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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ist Transformation Implied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Planning: with Discussion on Chinese 
Metropolitan Area Planning

旧金山湾区规划隐含的整体主义逻辑转型 
—— 兼议对我国都市圈规划的启示

引言

“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了“系统性”原则。国

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对未来的综合性统筹 [1]，体制重构后

其本应成为系统性原则的龙头抓手，但实践中往往有大量

策略仅停留在文本中，很少真正得到落实，陷入了看似正

确实则“无效包罗一切”①的困境 [2]。相较于“多规合一”

前，如今国土空间规划需要顾及更多内容。都市圈规划作

为区域性国土空间规划，空间尺度广、主体多元，动态博

弈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更突出，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陷

入以上困境。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②是“十四五”时

期的重点工作内容，而编制规划是为了实施 [3]。在这个背

景下我们需要思考，都市圈规划怎样才能既统筹考虑到全

面要素，又切实行之有效？

自由是对必然的正确认识 [4]，事物的内在逻辑是比任何

外力更为强大的“体制”（institutionalization）③ [5]。就国土空

间规划而言，只有真正理解了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事物”的

内在系统性本质，并在实践中顺应、改善它，其统筹作用才

能得到体现。当前的实践和研究多直面具体问题，对规划和

编制逻辑本身的思考稍显不足。整体主义认为，系统性命题

的困惑根源在于原子主义中局部、线性的思维 [5]，而整体、

同时性的思维才是实现有效统筹的思考方式，是实践发展的

自然倾向。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都市圈规划历经半个世纪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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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规划什么都是，它可能什么都不是”（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2]。即规划若作为对未来的控制（future control），逻辑上无

法逃脱包罗一切的窘境，实施成效却并不是这样。这里的 everything 表达为“包罗一切”，nothing 体现为“无效性”。

② 本文旨在强调都市圈的多主体特征和都市圈规划的指导作用，不涉及区域具体的空间结构，因此不对“都市圈”和“城市群”概念作具体区分。

③ 这里的“体制”一般理解为某种制度或制度化过程，实质是事物所构成的一种无法摆脱的规律或逻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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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演变，有效应对了系统性统筹过程中所遇的挑战，其背后隐

含着从原子主义向整体主义的逻辑转型。由此，本文从整体主

义的视角出发，解析旧金山湾区规划的逻辑演进，并通过分析

《湾区规划 2040：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Plan Bay Area 2040: 

Strategy for a Sustainable Region，下称《湾区规划 2040》）完成阐

释和检验，以期在思维层面为我国都市圈规划编制予以启发。

1  整体主义视角下对都市圈规划的认识

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与其有紧密经济、社会

联系的邻接城镇组成的区域系统，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和责

任的固定体系 [6]，因此其规划具有特殊的实施难度。我国《都

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征求意见稿）》（下称《编制规

程》）及其说明中写道，“都市圈规划要关注系统要素协同，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以及“在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成果形式

