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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两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1999—2OO4年硕士研究生的95篇毕业沧文的选题进行整 

理分析 ，找出其中的趋势、规律，分析热点问题并试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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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 济与 高等 教育 改革 的深 化 ，城市 规 

划专业 研究 生人数 急 剧增 长 ，研究 生论 文 的选题 也 

成 为问题 。硕 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 是其 取得学位 的主 

要凭证 ，论 文水 平反 映 了研 究生 的科研 能 力和学 术 

水 平 。本文对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城市规划 

专业 1999—2004年 的 95篇 硕 士 论 文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欲反 映近六年来 建 筑学 院城 市规 划专 业研 究 生 

论 文选题 的特点 及 潜在 的规 律 ，试 图对这 些 论文作 

些 归类 ，找 出其 中的趋 势 ，探 寻规 律 。 

一

、关于选题 

论文 的选题是在构思 的初 始阶段选取一 个 主题 

或者 明确一种 立意 。“写什么 ，是基本 问题 。”这也是 

本 文 的关 注点和写作动 机。选题从小处看直 接关 系 

到论 文研 究与写作 的成败 ，从大处看 涉及列“提 出问 

题 、解 决问题 ”这 一 素 质教 育 目标 中科 研 能 力 的训 

练 ，关 系列城 市规划 研究生培 养的水平和素质 

论文 的选题大致有 四个 基本原则 ：科学性 、创新 

性 、应 用性 和可行 性 另外 ，从 实 际来 看 ，还应 考 虑 

内容的明确集 中 ，能够迅速成文 。从广 义上说 ，任何 

本专业 范围内的题 目都 能够 写 出东 西来 ，只要 有 新 

观点 、新发现 、新 角度 、新研究 方法 、新 材料等 ． 但这 

“五新 ”对于第一次 写长 沦文 的作者来说 是有 一定难 

度的。从 方法上 来说 ，可 以研 究本 专 业 的研 究空 白 

或前沿方 向 ；可 以x,-j-发生争 议的话题进行讨 论 ；可 以 

x,1-生活生产 中遇 到 的实 际问题 进 行 讨论 研 究 ；可 以 

对学科交叉 的空 白区进行 研究 ；”̈  从 新 的角 度研 

究老话题 ；也可 以带有 发现性 的随机 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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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 结 构 统 计 

