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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城市发展，恰如一个人的成长：

1921年前，广州是中国对外的商贸口岸；民

国时期，广州初现现代城市的雏形；改革

开放以前，这里是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后，

商贸活力渐增……2000年，广州在全国城市

中首开先河，探索性地制定了《广州城市总

体发展战略概念规划纲要》。其后十年，广

州城市经济建设发展迅猛，原来的“小山小

水”逐渐拉开“骨架”，成长为“大山大

水”的城市格局。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

了很多值得总结之处。

2010年，新修订的《广州城市总体战略

规划》出炉，重新梳理了整个广州战略规

划体系，确定了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地

位。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成为推动城

市发展的成功实践。这座南方的活力都市，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今后，如何在国

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这座城市要

写的“新作业”。

记者：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广州的城市定位

是什么？

王：新修订的《广州城市总体战略规划》

已编制完成，明确提出广州应担负起在国家发展

战略中的重要责任，并将广州定位为“国家中心

城市”。在此定位下，广州主要城市职能包括

“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世界文化名

城”。这一定位已纳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2008—2020）》，上升到国家发

展战略层面。未来广州将带领珠三角区域的发

展。 

记者：从人居环境建设的角度，广州城市规

划最突出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亚运规划对广州

的城市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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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从“小山小水”到“大山大水”
——专访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

○ 本刊记者 关悦

王：近十年来，广州已摸索出以稳定的战略

规划统筹引领城市发展、精心策划灵活的中短期

行动计划和实施策略推动战略规划实施，实现城

市“大变”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广州城市规划最

突出的特色和亮点。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是创新性地探索战略规划，为广州城市发

展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框架，统领城市发展。

2000年，广州在全国率先探索性地制定了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概念规划纲要》，确定

了“两个适宜”和“南拓、北优、东进、西联”

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了长

远、稳定的发展框架，并三次开展实施总结和修

订。战略规划对广州近10年的城市发展和建设发

挥了很好的战略引领作用，使广州的中心城市地

位得到巩固和提升。2010年9月，广州战略规划

获得“国际杰出范例奖”，其科学、有效的实施

及“独创性、动态更新、前瞻性研究、广泛的公

众参与、运用先进技术”在国内外规划界引起强

烈的反响，为全世界发展中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范

例。

二是精心策划，按战略规划分阶段制定发

展目标和各层次规划，并结合亚运等重大节事部

署行动计划，以灵活的发展策略推动战略规划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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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2004年获得亚运会举办权，这是战略规

划未考虑的。但得益于战略规划的前瞻性和开放

性，广州灵活地调整并制定了系统的发展策略和

行动计划，围绕亚运会这一重大盛事，科学谋划

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这几年来积极完成了与城

市长远发展战略相契合的“亚运城市”规划建设

纲要编制，以及场馆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综合

环境整治、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形象塑造等一系

列亚运行动计划的规划编制任务，并配合各部门

付诸实施，加快推进战略规划的实施。广州亚运

会已成为推动城市科学发展的成功实践，展现出

一个“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

美”的新广州形象。

记者：您觉得从人居环境建设的角度，广州

有哪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王：广州近年围绕举办亚运会系统地策划，

已针对性地解决了大气和水环境治理、人居环境

品质提升等突出问题，下一步将以城市战略规划

为统领，充分利用广州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双

重资源禀赋，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营造宜

居、宜业首善之区的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人和

自然永续发展的“花园城市”。

记者：交通问题是很多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

问题。广州在城市交通方面的状况如何？发展城

市交通的思路是怎样的?

王：目前广州的“双快”（高快速路和快速

轨道）交通体系已基本构建，形成了层次分明、

功能明确、交通便捷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体系，

轨道交通也由解决城市交通疏导向引导城市发展

转变，城市交通承载能力逐年得到大力提升。作

为广州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载体，交通基础设施

引领广州城市发展和建设的作用日益凸显。

广州历来十分重视交通规划工作。首先是

坚持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规划理念，坚持“公

交优先”的指导原则和“交通先导”的空间发展

策略，防止城市“摊大饼”、粗放型增长。城市

空间外延增长中，在“双快”复合走廊系统的支

撑下构建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扩展结构。

城市空间优化与提升调整中，在“双快+双缓”

（双缓指“自行车+步行”的慢性交通体系）交

通组合系统的支撑下构建差异化功能布局城区。

其次是在“国家中心城市”目标下，坚持

高起点、高标准进行交通规划。确立了“双港双

高”（海港、空港、高铁、高快速路）的区域交

通发展理念，构建了“双快”交通体系，构建了

绿道网和重点地区步行系统的慢性体系，将形成

以广州市为中心的“四环十九射”的高等级路网

和“环形+放射”的快速轨道网，扩大了广州市

一小时交通时空圈辐射带动能力，很好地支撑了

广州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优化。

第三是以分片区、分功能的“差异化”、

“精细化”交通发展策略以及对交通系统的全面

从广州塔俯瞰新城市中轴线北段 广州传统城市中轴线鸟瞰图

人居环境·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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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带动广州整体发展。主要体现在：构筑畅顺

通达、运行高效的道路网络系统，实现广州市任

意两个相邻片区之间均有高快速路连接；高速公

路网串联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工业、仓储物流等

功能组团，承担城市主要对外交通功能和城际间

高速联系功能，充分发挥交通枢纽的集散功能；

按“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主体”的原则，

带动交通结构转型，优化交通资源配置。

记者：现在“千城一面”的现象非常严重，

广州在保护城市特色、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方

面，是怎样做的？

王：广州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

城，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岭

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近代革命策源地，更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的城市规划工作历

来非常注重保护自身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优良

自然山水禀赋的城市特色，并协调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系统性地制定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

的相关保护规划，协调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保护框架，并

制定了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各

级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层次的保护规

划。

其次是摸索出一条通过做好“减法”来协

调旧城保护与发展、彰显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塑造广州城市特色的实践之路。原则上在54平

方公里的旧城范围内不增加建设量，并做好减

法。主要方式是：拆除遮挡历史文化遗迹（址）

的建（构）筑物，亮出旧城丰富历史文化遗存的

原真历史环境和风貌；通过“拆违建绿”、“拆

围透绿”及河涌揭盖等方式显山露水，重现“水

秀花香”的岭南风貌；在建筑密集的旧城区“见

缝插针”地建设公共绿地，通过规划调整合理缩

减旧城区确已不合时宜的建设项目（即使有历史

批复），抽疏减密，提高旧城生活环境品质，建

设人文和谐的宜居环境；对历史工业遗产和历史

工业建筑等重新注入现代服务业功能，提升旧城

的活力，协调好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再利用。 

第三是在注重岭南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

同时，拉开城市框架，高标准地推进城市新区、

重点发展地区和门户地区的规划工作，建设现代

化的城市新区，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的世界文化名城。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广州未来的城市发展战

略？

王：为统领城市发展，领引城市发展模式

转型，新一轮的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围绕

“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将未来广州的城

市空间发展从“拓展”转向“优化与提升”，并

制订了五大战略：从城市到区域，打造一小时都

市圈，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制造到创造，优

化产业布局，促进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优

先发展；从实力到魅力，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划

分特色风貌区，提升城市魅力；从安居到宜居，

保护生态、美化环境，构筑宜居城乡；从二元到

一体，划分村庄发展政策分区，分类指导乡村建

设与发展，促进城市化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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