上鼓励创新，提升规划的实用性”，反映出都市圈规划系统

性统筹的任务和灵活性实践的要求。

1.1  对系统性统筹的理解——整体性
通常所说的“系统”或“系统性”，指事物由相互支撑又

互为制约的丰富、复杂的要素组成。只有要素间实现彼此增益

的良好关系，才能得到理想的事物，也正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有

机、协同的系统。整体主义将这种要素及其关联关系所构成的

总和状态称为“整体性”。当整体性形成时，所有局部要素都

在同时发挥作用，一些看似没有直接产生作用的要素其实也在

背后对整体性提供支撑，如城市中心周边的腹地、经济增长背

后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当外界对要素施加干预时，不只

是被干预的局部发生改变，因为要素关联关系也会对整体性产

生影响。局部通过与整体的关联体现价值，而有机协同的整体

中必定存在较多彼此增益的局部关系。局部与整体之间由此构

成了一种相互确认和依存的逻辑，即整体主义中的同时性逻辑，

它区别于原子主义中先有局部再有整体的线性逻辑。

在原子主义的思维中，局部被当成固定不变的要素，整

体则为局部要素的叠加，这使得局部具有某种先入为主的绝

对化属性。在规划中，原子主义思维体现为线性叠加的思路，

即对区域各个要素独立分析得到相应策略，再将其合成一张

“包罗一切”的理想蓝图。叠加形成的蓝图失去了重点，内

在更是隐含着局部的变化和冲突。若没有认识上的转变，仅

仅为了解决局部问题，必然得不到理想的统筹效果。

1.2  合理的都市圈规划——整体性最优的局部干预
“统筹”需要“兼顾”，因此跳出“无效包罗一切”困境

的重点不在于批判“包罗一切”，而在于思考如何在兼顾一

切的同时做到有效，即系统性统筹其实是对整体性的优化。

都市圈规划作为系统性统筹行动，任务应当是精准地找到一

组局部干预，既清晰可行，又能通过影响局部关联关系实现

都市圈整体性最优。

规划事物需顺应事物本身的逻辑。由于要素及其关系是

同时变化的，规划编制的分析过程也应是动态的，并始终以

整体性为指向。因此同时性逻辑应贯穿规划编制的始终，方

案要回归最基本的思维方法——猜想与检验，即通过灵活猜

想构建不同干预下的情境，并基于各干预对都市圈产生的整

体效应进行比选，以此得到整体性最优的策略方案。一方面，

通过猜想能发掘都市圈的可能性，得以根据都市圈的实际情

况非常灵活地得到创新适配的目标和策略，摆脱先入为主的

思维局限和既有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总和效应的检验回应

了局部要素同时变化的关系，可以明晰地识别出局部干预间

隐含的内部冲突，确保目标和策略的一致性。

2  旧金山湾区规划的演进及前期逻辑困境

旧金山湾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面积 1.8 万 km2，

分为东湾、北湾、南湾、半岛和旧金山市五个分区，覆盖以

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为核心城市的九个县域（图 1）。作

图 1  旧金山湾区交通与土地利用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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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第二十一大经济体，旧金山湾区创造了充沛的就业机

会，也因此造成了该湾区人口和空间的快速扩张，引发了一

系列大城市病的公共问题。当前，这些问题已无法像以前一

样诉诸增量建设解决，只能深入细致、复杂的系统性统筹中

寻求突破。但该湾区是典型的移民区域，多元的社会虽然促

发了活跃的创新气氛，也带来了自由的政治氛围，使得政府

政策落实面临较大的行政壁垒，规划统筹实施艰难。这倒逼

了旧金山湾区规划从“包罗一切”的理想蓝图向真正寻求区

域层面的有效干预转型。加州空间规划的管理体系分为“州

级—区域—地方”三层，州和地方可以授权或编制包括分区

规划（zoning）在内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区域层面的规

划不具有法律效力和监管作用 [7]。我国区域级规划也同样多

为非法定规划，旧金山湾区规划在区域尺度、主体关系和实

施角色上均与我国都市圈层级的规划相近。

2.1  旧金山湾区规划演进概况
旧金山湾区的都市圈规划起源背景是二战后的空间无序

扩张问题。单边行政在应对郊区化引发的负外部性问题上力

不从心，以斯坦伯里（V. B. Stanbery）为代表的学者和政治

家们认为湾区需要一个由常设机构编制的全面的区域规划 [9]。

1970 年，《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在湾区政府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 Governments）①的主持下应运而生。