本 文主要关 涉 95篇 论文 的选题分类 、趋 势及其 

发展规 律 。分类—— 指研究所涉及 的城市或其他对 

象 的类 型 ；要 素——所 选研 究 对象 的构 成要 素 或其 

他相关 的基本单 位 。需要 说 明的是 ，因每种 所 涉 内 

容多样 ，不 使 用 统 一分 类 标 准 涵 括 ，为 说 明 问题 起 

见 ，采用混合 统计 的方式 ，其 目的不是为了对对象进 

行 明确 划分 ，而是寻找选题 的集 中领域和潜在特 征。 

表 1 

闲暇游憩旅游规 1 1 1 2
．Il l
J

| ‘ 5 ‘ 10 

历史遗迹保护 1 1 2 4 2 10 

空间形 态 l l 4 5 ll 

城市交通与道路 1 3 6 1 7 5 23 

土地 利 用 3 1 3 7 

城市环境与生态 1 4 1 6 

城市设计 1 2 1 2 6 

址选择工业园 1 4 l 6 
区 

高新技术园区 2 2 1 1 6 

城市经营 2 2 4 

规划研 究方法 1 2 1 4 

城市住 区 1 2 3 

城市景观 2 2 

规划 蝙制 2 1 3 

城镇体 系 l 2 3 

城中村 1 2 3 

政囊法规 1 1 

注：统计表中对于论文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统计．如某一篇论 

文可能涉及城市环境和道路两方面的内容，此表对其作了全面统计， 

而不仅局 限于某一个主题。 

型翥 菱茎篙 翥臻莽 年份＼ 主 馓研究 

199l9 

20()o 

2001 

2002 

2()o3 

20o4 

小计 

2 

3 

· 84 · 

表 3 

： 霎妄塞譬 萧薯霪誓嚣j 辈 

二、选题情况分析 

1．总体 分 析 

从表 1的选 题类型来看 ，选题 盏而广泛 ，涉 及 

到旅 游 、交通 、城市环境生 态 、城 r 形态 、=_f 地 利 

用 、规划设计方 法研 究 、历 史遗产 保护 、城镇体 系 、城 

市发 展热点 问题 等。论 文 数量 搜 涉 及 面 也从 1999 

年到 2OO4年呈现上升 、丰富 的趋 谤 我 们 可以 从统 

计表 中直 观 地看 到 ，1999年 的论 ：艾数 仪 3篇 ，内 

容 为历 史 保 护 、道 路 交 通 、城 市 议 汁 、环 境 生 态 、、 

2003、2OO4年论文数量分 别上 升 为 29、22篇 ，内容除 

了道路交通 ，旅游 规划外还有城 市夺问形 念 、 划方 

法研 究 、城 中村 、城市 景 观等 从 表 3可 看 到列 ，沦 

文中的调研地点 也 从 1999年 的 仅集 中在陕 西省 内 

和西安市 内发展到西北地 区的其他省份 ，如宁夏 、青 

海 、内蒙古 、新疆 等 。从 表 2我 们还 可以看 出 ，大 部 

分研究 生在选题 时集 中在实 际 问题 、规 划方 法 研 

究上 ，从学科 交叉 角 度入 手进 行 研究讨 沦 的论 文数 

量也 是逐年有所增 加 ，着手研 究热 点 问题 的 沦 文数 

量从 2001年开始也每 年都有 ，从新 的视 角去研 究原 

有的问题的论文 数量 也是 每年 都有 ，呈现 稳 定 发展 

趋势 。我们还可 以看 到 ，有关 规 划新 技术 的 沦文仅 

为一篇 ，而从 不同学 者 的不 同观 点 入于进 行 研 究 的 

论文和发现性 的创 造的论文数 }l}为零 

2．代表性 选题 分析 

1)闲暇 游 憩 旅 游 规 划 

此类论 文的数 量较 多 ，有两 个 ：一址 暇 、 

旅游是我们这 个不断发展 的时代昕 临 的问题 60 

年代 ，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丹 尼尔 ·f，l尔就提 未来札 

会是闲暇社会 ，人 类 历 史上将 第 一次而 临 闹峨 时 间 

的压力所产生 的社 会 问题 、|{本 ) 代 就 把 闲暇 

问题作为城市 问题之一 、我 叫现F-fJ： lfJI临首这样 

的问题 。随着我 国 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提 ，人民将 会 

际 作 证一 

实 最 州 

无 地 勾 

山 西 

广 东 一 

3 ¨ 2 7 9 

2  ●  2  3  9  ●  

5 4 7 8 8 " 
咖 卅 姗 坩 

● 5  3 4  6  

● 3  2  

2  3  

4 3 b 

2  2  9  

● ● ● 2 m 4 

● 5  7 4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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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 的 自由时 间 ，闲暇 的利 用及 导 向愈来 愈 成为 

