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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新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工作已走过 60 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总结实践经验，是推动未来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必

要途径。自本期开始，本刊特开辟“规划前辈口述”专栏，连续刊载对老一辈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访谈文章。通过前辈的口述，

希望能够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专栏内容以“新中国城市规划史”为主题，计划按照时间先后，重点反映“一五”时期、“二五”至 1970 年代、改革开放初

期等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及其发展演化情况，分专题刊出。近期拟刊载的专题包括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

起源、城市规划机构的建立、重点工业项目的联合选厂、不同类型的城市规划实践、苏联专家对城市规划的技术援助、城市规

划的技术方法、“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教育、城市规划实施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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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德慈: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是三年的恢复调整时期，

从 1950 年到 1952 年。这三年里有很多大的事情，最大的事

情就是抗美援朝。本来按说建国了，应该进入到经济建设了

吧? 可是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底子非常薄，气都没喘过来就

抗美援朝了。这耗费我们很大的人力、物力，我们国家可以

说是全力以赴投入到战争里了。
1953 年抗美援朝结束，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

五年计划是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实际上在这段时期，我个

人真正参与城市规划工作的时间还比较短。我是 1955 年从

同济大学毕业，然后被分配到北京，来到当年的国家城建总

局城市设计院工作，也就是中规院的前身。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来说，苏

联援助我们建设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最最

基础的一些工业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和交通工程。那时

候我们还没有钢铁、化工、航空等的基础，国民党也没给我们

留下什么了不起的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模很大，很了不

起。当时我虽然还只是一个大学生，但在学校听到很多这方

面的宣传、教育。所以，当我 1955 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谓满

腔热情。那时候，同学们几乎都是满腔热情的，我们都无条件

地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那么，国家就殷切地希望，特别是学理

工科的大学生，赶紧毕业，毕业以后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经济建设中去。当年，我们就被分配到城市设计院了。
周干峙: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

的旗帜下，我们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有一些学者就看到了:

新中国的出现，城市会有很好的发展。代表人物就是梁思

成、陈占祥。北京首先成立规划机构，要搞首都的规划。但

是没有全国性的问题。
全国性的问题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五”

时期条件非常差，而在现在看来，最差的一条就是人才，没有

专门人才。因为从中国教育方面来讲，城市规划的教育在新

中国成立以前是没有的。国内中央大学有的是建筑系，没有

规划专业，但是当时我们的学者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也早知

道有城市规划这么一回事，但在中国却谈不上。抗战时谈不

上，解放战争时也谈不上。
从 1952 年开始，才有建筑工程部。那个时候就提出城

市规划来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到建工部参加工作的。我

大学里不是学规划的，学的是建筑专业，我知道一点规划的

特点，宏观一点的东西多，我还不喜欢呢。那个时候叫做

“工作需要”，服从工作分配，我就一下到了这里，然后就干

了一辈子。
赵 瑾: 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 1953 年开始的，

主要的任务是苏联帮助援建的 156 个重点工业项目。同时，

也给它们配套了 694 个项目，这 694 项是中国自己配套的。
这些项目被提出来以后，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各个项目要

放在哪里? 工人镇、小城市和城市怎么组织安排? 这样的一

些实际问题。这是当时国家计划中的一个大问题。
开始的时候，国家确定了这些项目，苏联还没做好工厂

设计的时候，中央各个工业部门就已经去选厂了。比如要建

钢铁厂、化肥厂，各个工业部门都有一些工业建设项目，自己

去选厂了。在选厂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突出问题，也就

是各个工业部门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要求去选厂，因而条

件好的一些城市，好多厂都要集中往那个地方去放，这就产

生了矛盾。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西安的纺织城。西安的纺织厂，自己

搞一个纺织城，不考虑与其他工厂的关系，不考虑与城市的

关系，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就比较大。1953 年我们去西

安做规划的时候，西安纺织城已经建成了。另外，西安的南

郊也有两个厂子，军工厂，一个是生产皮鞋，还有一个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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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的，都已经建成了。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工业项目，也有

同样的问题。
当时，西安的纺织城到了找不到对象的严重程度。最后

没办法，到周末的时候，用车子把纺织城的职工拉到西安城

里，或者其他一些工厂，给大家创造找对象的机会。都是些

年轻姑娘。这不是在说笑话，实际上真是如此。这个问题相

当麻烦，后来他们自己也感觉到错了，以前本来还很理直气

壮的。
在这个时候，没有其他办法，李富春副总理就组织了联

合选厂工作。李富春组织各个工业部门，包括卫生部门、城
市建设部门、水利部门等，七八个部门，各个部的领导、中国

的一些专家以及苏联的专家一起参加，组成上百人的大型联

合选厂工作组，到各个地方去搞选厂工作。连公安部门都一

起去了。最早大概是 1953 年 4 月份前后，联合选厂组确定

了郑州、洛阳、兰州、西安的 35 个重点工业项目。这项工作

完成了以后，李富春觉得联合选厂的经验非常好，于是，国家

计委就又组织了西北、华北、中南、西南联合选厂组，到大同、
太原、包头、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区去选厂，这些工作都是为