旧金山湾区规划的探索经历了全面规划、专项规划和整体规

划三个阶段（图 2）。前两个阶段尽管各有突破，但成效始终

不尽人意。进入 21 世纪后，旧金山湾区重新探索都市圈的

整体性方案，在此背景下，《湾区规划 2040》成为该湾区第

一部具有实施意义的区域规划 [10]。

2.2  “包罗一切”全面规划的无效陷阱
斯坦伯里（Stanbery）认为旧金山湾区所需要的规划，

其制定与实施应包括四个步骤：现状分析；基于现状和目标

制定一系列相互协调的区域规划；与地方规划协调对接；吸

收各规划内容并有效执行 [9]。第一版湾区规划正是向这个方

向努力，形成了包含一系列细致专题在内的全面规划，并获

得了国家优秀规划奖（AIP Award of Merit）和政界学界的称

赞 [12]。尽管规划顺利通过了听证会，但由于缺乏实施层面的

行动力，该规划在 1976 年被停止推进并束之高阁 [13]。

这一阶段的规划虽然有意识地照顾到全面要素，但认识

上局限于规划师的单一视角，线性地从现状问题或目标出发

制定策略，是对无数个“问题 / 目标→策略”进行机械叠加

形成的规划方案（图 3），规划统筹的成本归根到底来自各局

部让渡出来的资源。这种线性过程其实是把复杂的局部关联

关系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策略生成中真正重要的整体机

制却被放入“黑箱”，既缺乏行动上的说服力，又没有使各

局部达成共识，形成了与复杂现实脱节的精英式理想蓝图。

编制机构当时隐约意识到以上问题，但为确保方案通过，仅

图 2  旧金山湾区规划实践探索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16]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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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战结束后，为解决环境恶化对经济建设的影响，1945 年由商业赞助成立了第一个公共政策倡议性质的区域组织湾区委员会（The Bay Area 

Council），后演化为半官方性质的湾区政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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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部分方案拆分进行宣传，直到听证会才公开完整草案，并

通过相关人员暗中支持来降低听证会直接曝光的风险 [12]。然

而最终实施还是没能绕过“无效包罗一切”的陷阱。

2.3  “点对点式”专项规划的偏移困境
在第二阶段，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意识到有限资源无法

推动一个面面俱到的方案落实，将第一阶段的失败归咎于机构

财力不足和实施主体缺乏，试图通过与其他责任机构合作的方

式逐一攻破实施困境。但由于实施的资源和权限在责任机构手

中，湾区政府协会仅作为协调机构，并没有实质的话语权，因

此尽管此阶段大部分规划都顺利实施，但都始终从局部出发，

聚焦解决责任机构自身职能范围内的问题，致使包括住房、社

区公平等在内的核心公共问题始终未得解决。湾区由此陷入规 

划实施与整体目标偏移的困境，并未实现有效的系统性统筹。

总的来说，此阶段的都市圈规划仍停留在“点对点”机

械叠加的逻辑。人们忙于改变城市中的某个局部，却忽视了

城市其他要素的整体性。尽管这些局部的改变带来了局部增

益，但可能导致其与区域整体目标的偏移（图 4）。加之各机

构疲于应付各自的危机，整体性的根本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3  《湾区规划 2040》：同时性逻辑、内容和方法

都市圈规划任务的复杂性使得小范畴修正未能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进入 21 世纪，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开始重新探

索整合方案的可能性，2002 年和 2006 年相继编制了精明增

长战略/区域宜居足迹项目（Bay Area Smart Growth Strategy / 

Regional Livability Footprint Project）和精明增长计划（Focus 

the Vision）[13-14]。2013 年为回应《加州 375 法——将区域计

划与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联系起来》（California Senate Bill 

375: Linking Regional Plans to Stat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①的新要求，湾区政府协会和大都会交通委员会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在精明增长计划

的基础上编制了《湾区规划 2040》，成为国家授权的综合规

划，实现了良好的统筹效果。规划制定了四年一更新的动态

机制 [15]，于 2017 年进行第一轮修编，2021 年开始《湾区规

划 2050》的编制准备。由于修编版规划侧重细节修正且延

续了初版思路，从案例完整性出发，本章以初版《湾区规划

2040》为例解析其中隐含的整体主义逻辑。

3.1  编制路径的同时性
《湾区规划 2040》构建了公众协同、方案制定和分析评

估三者保持一致的编制路径（图 5）。规划团队最初基于传统

思路对成果进行初步猜想，而后规划编制经历了多情境猜想、图 3  线性逻辑的都市圈规划思路

图 4  作用于局部的干预影响状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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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法案要求全美 18 个城市群（包括旧金山湾区）进行气候减排，是旧金山湾区规划编制的重要背景，也是 3.2 小节“规划内容：整体性目标和

局部干预”解析的目标指标体系中“2 个上位法案的强制性目标”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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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聚焦核心流量的交通网络（Core Capacity Transit Network）意指聚焦核心交通网络，增加其频率或容量，减少道路扩张类的投资。