需要 解决 的问题 。研究生在选题 时受到这个大环境 

的影 响 。二是建筑学 院 的 吕仁义教 授所带的研究生 

有旅游 规划研究 方 向 ，研 究 生在选 题 时受 到 自己导 

师 的研究方 向影 响是必然 的。相关 论文有 ：<旅游规 

划 中旅 游资源与 客源 市场 研究 )、<生态旅 游理 论思 

考 和实践探索>、<旅游 导向 ：城 市规划新观念及其相 

关 问题研究>、<城 市游 憩空间组织规划研究 >等等 。 

2)J／i~市交通与 道路 

城市形成 和发展与城市交通 发展之 间有着密 切 

的联系 ，城 市交通 自始 至终 贯 彻 于城市形 成 和发 展 

之 中。交通 的发 展程 度与 国家 (地 区 )的经济水 平 、 

能源状况 、科技水平 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 密切相关 ，而 

交 通 的发 展又促进 了经 济文化 的发展 。现代化 交通 

的发展将会 大大地改变人们 的时间 、空间观念 ，对城 

市规划 布局 开拓 了更广 阔的空间 。研究解决交通 问 

题 是城市 规划 的首要任 务。一个城市 的道路 系统布 

局 也反 映着一个 城市 的面貌 ，满 足城 市交通 的需求 ， 

同时也 划 分 城 市 用 地 。城 市 的静 态交 通—— 停 车 

场 ，随着城市交通 量的 日益增 长 ，也成 为城市 道路建 

设 中迫切 需要解 决 的问题 。 因此 ，交 通 、道路 系统 、 

停 车场 问题都 成 为研 究 生选题 的切人 点。 当然 ，这 

与建筑学 院有多位导 师的研究方 向都 为交通 规划也 

不无 关 系。相 关论文有 ：<大城市 出入 口道路 与交通 

规划研究 >、<土地 利用模式下交通方式 研究>、<城市 

快 速干道建设 与周 边土 地利 用协 调关 系研 究>、<我 

国大城市 道 路 系统 存 在 问题 及 其 更 新 改造 研 究 >、 

<我国城市中心商业区停车 问题现状及发展现状研 

究 >等等 。 

3)历史遗迹保护 

自 l9世纪末起 ，世界各国陆续开始通过立法保 

护 文物建筑 。1964年 ，联 合 国教科 文组 织在 威尼 斯 

召开 的第二届历 史 古迹 建筑 师及 技 师 国际会议 上 。 

通 过 了著 名 的<国际古迹保护 与修复宪章>，即<威尼 

斯 宪章)。1976年 ，联 合 国教科 文 组织 大会 第 l9届 

会议 提 出<关 于历 史地 区的保 护及 其 当代作 用 的建 

议 >，简称<内罗毕 建议 >。 1987年 ，国际 古迹 遗址 理 

事会 在美 国首都 华盛 顿通 过 <保 护 历史城 镇 与城 区 

宪章>，即<华盛顿宪章>。城市记载着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 史 ，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 ，它是不 同地域 和不 同民 

