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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发展与规划师的职业

主体性

从我国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看，在计划经

济时代，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

划在空间上的投影，也就是从技术层面上落

实城市发展的计划。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城

市规划更多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规划的政

策性无法体现。规划师的社会角色比较单一，

即规划管理者和规划编制者，前者受制于科

层制的角色约束，而后者主要是落实政府的

行政指令计划，并没有形成清晰独立的职业

主体性。城市规划师并不需要去思考社会利

益平衡之类的问题，只需要落实计划部门的

项目安排即可。这样的职业角色自然导致城

市规划教育的重点是技能教育，突出的是城

市规划的工程技术特性。这一时期，规划师

的职业道德理想带有古典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色彩，它与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诞生之初的

精神颇为相似，虽然在事实上并没有被现实

的社会机制整合。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在逐

步转化。随着分权改革的深入，城市规划成

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经营、提升城市竞争力

的重要工具，城市规划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

随着市民社会的涌现，以及私有产权拥有者

的剧增，城市规划通过调整空间关系可以重

组社会利益关系，城市规划不仅体现了社会

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利

益关系。城市规划成为政府在城市发展、建

设和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其重点正在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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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转向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师在城市发

展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城市规划社会

功能的演变必然深刻地影响其职业的社会角

色，并导致规划师的角色分化。当今，中国

规划师的社会角色分为两类：政府规划师和

执业规划师，社会角色的差异必然导致其知

识结构和职业素养不同。但是，我们应该看

到，一方面规划师整日忙于完成设计任务，另

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政策性内容正在被各相关

部门肢解，城市规划有被日益工具化的危险。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规划教育并

没有培养出适应规划职业发展要求的人才。

因此，为了促进城市规划职业的持续发

展，原有的以技能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面

临转型。作为政府规划师，其首要的任务是

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为城市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发展作出全局性、长远性和纲

领性的谋划，维护城市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

益。政府规划师的重要工作是政策分析与决

策，伦理学是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学科基础，

而伦理分析或价值分析构成政策分析的一个

基本方面[1]。现代伦理学越来越多地倾向于

关注社会伦理而非个人伦理的内容，所以，规

划教育必须引进伦理学的一些内容，以解决

一些关于城市规划职业的道德问题。但是，目

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基本上是以供给为导

向的，并没有为不同职业发展方向的学生提

供多样化的规划教育“菜单”。由于传统的惯

性和学科教育的缺陷，许多执业规划师，在

工作中以工具理性思维为主导，习惯从技术

角度简单化地分析复杂的城市空间发展背后

所蕴涵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为适应市场

[ 摘　要] 城市规划社会功能的逐步转化导致了

规划师角色的多样化。我国原有的以技能教育

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面临转型，应从拓宽城市规

划教育领域、强化以价值判断分析为核心的理

论思维训练、加强规划师的价值观教育三方面

加以完善，以适应城市规划职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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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在规划教育方面作了

许多努力，比如大力加强对城市经济学的研

究，但是基本上我们的规划教育还是偏向以

技能教育为导向，也就是教授如何让城市规

划为经济发展服务，让规划如何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而忽视对“为谁规划”“规划的价

值立场是什么”“如何去界定和协调不同的利

益关系”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更不用说

有的规划师仅仅是将城市规划作为一种谋生

的手段，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单位谋取不当利

益提供技术辩护了。规划师社会角色的分化

并不妨碍规划师职业主体性的确立，无论是

政府规划师还是执业规划师，他们个体的行

为都将影响整个职业的社会声誉。规划师职

业主体性的确立，要求城市规划能够呈现给

社会一个它所能承担的职业功能与职业形

象，达成社会对城市规划的职业期许，只有

这样才能巩固城市规划的社会地位，促进城

市规划职业的良性发展。

城市规划教育的转型

城市规划师角色的多样化，要求规划摆

脱以技术为核心的传统观念，转向工程技术

与职业道德并重。

首先是拓宽城市规划教育的领域。由于

我国的城市规划脱胎于建筑学，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规划教育的领域十分有限，这与

国外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源于社会问题截然

不同。因此，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必须加强

规划政策分析的内容，引入政治学、经济学

和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并将之与当前中国的

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拓宽规划教育

的领域，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

清晰地判定物质空间规划背后复杂的社会经

济利益关系，提高他们自觉维护城市公共利

益和长远利益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在研究

生教育阶段，应该拓宽研究生生源的专业范

围，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

学生来学习城市规划。一些综合性大学，还

可利用现有的学科综合优势，加强学科之间

的交叉联合，以深化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

学术研究和教育。

其次，强化以价值判断分析为核心的理

论思维的训练。长期以来，我们着重培养学

生的工程思维能力，对于学生设计成果的评

判标准主要是空间形象和工程技术。由于以

工程思维为主导，许多学生在工作实践中要

么无视物质空间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一

种技术中心主义的姿态处理复杂的城市问

题，结果当然难以被社会接受；要么放弃规

划师的职业立场，为了谋取私利，为特定的

利益集团进行技术辩护。新形势下的城市规

划职业要求规划师必须同时具有工程思维和

理论思维的综合能力，如果缺少理论思维的

指导，即使引入新规划技术，也无法制定一

个公平科学的规划。因此，要培养出合格的

规划师，必须训练学生超越工程思维，突破

形象具体的物质空间形态，走向抽象的、阐

述基本价值观的逻辑体系，从政治或哲学的

范畴来分析与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2]。

再次，加强规划师价值观的教育。职业

道德是价值观的折射，学生时代是塑造人生

价值观最重要的时期，虽然目前高校教育中

有许多课程包含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但欠

缺与职业教育直接相关的职业道德教育的课

程。因此，在现有的规划教育体系中，应该

增加切实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是提升规

划师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在专

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通过案例教学

等方式，将规划师职业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具

体的设计教学过程中。法学院教育的重要目

标是培养学生忠诚于法律的职业精神，而不

是仅仅让他们熟悉法律条文。同理，城市规

划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城市规划

师的职业精神，但是，目前城市规划师还没

有像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军人(军

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律师这些职业一样形

成一个比较稳定、成熟的职业道德理念和行

为准则。这就要求我们加深对城市规划职业

的研究，通过对规划职业历史发展和现实规

划职业环境的深入考察，通过广泛的学术讨

论与研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职

业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教育体系。

有专家指出，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界面临

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市规划学科理论发展中

的价值危机，一些理论研究在规划思想道德

层面上意识涣散，理论建设形不成合力，而

且出现了瓦解规划社会基础的倾向[3]。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规划在道德层面上的实践

意义甚至大于城市规划纯理论本身的实践意

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规划界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外部压力与挑战，规划师的职业道德

思想状况能否经得起考验，能否重新开创规

划工作新局面，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城市

规划教育是城市规划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

程，规划教育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加强城市规划的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建设，培

养更多合格的规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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