图 5  《湾区规划 2040》规划编制时间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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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体现同时性逻辑的《湾区规划 2040》的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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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可能体现要素关联关系，需涉及经济、环境和公平

中两个及以上命题；（2）能够通过区域机构和地方合作的政

策改变；（3）简单直接，易于被公众理解；（4）可通过建模

工具量化和预测；（5）指标值需有足够的政策依据或技术基

础 [16]。历经 6 个月的公众讨论，优先目标清单形成，2011 年

1 月讨论修改并正式通过。最终目标指标体系由 8 个自愿性

目标和 2 个上位法案的强制性目标构成，涵盖土地、环境、

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要素，成为方案比选和未来实施评估的

核心标准。

只有全面评估干预行动可能带来的其他影响和机会成本

下的整合效益，才能理解该规划方案给本地带来的发展效益。

旧金山湾区规划方案核心围绕对土地发展和交通建设的控

制，基于目标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估体系进行总和效应的比选。

多情境比选、最优愿景、规划草案和最终成果编撰五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覆盖了对方案的整体评估，以保障策略方案与目

标指标的一致性。公众协同借助多种方式贯穿规划编制始终，

形成不断“螺旋上升”接近最优的过程。规划思路是通过不

断的猜想和检验来比选整体最优的行动方案，体现了目标指

标与策略方案之间的同时性逻辑（图 6）。

3.2  规划内容：整体性目标和局部干预
规划目标应体现都市圈的整体性，而指标需有限可行。

《湾区规划 2040》的目标指标来源于公众协同的、穷尽可能

的猜想。早在 2010 年准备工作之初，编制单位就向公众征

集了湾区发展可能的目标，通过整理和审查筛选出 100 个备

选目标指标并形成了清单。备选目标指标清单的评估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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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程一方面用于比选和检验最优方案；另一方面可以在

过程中发掘和总结各种局部干预对其他要素的关联影响，有

助于进一步完善规划策略和对未来行动计划提供指导。

从草案前最后一轮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总存在一部分所

有方案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表 1）。对旧金山湾区而言，一是

土地开发和交通系统已经非常成熟，规划只能引导未来增长

的集中，难以解决已建成地区的减排和安全问题；二是只要

人口增加，交通事故和住房支出的指标就难以降低；三是公

路等区域基建在规划期内将超过使用寿命，届时需要大量运

维资金，但区域机构自身资金远远不足。规划诚实并负责任

地面对这一类特殊议题，在方案最后提出了倡议性行动方案，

包括号召各组织机构共同解决部分地区受海平面上升危胁、

经济适用房供给不足、中低收入者的日常通勤安全问题等，

寻求州政府对区域交通设施的资金支持和其他措施，以补充

都市圈规划本身作为更大范畴的治理局部的角色作用。

3.3  规划方法：对多情境和项目的猜想与检验
旧金山湾区规划策略方案的灵活猜想与检验具体分为

情境分析（scenario-level analysis）和项目分析（project-level 

analysis）两个层级，确保了建设项目、最优情境与目标指标

间的一致性。

规划草案的制定经历了三轮多情境方案猜想与评估检

验，方案由土地利用模式、交通方案和配套策略构成。2011
年初，编制专家组提出了两种潜在的土地利用模式，第一种

是“依照现有规划”（Current Regional Plans），第二种是“初

始愿景方案”（Initial Vision Round 1），后者是根据各地方相

关机构的政策、规划和投资制定的假想发展模式。将两种土

地模式与现有交通计划匹配并进行第一轮评估，得到的成果

作为与地方政府、机构和公众讨论的起点。2011 年末，规

划团队依照讨论结果制定了第二套方案，包含五种土地利

用模式和两个拟议的交通计划，并进行第二轮评估，吸纳

各辖区政府和公众的意见。2012—2013 年，规划团队整合构

建了优选方案，并结合环境影响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中备选的五种情境进行第三轮评估 [17]。2013 年 7 月，

