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序言：面向国土空间
规划变革的 studio
设计

本书是在清华大学本科生 4 年级“小城镇规划设计课”（2019 年）

课程基础上整合深化而成的。与 2017 年、2018 年的建制镇尺度相比，

2019 年的设计对象为县市行政单元城镇。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 

治，天下无不治”，东汉荀悦在《前汉纪》中也指出“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治理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点。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

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2000 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

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虽说县的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直接和老

百姓打交道，担负承上启下、基层治理、政策落地、反映民意的职能。这

也是历史上县官被称作“父母官”的缘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域治理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县域是国家稳定的基

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域面积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 89%，户籍人口

占了中国总人口的 70%。郡县治则天下安。“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

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

‘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

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

衰安危。”a

在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是五级三类的中间环节，

发挥承上启下和统筹协调的重要作用。同时，县域也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主战场，解决好三农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a  习近平，《从政杂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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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处于一个快速的变革时期，传统基于总体规划的范畴开始转向基

于“生态文明”的国土空间规划的范畴。规划不仅仅关注生活和非农生产

的建成环境，而且更加注重山水林田湖草等非建设空间，也就是说生态空间、

农田空间的保护和利用。

《规则与目标：县市国土空间规划》一书，是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情境

下，对县市层级的城市进行设计课教学的探索。“规则与目标”一词借鉴了

哈耶克（Hayek）的“规则统治”和“目标统治”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曾经的城市规划虽然也有很多的规则作用，但更多的是一种“目标统治”

导向的“终极蓝图式规划”，因此，在市场经济和多元主体参与下，其局限

性甚至是谬误日益凸显，“规划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之后，在公共部门经

济学或者政府经济学的原理框架下，在顶层设计下，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

策应该发挥“底线思维”，弥补“市场失灵”缺憾，其职能从传统的建设部

领域转移到自然资源部领域，国土空间规划取代了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等

规划体系。在小城镇规划 studio 中，一直坚持“规则统治”的理念，同时

也兼顾“目标统治”的理念，贯彻国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关于“政府和市

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变化的国家战略。

1.1  组织设计

自 2009 年开始，清华大学已连续开设了 10年的研究生课程“专题设

计一：空间规划”，并先后出版了《空间规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空间规划 II》（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等作品集。自 2013 年城乡规划

学专业本科招生以来，“小城镇规划设计课”也成为一门非常核心的设计课。

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市场—政府”“中央—地方”的国家战略

安排促进着清华大学在规划教学方面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地新设

了“城市规划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理论课程。

随着国家国土空间规划“四梁八柱”的形成，清华大学进一步形成了

由“小城镇国土空间规划设计 studio”（4年级上学期）、“毕业设计”（4年

级下学期）以及研究生 1年级的“专题设计一：空间规划 studio”组成的 

“螺旋进阶式”的“国土空间规划设计”课程群，这在国内独一无二。一方面，

这种 studio 群的课程旨在通过设计课来统筹理论学习、提升战略判断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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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课时限制等原因，一些关键的课程如经济学、管理学、

地理学甚至是人类学、政治学等并未系统开设，而是通过设计课平台构筑，

打开了与相关领域模块对接和交叉的渠道。

清华大学的“小城镇规划设计课”课程教学设在 4年级上学期 , 共 16

周 128 学时。其教学曾主要是以传统的总体规划设计为基础，认识小城镇

尺度的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问题，来统筹规划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之后 ,

尤其在 2015 年后 ,“小城镇规划设计课”一直在不断探索 , 寻找与时代变

迁相应的规划方法论和设计表达。

在“小城镇规划设计 studio”之后，是本科生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空

间规划 studio”以及“总体城市设计 studio”。从教学组织来看，前 8周

课程进行专题讲座、现场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注重区域分析、

产业空间、人口需求、土地利用、交通支撑、生态文化等小城镇本身发展

和区域背景的清晰认知 , 从而形成定位、空间战略等基本判断。进而 , 后

8周课程注重运用情景规划方法，以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路径，

深化小城镇空间发展的战略性预判和框架性策略，开展县域和县城等不同

空间尺度的空间规划与设计表达。小城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在规划中比大中城市更需要精准认识、洞悉和把握，更需要精

准的靶向规划判断、布局和设计、策划。因此，从教学组织方式上 , 要充分

利用“教学共同体”。课程组织邀请国家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管理和技术服务部门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等政府管理和技术人员共同

