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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改革重点 建立省一级的规划委员会 建立省规划委员会必

须把握5个要点： 一是省和省会城市的规划委员会不能合一

。如是合一，就永远开不了会，办公室设在建设厅也会被架

空。《城市规划法》规定各级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

规划工作，省域范围内由省政府负责，所以省政府要有一个

规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代表省政府对省域范围的城乡

规划进行审批监督。而市规划委员会则是管理市域范围内的

规划事务，两者不能混合。 二是专家、学者在委员会中所占

的比例一定要超过公务员。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行政人员比

例很大，所导致的教训就是：既然规划委员会以行政干部为

主的，那么如何与省政府常务会议或省委常委会的决策功能

错位呢？正因为规划委员会是专家学者占了多数，所以规划

审批管理必须通过规划委员会，否则其功能是与省政府的常

务会议冲突重叠的。 三是规划委员会的职能要从咨询功能转

向预决策，最后向决策过渡。第一步先是预决策机构。什么

是预决策机构？就是凡是在省域范围内重大规划的编制、调

整、修改、审批，必须经过规划委员会的预批准，然后报省

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而一般的事项，规划

委员会可自己决策。如在香港，一般的事项经规划委员会决

策后，直接报特首签字批准。大事预决策，小事决策，千万

不能把规划委员会搞成咨询机构。 四是规划委员会应下设专

家委员会。因为规划专家的种类很多，如风景名胜区、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等对资源保护类的专家，城镇体系、宏观调控

类的专家等等。同时要充分吸收人大、政协的专家。这样，

省建设厅就掌握了规划委员会运作的调控权。 五是对下级规

划委员会的纠纷进行仲裁。这样逐步地形成机制后，就可以

部分解决缺位问题。 在各类规划中明确对各种不可再生资源

的强制性保护 明确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强制性保护，是规划体

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包括风景名胜类资源、历史文化街区

类资源、文化名镇（村）、重大工程建设导致的土地资源增

值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这是任何一级规划都必须明确的

强制性保护内容。另一方面，绿线管制管生态，蓝线管制管

水系，紫线管制管历史文化，黄线管制管重大的基础设施所

产生的土地增值效应和生产力的布局，这“四线”管理非常

重要。以往规划部门只管了一条红线，太片面了。省一级应

该强调省域内不可再生的各类资源的强制性保护，离开了强

制性保护就是无的放矢。政府行政保护的能力也不能像胡椒

面一样随便撒。 健全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管理 每个省都已编制

完成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但如何落实？一是省域城镇体系

规划是《城市规划法》、国务院[2002]13号文以及最近中央下

发的一系列关于开发区、土地管理等文件中都明确要求的，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也突出强调的，所以其法律地位已

经具备。二是实行“一书两证”的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内，

按城市总体规划和控规核发“一书两证”；在城市规划区外

，则应按城镇体系规划核发“一书两证”。规划管理可以延

伸到规划区范围以外，所以“一书两证”要走出去，走出规

划区以外，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九部委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文件明确要求，



违反的要纠正，未建立的要重建。三是做好城镇体系规划本

身的完善工作。城市总体规划五年一反思，城镇体系规划起

码也应五年一反思，一充实。目前各省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

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相当好，有的很糟糕，所以，省建设厅

要参照编制得比较完善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来及时修编。城

镇体系规划必须体现不可再生资源强制性保护的内容，体现

生产力的布局，不然就是废纸一张。规划司要提供几个城镇

体系规划编制较为规范的样本，各省根据这些样本进一步深

化、修改，从而提高可操作性，提高覆盖率。四是强化城镇

体系规划管理中的协调职能。因为有了城镇体系规划，协调

的地位就已经确立。在整个省域范围内，以城镇体系规划为

蓝本，协调各方按照蓝本进行规划建设，特别是重大工程的

建设。如“西气东输”工程江苏段的布局走向，由于当时没

有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来选址，江苏省建设厅报告了建设

部，建设部发文要求必须按省域城镇体系规划进行调整修改

。各类建设项目布局与城乡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发生冲突的

，必须按照城镇体系规划来实施。如果确有更高明的选址方

案，也必须按程序先调整城镇体系规划。 建立省级下派规划

师制度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国务院[2002]13号文件、

《城市规划法》的修改以及已经上报国务院的第四次全国城

市工作会议的文件中都明确了这一点。比较美国与英、德、

法等欧洲国家，它们同样经历了城市化，同样经历了小汽车

的时代，但是英、德、法没有出现郊区化的蔓延，而美国却

出现了严重的郊区化蔓延。郊区化的过度蔓延带来了三大成

本的居高不下：一是生态成本，环境污染严重；二是经济成

本，基础设施投入是紧凑型城市投入的3～7倍，基础设施分



散型的投资量大大增加；三是社会成本，工作和居住地的远

离，任何事情都得用车，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天在车上的时间

是2～3小时，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再加上，社会不同阶层分

开居住，贫富差距和冲突越演越烈。除此之外，郊区化的失

控还极易引发能源危机。美国人口是我们的零头，而能源储

藏量却比我国高几十倍，人均能源占有量巨大，但他们仍然

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前是愚笨增

长，现在聪明起来了，提出解决郊区化蔓延的问题。为什么

在同样的西方规划制度下，英国、德国、法国没有出现城市

郊区化蔓延呢？因为英、德、法等国都有上级向下级派驻规

划师的制度。国家向各城市派驻规划师，工资由国家来发，

城市的各项建设必须先经派驻的国家规划师签字同意后，才

能上报市长审批。派驻规划师与城市规划局互相结合、互相

支援，规划局的工作也好做了，也在无形中抬高了规划局的

地位。正因为有了这套制度，英、德、法等国家的古建筑和

历史街区保护得很好，城市也没有蔓延扩张。同时通过跳出

老城建新镇的办法来有机疏散老城区。我们要学习英、德、

法的派驻规划师制度，但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建设部只向省

和省会城市下派规划师，其它城市由省建设厅负责落实，这

样就把两级政府的关系和责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样一来，

城市规划局的底气就足了，等于派了高级规划官员帮助其扩

张权力，帮助它一起向权力阐述真理，出了问题共同分担责

任，相当于为城市规划局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建设部正

在将四川省作为派驻规划师的试点。 明确重点镇并出台扶持

政策来源：考试大 今明两年村镇工作的重点是明确重点镇和

出台扶持政策，同时还要评选和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重点镇的确定由建设部牵头，5个部委共同进行。这一次重点

镇的评选打破了单纯由地方申报的传统做法，而是采用客观

测评与地方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应用“全国小城镇发展潜力

研究”计算机模型，结合国务院批复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

确定的中心镇和各省已正式确定的重点镇，初步提出了第一

批全国重点镇名单（约2 000个左右）。针对这些重点镇，每

年都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对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

城镇，将享受全国重点镇的待遇并实行动态管理，如果保护

得不好，将取消其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 建立风景名胜

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动态监测系统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从2003

年10月1日起，将首先在10个城市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

。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各省都要大力支持，

并在数据采样方面予以协助，从而充分形成合力，共同管理

保护好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由国家统一建立风景名

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动态监测系统比地方单独建立的，权威

性要高得多，成本要低得多，效率要高得多。 相关推荐：追

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