以最优情境为基础编制了规划草案。

为实现有限资源在建设项目和时序上的最优分配，湾区

规划以交通投资项目为抓手进行了总和效益比选（图 7）。比

选评估包含两项内容：（1）根据每个项目对湾区规划整体目

标的支持程度进行定性打分（+10~ -10）；（2）通过“收益—

成本比率”（cost-benefit ratio）评估项目的实际效益。依照规

划协议，纳入规划的项目必须有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绩效

良好的项目将被优先纳入规划计划并获得区域融资支持，绩

效不佳的项目则需调整后重新提交。所有需要区域层级支持

的交通项目都需要通过统一比选 [17]。

表 1  方案比选示例：《湾区规划 2040》第三轮目标评估结果

目的 序号 目标 目标指标 无干预 拟定方案
公交集中地区

优先发展方案

增强社区网

络发展方案

强调环境、公

平和就业方案

环境保护

（强制性目标）
1 减少人均汽车和轻型卡车的 CO2 排放量 -15% -8% -18% -17% -16% -17%

住房供应

（强制性目标）
2

保障区域预计增长人口的住房供给（不以现

有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为替代）
100% 100% 100% 100% 118% 100%

构建健康安全

的社区

3

减少因接触细颗粒物而导致的过早死亡 -10% -71% -71% -72% -69% -72%

减少粗颗粒物排放 -30% -16% -17% -17% -14% -18%

在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减排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4
减少因交通碰撞造成的伤亡人数（含自行车

和行人）
-50% +18% +18% +17% +23% +16%

5 增加每日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均时间 +70% +12% +17% +18% +13% +20%

开敞空间和农

业用地保护
6 引导所有非农项目在城市增长边界内建设 100% 53% 100% 100% 100% 100%

公平性 7
减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交通和住房的支

出份额
-10% +8% +3% +5% +3% +2%

经济活力 8 增加地区生产总值 +110% +118% +119% +118% +123% +118%

交通系统效率

9
增加非机动车出行的占比 26% 19% 20% 20% 19% 21%

减少人均汽车行驶里程 -10% -5% -9% -8% -9% -9%

10

提升地方道路路面状况指数 +19% -21% +8% +8% +8% +13%

减少国道里不良路段里程的占比 -63% 63% 63% 63% 11% 52%

减少使用寿命内需更换的运输资产占比 -100% 179% 88% 88% 88% 88%

注 ：下划线为未达成目标指标的内容，标红下划线为与目标指标背道而驰的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整理绘制



120  2022 Vol.37, No.3

规划研究 

此外，规划的未来预测强调对规划政策影响（policy-

based）的可能情境进行考量，而非基于现有发展趋势（trend-

based）[14]，因为后者本质上是无干预情境下的预测。《湾区规

划 2040》的预测主要是两条逻辑线的统筹。一是以美国劳工

统计局对全国就业岗位增长分配的预测为起点，通过就业预

测潜在的人口和家庭数增长；二是依照方案的土地模式预测

湾区未来提供的住房数量，推算出可容纳人口和家庭数。最

后结合老龄化、婴儿潮和人口移居等因素对以上两条逻辑线

进行拟合。预测过程表明，若依照规划方案的政策控制，可

容纳人口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无干预情境下的人口增长 [18]，

这也侧面检验了预测结果与规划方案之间的一致性。

4  对我国都市圈规划的启示

城市群、都市圈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地域空间单

元，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作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 [19]，核心任务是对推动都市圈有机

协同发展作出系统性解答。但目前很多规划仍然聚焦在划定

范围内空间、产业、交通、生态等全要素分析叠加的传统思

路，总体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回溯我国都市圈

规划的发展历程，虽然具体制定背景各不相同，但某些特征

与旧金山湾区规划不无相似。最早具有跨行政区统筹性质的

规划是“一五”时期为落实生产力布局、以工业化为单一导

向的区域规划，这一批规划虽然在制度保障下得以实施，但

很快就显示出规划蓝图与当时国内资源配套能力不匹配的问

题，规划被迫长期停滞。而最早以都市圈为概念的《南京都

市圈规划（2002—2020）》由江苏省住建厅单方组织编制，过

度强调统筹要素的全面和空间形态的构建，既缺乏各城市主

图 7  《湾区规划 2040》中项目层级的效益比选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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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公众的参与，也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工作机制，表现出

