域宏观层面的城镇空间规划展开

系统思考。

第一章“中国城镇空间发展 20 年回顾与趋势研判”和

第二章“问题由来与城镇空间发展理论框架”以丰富的数

据、翔实的资料全景式地展现了我国近 20 年城镇空间发展
的客观状况，准确而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

镇空间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扎实的前期研究工作奠定

了本书令人信服的基础。面对我国城镇空间发展的复杂问题，

王凯博士提出以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为目标，提出了较为系

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

的同时，大规模快速城镇化不断推进，城镇化率从 1978 年
的 17.92% 增长到 2024 年的 67%（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复杂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城乡建设与空间发展问题逐渐

浮现。在此过程中，王凯博士聚焦中国城镇空间格局演

进，2010 年出版《国家空间规划论》，2024 年出版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Applied 
Practice（《中国国家空间规划论——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

后者针对中国城市空间发展鲜明的大尺度、多元化、差异化、

动态性特征，提出了与生态、安全、文化本底相适应的“精

准适配”中国区域规划技术体系。这是一次深刻的理论探索，

尤其对我国广大规划工作者和在校学生具有积极的现实借鉴

意义。这本英文专著也是中国规划师立足本国实践，放眼全

球，坚持国际标准，展现中国特色，让全球的区域规划同行

和政策制定者及时了解中国的城镇空间规划研究新动向、新

模式和新经验的创新尝试，为促进国内外规划理论与实践的

双向交流发挥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1  观点与方法

一般意义上，规划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城市规划类型

多样、内容不一、各有侧重，主要与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及其

所采取的手段相关联 [1]。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规划会呈现

不同的形式，并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也是不同类型规划得以

存在并发生变化的内在逻辑。本书论述的国家空间规划，并

不是简单的就空间论空间，而是面对我国高度“时空压缩”

的城镇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约束偏紧、安全风险挑战严峻之间

的矛盾，提出区域空间研究应从聚焦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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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宏观规划思想，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工作的客观需要，

明确了本书的研究意义。

第三章“城镇空间发展的理论综述”和第四章“我国城

镇空间发展的历史回顾”通过回顾历史，在理论方面综合全

球化、空间规划、国家干预、区域治理等经典理论，对国内

外国家层面的城镇空间发展理论、空间模型、发展制度进行

了系统梳理，奠定了全书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对

我国现代以来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城镇空间规划实践进行了全

面回顾，展现了不同阶段规划实践的理论方法、技术特点和

时代特征。尤其是对五版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进行了深刻的剖

析，进而指出：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虽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具有法定地位的国家空间发展战略，但还不是一个全面、综

合、权威的国家空间规划，仍存在重空间结构，轻社会、经济、

生态和文化研究的短板，具有一定局限性。由此提出，在我

国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空间规划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值得我们从理论和方法上去进一步探索。

这两部分内容为全文的观点和结论储备了“集百家之长，成

一家之言”的方法路径。

第五章“我国城镇空间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和第六章

“对国家空间规划的理论思考”面向未来，集中讨论并搭建

了中国城镇空间规划理论方法的新架构。针对中国国家空间

规划发展的复杂问题，王凯博士通过一系列综合类比分析，

提出要深入践行吴良镛先生的思想，用“融贯的综合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庖丁解牛’与‘牵牛鼻子’、综合集成与螺

旋上升”予以解答 [3]，实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复杂巨系统的

求解。总体而言，就是以系统集成的思想，抓主要矛盾，促

进城市与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王凯博

士立足于全球化认识和国土资源分析，提出国家城镇空间发

展规划理论主要涉及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全球化理论、空间

规划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并由此明

确国家城镇空间发展规划理论要建立全球发展观、资源约束

观、空间动态观、服务公平观和政府干预观等五个基本观念。

王凯博士经过十多年的思考，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

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破坏、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城镇布

局失序等艰巨挑战，立足于良好人居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出

了城镇与自然“精准适配”的规划理论方法 [4-5]，构建了生态

宜居、安全韧性两个导向下的“精准分析—适应布局—动态

评估”技术体系并成功应用于多项规划工程实践，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该理论方法与我国既往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

以生产力布局为核心相比较，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具

有开创意义，为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的

城镇化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导。

总之，本书从历史到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

际，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

立足于良好的人居环境建设的我国城镇空间发展规划的理论

与方法，是一部立足于我国国情，又兼具国际视野的理论著

作，丰富了区域规划的学科体系，填补了目前国际上缺少系

统研究我国国家空间规划著作的空白，具有开创性。

3  结论

21 世纪初，王凯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良镛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吴先生倡导面向中国城乡规划

建设与空间规划治理的“人居环境科学”，为王凯选定了“国

家空间规划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王凯出色地完成了

研究工作，并基于丰富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实践，进一步发扬

人居环境科学博大精深的智慧和力量，提出从人居环境建设

的角度，国家城镇空间的发展涉及诸多方面，城镇发展要有

综合的思想和宏观的视野。

在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往往因变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

测性导致偏差，但该书的方法论和学术价值值得肯定。当前，

全国各行各业正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展望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

进入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全球气候变化愈加剧烈，国家和区

域发展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大，完善区域空间研究和全国空

间规划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更加具有适用性的技术仍然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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