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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促使城乡规划学科中区域规划课程教育面

临挑战,目前,区域规划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综合性国土空间规划的创新发展,迫切需要借助基础研究及

其创新成果的推进。 从理论、技术和实践三个层面,简要分析了相关基础研究发展对区域规划的显著促

进作用。 进一步提出,在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区域规划必须主动与相关基础研究的创新

与重大突破相结合,从而有力推动我国区域规划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区域规划必须主动与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相融合,根据不同层次国土空间规划发展对区域规划及其课程教学的新需求,从基础研究创新

视角,提出区域规划课程教学实践创新的理念和路径,从而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不断深化创新的人才准

备和理论准备,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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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

出,要“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进而提出了“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

究”“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以及“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的新时代

战略发展任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基础研究,
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

久动力”。 上述方针对基础研究创新做出了战略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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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人们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以及对其发展规律总结的基础条件下,获取新知

识、新原理、新规律、新方法的研究。 Beard[1]认为,基础研究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解决实际问题,针对

问题解决的应用研究通常取决于基础研究人员已经揭示的事实。 Chambaud 等[2] 指出,在中国的发

展战略中,科学和技术日益受到重视,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关注。
 

欧洲科学

倡议(ISE)是在欧洲生命科学论坛(ELSF) -EUROSCIENCE 都柏林欧洲研究理事会(ERC)会议上成

立的一个小组,该组织于 2004 年 2 月 21 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EP)举行了一次会议,重申需要

建立一个 ERC 来支持欧洲的高质量基础研究,证明有必要在欧洲一级促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3]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将基础研究及其应用作为推动创新的稳固和持续动力,
沈清基[4]指出,在城乡规划学科的广阔领域,基础研究是城乡规划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之一。

一、区域规划课程特点及面临的教学创新形势

(一)区域规划课程的特点

区域规划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课程,涉及了工、农、文、艺等多学科的内容[5] 。 区域规划作为城

乡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内容更是与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城镇体系规划等多方面

的内容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综合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国土空间规划对区域规划的新要求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态势亟需区域规划的强大支撑与区域规划的适应性创新。 区域规

划是目前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中体现和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课程之一,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对

区域规划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并对区域规划课程的设置、内涵和未来发展产生诸多影响,区域规

划迎来了发展与创新的巨大历史机遇。
(三)基础研究创新对区域规划的影响

区域规划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基础研究创新,基础研究与区域规划的关系,犹如自行

车踏板和自行车的关系,基础研究是踏板,区域规划是自行车。 长远而言,区域规划的发展和创新,
归根结底,需要基础研究创新的持续推动[6] 。

二、基础研究视角下区域规划课程的教学实践创新

(一)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区域规划理论与教学需要更多关注与之相关联的基础研究创新

基础科学研究是指认识客观现象、揭示客观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7] ,
它所涵盖的范围深入到各个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交叉科学

(力学、工程科学、农业生物学、生物医学、信息科学、能源科技、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资源

环境与灾害科学)等,除了自然科学外,也包含了人文社会科学,如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管理科学以

及经济学等。 在过去传统的区域规划战略研究中,鲜有将基础性科学纳入到区域规划课程的理论

与教学创新[8] 。 随着对规划学科的学科交叉和综合性发展要求不断提高[9] ,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

发展的更高时代要求,区域规划应该基础科学的研究纳入到本理论体系创新结构中,发现和归纳基

础研究有助于推动区域规划创新机制和关联性规律(见图 1)。 本文以基础研究奠定良好和稳固的

区域规划创新为基础,结合区域规划课程的特点,助推我国区域规划的转型和升级发展,从而为推

动国土空间规划创新提供理论源泉和持续的人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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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层面:相关基础研究发展助推国土空间规划创新分析图

(二)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基础研究创新的发展和路径指向与区域规划理论教学实践的内容

相结合

区域规划理论与课程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其需要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而基础科学研究涉及的

领域与方向都或多或少与区域规划有交叉,因此,把基础研究的发展端倪和路径指向与区域规划理

论和实践内容相结合,是促进区域规划创新发展的首要工作。

区域规划理论和课程需要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特点,以及基础研究不断发展的认知条

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回顾美国 20 世纪 60~ 70 年代期间大规模环境规划的讨论和实

践,对比中国目前现状可以发现,二者宏观上具有相似的特点,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必须从自身的国

情出发,借助和综合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从不同空间层次适应中国的特点,走中国特色的区域规

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特色路径[10] 。

(三)结合基础研究视野下的区域规划教学,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学生知识底垫,培养国土规划

通才,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创新建立超前的人才准备

区域规划教学宜关注与区域规划相关的基础研究创新,并依托课程内容鼓励学生构建起结合基础

研究的知识构架。 在基础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增加学生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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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储备,结合生动的区域案例提高学生在实践中应用与分析的能力,加强信息整合与归纳的综合处理

能力,培养国际视野的人才和国土规划通才,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创新建立超前的人才准备[11] 。
(四)区域规划课程创新的实践方式应与国家推动基础研究创新的政策相结合

区域规划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除了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更应在实践方式上实现创新推

动。 以老师、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无法继续为创新型人才的发展提供充足条件,因此,应把

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引导学生走向探究式、主动式和互动式学习,培养学生

自发学习、自主探究、自我创新的意识,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促进,教学相长;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课程实践的过程。 而区域规划的实践过程,必须与方针政策相结合,特别是应与国家推动基础研

究创新的政策相结合,在国家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指导下,使实践活动更具依据性

和实际意义。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印发[12] ,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内涵、结构、实践和评价都明确了具体要求,该文件有利于提升学生对区