“无效包罗一切”的特征，光鲜的蓝图下没有多少经得起实

践检验的实质 [20]。随后针对都市圈内各自为政引发的经济、

国土、生态等各方面问题，不同部门纷纷开展各自“点对点”

的规划编制工作，产生了规划冗杂和相互打架的问题，执行

效果不佳，反映出“包罗一切”的内在冲突性。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精简了制度框架，使规划更具系统性，

规划内容本身也应当如此。都市圈规划应当摒弃局部认识、

线性逻辑的习惯，灵活创新地找到最适合该都市圈的最优情

境和局部干预，以有效用于实践。应该说，这才是《编制规程》

中对具体内容和指标仅作“建议”而“不强求模式化的统一，

鼓励创新，探索合适的成果形式”的实质要求。结合旧金山

湾区规划的经验，笔者从以下三方面总结该规划带来的启发。

（1）认识层面，应从整体而不是局部出发。一方面，系

统性统筹是为了整体性优化，因此不可受限于解决某一局部

问题，所谓的主导性思潮或政策也仅仅反映了该特定时空下

较为突出的问题而已。规划应将整体性贯穿始终，构建反映

整体效应的目标指标体系，并基于总和效应来理解和比选干

预策略，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对都

市圈本身的分析需建立在多元视角输入的基础上，而不是局

限于规划师的主观认识或单方面的战略诉求。这既是对都市

圈的全面认知和内部因素相互接洽的保障，又是对策略和情

境猜想穷尽可能的重要来源。

（2）内容层面，要找到能提升整体效应的关键行动，转

变构建“包罗一切”的理想蓝图的思维。现有的困境是历史

积累下来的框架和内容过多，在真正面向治理实施时却束手

无策。其实通过一些关键的行动就可以实现规划目标。《湾区



121 2022 Vol.37, No.3国际城市规划

张嘉颖  王红扬    旧金山湾区规划隐含的整体主义逻辑转型 —— 兼议对我国都市圈规划的启示

规划 2040》对要素进行了全面分析，但最终需要落实的也仅

是交通计划和用地、低碳出行的政策激励等有限策略。在我

国南京都市圈统筹实践中，真正有效实施的主要是 13 个跨界

地区的规划协调、公服设施和道路交通的对接等几个关键干

预。换言之，规划的系统性统筹不只是绘制理想蓝图，也不

是对每个方面都提出策略，而是基于整体效应提出当前最关

键的干预行动，并适当包容规划的局限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

（3）方法层面，要通过猜想穷尽可能性，并对多情境进

行比选和检验。规划师进行策略研究的过程看似“黑箱”，其

实同时性逻辑在潜意识里自然存在，因此已有规划总是能包

含一些正确的策略。但由于缺乏理论自觉，在“罐头思维”①

倾向下，很容易滑向简单线性的思维方式，堆叠出“无效包

罗一切”的成果 [21]。既有范式越成熟，规划编制越容易依赖

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趁体制改革之机，都市圈规划编制的

思维要“跳出来”，通过灵活猜想突破既有路径的“套牢”，

并借助“策略→问题 / 目标”的反向检验来评估不同策略组

合对整体的影响，从而比选出令人信服的相对最优方案。

5  结语

系统性统筹的目标是实现整体性的优化，合理的都市圈

规划应当是整体性最优的局部干预。规划干预要顺应事物本

身的规律，而都市圈局部要素关联变化的规律也推着规划实

践向这个方向转型。旧金山湾区规划并没有借鉴整体主义理

论，但在 70 年演进中逐步摒弃了从局部出发线性逻辑的理

想化思路，构建起整体性和同时性的规划逻辑。我国的规划

从最早以经济为中心、面面俱到的“计划”思路，转变为重

视经济、生态、社会全要素的系统性统筹和弹性、刚性并举，

强调规划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其实一定程度也隐含了

这一逻辑转型。本文通过旧金山湾区规划编制逻辑的详细解

析，一方面作为整体主义方法论应用于都市圈规划实践的一

次检验和阐释，另一方面也“借他山之石”为我国都市圈规

划的编制提供逻辑层面的思考和创新实践的启示。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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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罐头思维”指当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事件时，出于思维的懒惰性，更易于接受简明的论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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