族 的历史与文化 的载体 。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 市 

发展 的一种独特 的资 源 ，将 城 市历史 文化 遗产 的保 

护 纳入城市总体 规划有利 于提 高城市社会 、经济 、环 

境综合 效益 ，有 利 于 城市 整 体 健 康 而 持续 的发 展 。 

西安作 为历 史文化名城 ，有着众 多的历史遗迹 ：兵 马 

俑 、明城墙 、钟鼓楼 、历史住 区等 ，这些都 是众多学者 

研究 的对象 ，我们 的研 究生 也不 例 外 ，如《保 留与保 

护—— 西安 历史住 区保 护对 策研究 》、《尺 度 的记忆 

— — 西安明城 区保护 中的尺度 问题 初探 》、《关 于西 

安 明城墙保 护的若 干 问题 的探讨 》、《我 国早期 陵墓 

遗址 区大环境空 间保 护 开发 规划 的理论 探讨 》、《西 

安 鼓楼历史街 区道 路交通 规 划研 究 》、《西 安 明城 护 

城 河及其环境 的保护与利 用 》等 。 

4)城 市环境与生态 

城市是 人类 活动 的 主要 舞 台 ，同时 也 意味着 对 

自然 的破坏 ，古代许多城 市的消亡 ，其 主要原 因在于 

对城市周 围 自然环境 的破坏 。昔 日巴比伦度是 以它 

那壮丽 的宫殿 而闻名于世 ，曾一度荣华 鼎盛 ，后来却 

很快消失在历史 的彼 岸 ，仅 在沙 漠 中 留下 自己的废 

墟 。众所周知 ，环境 问题 以及 社 会 与 自然 的关 系依 

然是可持续发展 的 核心 问题 ，对 环境 问题 的认识 在 

20世纪末叶达到 了新 的高度 。长期 以来 ，人 类 与环 

境 的关系是一种 人类 试 图主 宰环境 的单 向度关 系 ， 

与人类相濡 以沫的生物圈在过 去数十年 间向人类提 

供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然而，这个生物圈所得 

到 的回报却是 物种的不断减少 。 自从 德 国科 学家恩 

斯特 ·海克尔 于 1869年提 出 “生态 ”概 念 以来 ，我们 

才逐渐认识到人类 与 环境 、人 类 与 资源之 间 的互 动 

关系 。1970年 ，欧美 开 展 了第 一 个 “地 球 日”活 动 。 

1972年由罗 马俱乐部 发布《增 长 的极 限》研 究 报告 。 

对全球资源与环境 所 面 临的危 机 提 出 了警 告 ，预 示 

了未来全球资 源与 环境 所 面临 的危 机 。同年 ，联 合 

国在斯德哥尔摩 召开 世界 环境 大 会 ，会议 提 交报 告 

<只有一个地球>。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提交报 告《我们 共 同的未来 》。1992年 ，世 界 

环境与发展大会 在巴西的里约 热 内卢召 开 ，提 出“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 。直 至 20世 纪末 ，环 境 问题 因成 

为全球性 问题 而引人注 目。研究 生把研究 视角投 向 

这一 角度也是大 势所 趋 ，其 中 以和城 市 的其 他 要素 

结合起来研究 的较多 ，如《“城 中村 ”环境更新 改造 问 

题研究—— 以西安典 型“城 中村 ”为例 》、《城 市 居住 

社 区生 态 空 间 网络 结 构 研 究— —设 计 方 法 初 探 》、 

《良性互 动 、和谐共 生— —秦 皇陵遗址保护 区社会调 

控规划研究 >、《内蒙古 中部 草原生 态住 区适宜 规模 

及布局研究)、《新城 市 主义 理论 与社 区环境 规划 设 

计研究>、<生态旅 游 理论 思考 和 实践 探 索 》、《基 于 

生态观 的陕北地 区小城镇空 间规划研究 》等 。 

5)域市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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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一 词虽然在 4o年代才 被提 出 ，但是城 