“156 项工程”服务的。
在联合选厂过程中，矛盾比较大的，我感觉到就是城市

规划与工业部门的矛盾，城市规划要对城市各项建设统一来

进行布局，而工业建设自己搞一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

且在选厂过程中，各个工业部门聘请的苏联专家，与城市规

划的苏联专家，比如巴拉金，他们之间还要争论。当然，中国

同志之间也要争论。最后，联合选厂只能是由城市规划方面

来统一平衡，也就是究竟怎么布置，要提出一个厂址方案进

行讨论，然后再决策，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各方面的矛盾。
通过联合选厂组的工作，确定了大同、太原、包头、武汉、

成都、重庆的一些工业布局，像包头的包钢，武汉的武钢，太

原的机械厂、化工厂，成都附近的电子工业。这是联合选厂

工作的一些情况，主要解决了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相互

矛盾。1954 年前后，在联合选厂工作的基础上，国家计委先

后批准了这些工厂的厂址方案。就国家的 156 项工程来讲，

基本上分布在 91 个城市和 116 个工人镇。其中，大约有

65%的比例放在了京广线以西，一共有 45 个城市、61 个工

人镇( 图 1，见封三) 。
在前期的选厂过程中，已经出现过很多的矛盾，后来进

行联合选厂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那么多

厂子在一个城市里进行安排了以后，有很多问题是迫切需要

城市建设来统一解决的。在工业项目的厂址确定了以后，就

出现了厂外工程的建设需要统一安排的问题，这就牵扯到城

市建设的组织与协调。当时，为了要统一建设，中央就提出

来一条办法，也就是“总甲方”和“总乙方”的制度。西安市

在西郊有五六个厂子，东郊也有几个厂子，这些厂子共同组

成“总甲方”。城市方面则是“总乙方”。城市方面承包了工

厂以外的一些工程，比如城市道路、电力、铁路运输、给排水

等，对于这些设施，城市方面统一进行安排。
另外，“156 项工程”的所有项目，都是苏联帮助援建的，

也是苏联帮助进行设计的，在各个工厂的厂址确定了以后，

苏联方面就提出来: 厂子的四角坐标，你得给我; 跟铁路接轨

在什么地方，你得告诉我; 还有给排水在什么地方，供电从哪

里进来，交通运输怎么办，职工安排在什么地方，等等。苏联

方面表示，没有这些条件，我做不了厂区的设计，当时就提出

了这些要求，在 1954 年就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苏联

专家的建议，这就必须要搞好城市的规划工作，城市规划的

任务就被突出出来了。正因如此，在联合选厂组中，城市规

划工作部门的这些人员，最后变成了选厂组的综合部门，城

市规划的综合作用被突显出来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主要来

自于他们的一些经验，但在我国工业建设的实践中，实际上

也出现了这些问题，这就必须要开展城市规划。
周干峙: 那个时候为什么重视城市规划? 就恰恰跟苏联

的积极方面的影响有关系。那时候一提搞“五年计划”，重

点在“156 项”工业的安排，苏联人马上就提了，要搞城市规

划。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了规划机构，能够转

行的就转到这个行业上来。因此，恰恰是我们国家一搞工业

建设的时候，同时就重视了城市规划，应该是这么讲的。我

一参加工作，被调到建工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五年

计划”的布局，“156 项”到底怎么放法。
我最早接触的是包头的规划。后来专家一来我就参加

西北选厂，在西北地区，每安排一个厂址，苏联专家就要求做

城市规划，要画规划图。所以一放厂子，当时就要知道你这

个地方会带来多大的人口影响，这个城市应该有多少人口，

选在什么位置合适，应该按一定的比例安排工业、交通等等。
所以，我们国家的城市规划，是从“五年计划”一开始就非常

重视，从而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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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五”时期重点工业项目空间分布示意图

注：1）图中每个绿色圆点代表 1 个“156 项工程”，有关数据系根据《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所作统计。资料来源：董志凯 , 吴江 . 新中国工业
的奠基石——156 项建设研究 [M]. 广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 2004.
  2）工作底图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站“铁路交通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1:1600 万）。资料来源：http://219.238.166.215/mcp/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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