域规划的学习认知文件,同时,对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技术研发也提出了要求(见图 2)。

图 2　 技术框架层面:相关基础研究发展助推国土空间规划创新分析图

911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年第 30 卷第 5 期　 　 　

(五)结合具体区域规划案例应用,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和区域规划创新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案

例的解析中领悟和拓展对区域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的认知和思考

结合具体的区域规划案例,建立起相关基础研究的框架性知识体系,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和区域

规划创新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对案例的解析进行思考,实现理论与实践并行,从而进行创新

性分析和应用[13-14] 。 后文将通过对基础研究的梳理,分析成都平原区域发展现状,并依托基础研究

框架性知识体系对区域规划提出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和认知,使学生切身了解和领悟基础性研究与

区域规划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锻炼学生整体的思维逻辑和原创性思考,进而建立对国土空间规划

与区域规划的跨学科认识和分析路径[15] 。

以成都平原区域规划与基础研究相结合为例,简要分析如下。

(1)地球科学与区域规划:地球科学作为以人类生存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科学,对解

决区域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灾害等问题至关重要[16] 。 成都平原地理位置在龙门山隆起

褶皱带和龙泉山、雾中山褶断带之间,是一个褶皱、断裂活动强烈,多期复合、规模巨大的构造带,因

此,城镇安全防灾体系建设必须要有地球科学相关的地质学、地理学等的研究支撑。 同时,也包括

对成都平原自然资源环境的研究,如成都的水系、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对区域的城镇布局结构、

人文景观、产业体系等都具有基础性的关联与影响。

(2)心理认知科学与区域规划:心理认知科学揭示认知活动的本质,它是研究人们在城镇环境

中的心理活动、行为模式等的基础科学。 在区域规划中,“以人为本”是重要的发展要求。 通过对成

都平原的人居环境,包括山水林田、道路交通、建筑环境、公服设施、景观环境、人文创新等进行环境

心理学、社会行为学、认知地图研究等,能够更好地指导人居环境的塑造,从而建设更贴近人们生

活、符合人们愿景、满足各类人群需求的具有成都平原特色的“慢生活”和“仙道闲适”的宜居环境。

(3)信息科学与区域规划:成都平原打造成创新引领的智慧城镇体系需要信息科学技术的支

撑,因此,可建设大数据网络体系,加强区域内外的联系与交流,使区域规划实践有别于过去单纯以

物质空间实践为主的模式,加强智慧城市模拟(CIM)和智慧区域模拟(RIM)的研究,将信息科学的

基础研究内容真正转化为信息基础设施,实现新型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使成都平原区域规划发展

跨上新的台阶[17-18] 。

上述举例简要从 3 个方面阐述了基础科学与成都平原区域规划具体实践发展相结合的重要

性。 在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时代背景下,区域规划理论教学与基础研究相结合[19] ,尚有生物科

学、空间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资源环境与灾害科学等更丰富、生动和深入的内容需要融通创

新(见图 3)。 2020 年 11 月 8 日,科技部部长在谈到“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交叉循环”时介绍了巴

斯德范式的重要性。 在回答社会实践需求、解决实践具体问题中,引发基础研究创新,同样具有启

发和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从单纯物质因素转向物质和非物质(如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等)因素并举

的创新研究[20] ,尚需开展智慧合作,丰富并增加类型学细分拓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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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践框架层面:基础研究发展助推国土空间规划创新———以成都平原为例(教学案例)

三、基础研究创新对推动区域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长远影响和意义

以区域规划理论作为支撑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在国家规划实施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是

各类保护和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它的基础性特点决定了其必须综合利用基础科学研究的支

撑。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整合目前各部门分

头编制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一张(规划)蓝图干到底”的改革

目标,即“多规合一”,强调了多学科交叉的重要性。 基础研究正是建立综合性科学,实现“多规合

一”,推动区域规划理论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发展的重要前提,它对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发展

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一)基础研究创新为区域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各类人才储备

基础研究本身是各类学科交叉创新和进一步推动实践创新的源泉[21] ,通过基础研究视角下区

域规划教学实践的探索与改革,从规划教育的角度为推动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创新提

供技术性和管理性的人才储备,有助于培养出更多视野宽阔、基础扎实的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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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学科人才。

(二)基础研究创新为区域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新理论和新技术准备

关注基础研究“从 0 到 1”的突破,并且在理论与教学实践中思考如何将基础研究创新的关联成

果突破学科藩篱和行业壁垒,具体应用到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中,从而创新区域规划课程教

学,进而推动区域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发展[22]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我国目前实现全行业

结构升级的关键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不可逆转,且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交流探讨和行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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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s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accelerated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have
 

made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planning
 

course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ace
 

challenges.
 

Especially
 

at
 

pres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lanning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show
 

an
 

urgent
 

need
 

to
 

rely
 

on
 

the
 

advancement
 

of
 

basic
 

research
 

and
 

its
 

innovation
 

results.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f
 

relevant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planning
 

from
 

three
 

levels
 

of
 

theory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and
 

further
 

proposes
 

that 
 

in
 

the
 

critical
 

stage
 

of
 

China s
 

new
 

era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planning
 

must
 

be
 

proactive
 

and
 

relevant
 

to
 

basic
 

research.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major
 

breakthrough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 s
 

regional
 

planning.
 

On
 

the
 

other
 

hand 
 

regional
 

planning
 

must
 

actively
 

integrate
 

with
 

the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develop
 

new
 

demands
 

for
 

regional
 

planning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planning
 

at
 

different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path
 

of
 

regional
 

planning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e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innovative
 

talent
 

preparation
 

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and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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