建设，融入到讲座、调研、点评等各个教学环节，如图 1-1 ～图 1-4 所示。

图 1-1  “小城镇规划设计 studio”课程组织架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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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拒马河源头——兴文塔前合影

图 1-2  清华大学本科生城乡规划学专业“空间—规划”课程设计框架内容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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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教学组考察涞源阁院寺

1.2  内容改革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改革日益深化。2017 年以来清华

大学的小城镇总体规划教学也体现了这一改革的新要求。其相应的教学探

索主要集中在建制镇尺度（2017 年聚焦雄安新区上游的潴龙河流域的石佛

镇，2018 年选择了北京永定河流域的周口店镇），并于 2021 年出版了《体

国经野：小城镇空间规划》著作。2017 年石佛镇的小城镇规划开始针对传

统总体规划的变革趋势，注重生态环境、服务设施布局等“区域公共问题”，

注重非建设用地的资源配置利用。2018 年周口店的小城镇规划则做了较

大的尝试。一方面，专门针对三区三线、山水林田湖草等“国土空间规划”

新框架下的教学进行探索；另一方面，针对“建制镇”的特点，探索了从区域、

镇域、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等战略规划、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乃至城市设计、

策划等基于清华大学城市设计特色的训练。通过这些变革，既突出了总体

规划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变革趋势，也突出了清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

养的目标——专业帅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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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2020 年，小城镇规划设计课程在原来建制镇尺度基础上，

开始选择将县级行政单元作为 studio 的训练尺度。2019 年，选择的是河

北省保定市的涞源县，2020 年选择的是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在这两年

的教学中，小城镇规划设计课程也进一步系统化和强化了国土空间规划的

若干要旨：规划的规则统治和目标统治的转换；规划的公共部门和公共利用

的聚焦；规划的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和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优化转向。并结

合清华大学的规划核心特色，更进一步地突出了人居环境的诗情（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活化）和画意（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生态要素等）、保

护与营造。

可以看出，立足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清华大学规划系的“国土

空间规划”系列设计课创新组织、贯彻了“两肩挑”的教学理念。一方面，

设计课强调“规划让空间资源配置更优化”的知识和能力提升；另一方面，

设计课强调清华大学建筑学传统的“设计让栖居更诗意”的知识和能力提

升。前者在传统总体规划基础上聚焦“理论与模式”（从农业区位论、阿隆

索模型等土地经济学模型到中心地理论、中心流理论等空间体系模型，乃

至到库兹涅茨周期、三次资本循环、公共品供给中的蒂伯特模型等经济学

模型）以及“GIS空间分析—计量经济—大数据分析”（双评价、产业演化、

公共品供给外部性测度、土地减量和流量模拟等）、应对不确定性的“战略

留白”和“情景方法”等弹性规划思维；后者除了注重小尺度空间的城市设计、

场地设计乃至建筑设计表达外，更注重设计思维在国土空间秩序重塑、国

土空间高品质提升等规划编制中的贯彻应用，强调“点线面网络”文化遗

产、“山水林田湖草”大地景观与聚落空间构成的和谐统一体，创新探索了

“公共经济学”等理念下的区域设计、地方设计、要素设计和过程设计 , 如 

图 1-5 所示。

如果说清华大学通过“两肩挑”理念为学生构筑了根基稳固的“青

藏高原”知识和能力体系，但同时也重视了“因材施教”理念，发挥不同

兴趣和特长的学生积极性，在“青藏高原”点缀了“深邃的海子”“无际

的荒野”和“高耸的雪峰”。通过靶向“业界专家理论和实务讲座”“现场

田野踏勘”、个人“专题环节”、集体“空间规划与设计”等环节最终实

现了“各美其美”的专长发挥，“美美与共”的统筹综合等教学目标，如 

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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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基于“空间·规划”的小城镇总体规划框架构建

图1-6  在最终设计成果评图基础上进行了第一届小城镇总体规划设计课改革研讨会

1.3  设计地点选题

2017 年后，小城镇规划设计课程在选题上也随时做权衡选择。一方面，

国家推出了新的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在组织架构、技术体系、制度环

境等方面对小城镇规划设计课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在

城市和区域发展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国家战略，诸如在京津冀地区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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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建设等，诸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战略、文化遗产活化战略、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战略等。