市设 计 已经有 二 千多 年 的历史 。从古 代 到现代 ，世 

界 上许 多国家的城市建设 在工程技术上及建筑 艺术 

上都 达到 了极 高水 平 。具体 表现 在对 城 市选址 、城 

市道路 及重要建 筑 的布 局 与设 计 都 有全 面考 虑 ，它 

包 括 了城市规 划 、建 筑设 计 与城 市设计 的 内涵 。人 

类 为了创造更高 质量 的居住 环境 ，城市设 计作 为 指 

导城市建设 的手段 已经产 生。城市设计 的重要作 用 

在 于为人类 创造更亲切美好 的人工 与 自然结合 的城 

市 生活空 间环境 。城市 设计 的 内容包 括 土地 利用 、 

交通 和停车 系统 、建筑 的体 量 和形 式及 开敞 空 间的 

环境 设计 。研究 生在 选题 时 涉及 到 的题 目有《城 市 

空间布局 中的“点”状 开放空 间研 究》、《城市 门户 开 

敞空 间设计 研究》、《结 合 自然 山水 的总 体城 市设 计 

研究— — 以陕南安 康 为例 》、《控 制 与 引导 ：控 制 性 

详细规划 层面的城 市设 计研 究》、《深绿 色理 念下 的 

城市局 部地段规划设计 研究 》等。 

6)高新技术 园 区及工业 园区规划 

工业 园 区规划是西 安建筑科技 大学原来 全国唯 

一 的一个 总图方 向发展 而来 的专 业 ，因此有 很多 的 

研究 生 的论 文 是 工业 园 区规 划 方 向的 。此 类 论 文 

有 ：《厂址选择及其方 案评价 的研究 》、《工业企业 总 

体规划 理论研究》、《科 技 工业 园 区土地 利 用规划 中 

核心 因素 的经济分 析和土地利用空 间结构研究 》等 。 

高新技术园区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涌现出的一个新 

的发展方 向 ，也就 成 了我们 研究 生感 兴趣 的 点。此 

类论文 有《高新 技术产 业 开发 区选 址 与总体 布局 研 

究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 区评价 指标 体系分析 及土 

地利 用空间结构研究 》、《经济技 术开发 区土地 利用 

规划研究 >等 。 

三、选题特性思考 

1．研 究 的课 题 广 泛 

题 材涉及到城市 、区域 、空间形 态 、经济 、美 学等 

等 ，而且从 1999年到 2O04年逐年 变得 广泛 ，说 明现 

在研 究生 的视 野 已经变 得 宽泛 ，并 且有 不少 是 和人 

— — 这一 社会主要要 素有关系 的。研究 生在 选题时 

已经充分 意识到 了规划 这一实 际工作是 和人 的实际 

需 要有关 系 ，因此 ，一切 以人的实 际需 要为出发点 。 

2．倾 向 于社 会 热 点 问题  

比如城 中村 、城市环境生 态 、高新 开发 区等这些 

随着我们 的城市 经 济发 展而 产生 的现实 问题 ，许 多 

研究 生把 目光投 向 了这 些实 际 问题 ，说 明我 们 的研 

究生是 以社会责任 为 己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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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现 实问题的研 究较 多 

研究生 对一 些规划 方法 的探讨 也 较多 ，但 是近 

六年 的选题 中无一是在不 同学者 的辩论 基础上进行 

讨论 或者有 新 的发 现创 造 ，说 明研 究生 在 深层 次 的 

理论探讨和创造性方 面还 有所欠缺 。 

4．研 究 学科 交叉点的比较 多 

这类选 题体 现 了城 市规 划是 一个 复杂 的 、综合 

性 的工作 ，涉及 人 民生 活 的各个 领域 。这 类选 题有 

如《传统街 道交通环境研究 》、《关 于城 市交通规划 中 

环境保护若干 问题 的研 究》、《基 于生态 观 的 陕北 地 

区小城镇空 间规划研究 》等等 。 

令人遗 憾 的是 ，有不 少 的选题 时带 有重 复性 的 

或是带有模 仿现象 ，研究 生 这种对 待 学术 研究 的态 

度是不可取 的。 

四、几点建议 

从 以上 的统 计分 析我们 可 以看 到 ，随着 研究 生 

的扩招和导师研究 方 向的多样 性 ，研究 生 的选题 也 

在逐年 丰富 ，题材广 泛 ，涉 及 面广 ，研 究所 设 计 的地 

域范围也在 不 断 扩 大 ，毋 庸 置 疑 ，这 一 大 趋 势 是 好 

的。但是 ，多数选题存在 重复性 问题 ，而且选题 多涉 

及客观实体 的研究 ，理论方 法的研究在 少数 ，创新性 

的探讨几乎没有 。如果研究生都 能本着学术追 求的 

认真态度来对待论 文 ，论 文 的选题 及 深度 肯 定都 会 

：fi-所改变 ；如果研究 生在 选题 前 能看 一下 以往 的 同 

专业论 文 ，就会避免重复 研究的浪费性工 作 ；如果我 

们的学校能把好 硕士 生 的论 文 这一 关 ，引导 研究 生 

进行正确 的广泛 的选 题 ，并且 进行 学 位论 文 盲 审制 

度 ，研 究生的论文质量 也会 得到促进 ；如果我 们 的城 

市规划专业研究 生能充分意识 到城 市规划专业 具：fi- 

综合性 、社会性特点 ，利用在校 学习 的机会 多多提高 

自己的社会人文 素质 等 和专业 相 关 的素养 ，定会 在 

论文撰写 阶段受益 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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