从典型性和特殊性、区域意义和地方特色等出发，2019 年的设计地点

选择在涞源县如图1-7所示。涞源县总面积2448 km2，共辖8镇 (涞源镇、

白石山镇、走马驿镇、银坊镇、水堡镇、杨家庄镇、王安镇、南屯镇 )、9乡（烟

煤洞乡、乌龙沟乡、塔崖驿乡、东团堡乡、上庄乡、留家庄乡、金家井乡、

北石佛乡、南马庄乡）、1个城区办事处、285 个行政村、1029 个自然村，

常住人口 24.8 万人，净流入人口达到 4万人，人均GDP为 2.55 万元，

农村人均年收入为 9218 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27 783 元，产业结构

为 11.4∶23.6∶63.0。

涞源县是华北地区城镇化和人居聚落环境营造的一个典型样本单元。

首先，它位于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历史上，涞源县曾经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军事屏障；当前则是首都非核心功能

疏解的重要承载地，有张石、荣乌、涞曲 3条高速公路在涞源交会，京原

铁路横贯全境，3条国道（108、112、207）、2条省道（宝平、保涞）在

涞源境内交错分布，形成以高速公路为主轴，以国省干道为主线的交通网络，

从涞源出发到达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

等大中城市均在 2小时车程之内。

图1-7  涞源县的区域位置和自然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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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区位禀赋。涞源县是三山（太行山、恒

山和燕山）交会和三水（涞水源、易水源、拒马源）同源之地，位于雄安

新区的上游。自然景观资源丰富而独特，主要的有 6处（白石山、十瀑峡、

仙人峪、空中草原、拒马源头、横岭子）。涞源县城是目前河北省唯一的三

大泉群在城市中心常年喷涌的地方，被称为“泉城”，县城内的拒马源被国

家城乡与城市建设部批准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涞源的核心景区白石山，

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山岳景观在中

国北方绝无仅有，拥有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等多项桂冠。涞源夏季气候特别凉爽，暑期平均气温仅有 21.7℃，比北

戴河海滨低 3.8℃，比承德避暑山庄低 2.7℃，白石山景区内每立方厘米负

氧离子含量达 2万个以上，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大空调”，被誉为“京

西夏都·生态凉城”。

再次，它具有独特的文化遗产体系。涞源西汉时置县，先后有广昌、广屏、

飞狐之称，在独特的畿辅区位条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涞源县在陉

口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山水文化等方面特色高度突出，更是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有唐代兴文塔、辽代阁院寺、明代乌

龙沟长城 3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明代长城、南屯仰韶文化遗址、

甲村商代遗址、黄土岭战役旧址 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20处，有宋辽交兵古战场遗址，还有义和团最后一支力量“红灯照”

活动过的云盘古洞遗迹，是保定市文物大县。涞源县主要的人文景观有 9

处（阁院寺、兴文塔、王二小故居、王二小纪念馆、黄土岭战地遗址、东

团堡烈士陵园、白求恩战地手术室、驿马岭阻击战旧址、乌龙沟长城等）。

最后，它是城市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样本。一方面，涞源县是环北京

贫困带的重要区县（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三合一重点县，

即国家新十年扶贫开发、太行山—燕山连片特困地区、全省环首都扶贫攻

坚示范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煤炭等资源枯竭型转型的典型

城市。另一方面，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等战

略下，最近十几年兴起的旅游业主导的转型发展可谓举世瞩目：北京冬奥会

相关的工程、白石山旅游等。目前涞源是河北省 19个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

带、7大休闲旅游聚集区重点县之一，也是河北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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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京西百渡休闲旅游度假

区重点县，以及保定市确定

的 5大上档升级景区之一。

总之，涞源县是一个

完整的人居体系和单元。在

涞源，不仅具有丰富的山水

林田湖等资源，成为这一完

整人居单元的重要因素和载

体；在涞源，还具有稀缺而

独特的军事、宗教信仰、人

类文明发展及人居聚落景观

等遗产资源。这些自然和文

化遗产等资源特质使涞源县

镇乡村的聚落体系完整而又多样。在京津冀协同的战略推动下，自然和人

文禀赋突出的优势更使得这一人居体系得以迅速地转型变迁，如图 1-8 ～

图 1-21 所示。

图 1-9   “所汛”及“城关”等构成了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图 1-8  涞源县教学点有重要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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