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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2025 年）》，同时以附件形式印
发了首批授权事项清单。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自
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指出，实施方案
从三个方面给予了重大改革的政策支
持。第一，更好地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
统筹作用。第二，更好地发挥空间资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提升空间资
源配置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第三，更好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空间流量配置
的充裕性和便利性。

问：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深圳经
济特区城市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组织
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也面临
城市治理承压明显、发展空间不足等诸
多挑战，《方案》中提到将国务院可以授
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
这是否意味着深圳建设用地可以大规模
扩张了？

庄少勤：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问
题，直接考问我们这次审批改革的实
质。

这次实施方案赋予深圳市更大的土
地审批自主权，目的是要深化审批制度
改革，解决建设项目“落地难、落地
慢”等审批效率问题，提高空间资源的
配置效率。放权实际上放的是改革的
权，不是扩张的权。是为改革提供更大
的改革空间，而不是城市建设的规模。

实施方案里就怎样推进要素市场化
的配置改革以及空间治理改革，包括发
展空间问题，实施方案从三个方面给予
了重大改革的政策支持。

第一，更好地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
统筹作用。从区域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更
好地优化空间资源的时空配置。实施方
案里提出允许深圳统筹建设用地用林规

模和指标，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完成后
探索按规划期实施的总量管控模式。这
句话里有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允许深圳
市统筹建设用地、用林规模和指标。意
味着可以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各种空
间资源，包括优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
制边界，这是坚守安全底线的条件下的
优化布局。二是如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战略，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将深圳市放在更大的
新发展格局中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形成
区域开放式、网络化、多中心、集约型
的发展格局。深圳市就可以在开放的背
景下，不仅用好自己的资源，也可以充
分协同区域资源，使未来的发展空间得
到更有力的支撑。

除了空间布局统筹，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是时序上的统筹。可以按照国土空
间规划的期限，这次规划是 15 年，到
2035年，按照长周期的资源规模来进行
用地指标管控，通过“规划形成项目”

“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资源配置模式，这
样可以从整体上更长远地来考虑资源配
置。通过空间布局统筹、时序统筹，可
以说提高了深圳空间资源配置的整体性
和战略性，层级更高，可以在双循环的
新发展格局下更高起点地用好资源。

第二，更好地发挥空间资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提升空间资源配置
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实施方案里提出支
持符合在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
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还提到要对用
地地上、地表和地下，海域水面、水
体、海床、底土分别设立使用权。这里
意味着两个优化，一是功能结构优化，
深圳市可以结合本市的创新驱动和高质
量发展的需求赋予地块的功能用途更有
包容性、兼容性、灵活性，对于土地用
途管制也有更多灵活性，这样可以更好
地适应市场需求，更好地满足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需求以及空间治理要求。二

是通过分别设置使用权还可以进行空间
竖向结构优化。对地上、地表、地下设
置使用权，对海域的水面、水体、海
床、底土设置使用权，使资源利用从原
来的平面配置向三维空间配置进行转
变，也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空间
产品。

第三，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
强空间流量配置的充裕性和便利性。实
施方案中提出支持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
易平台，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包括刚才说的分别设立使用
权以及探索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开发
建设的市场化机制，支持盘活利用存量
工业用地，探索解决规划调整、土地供
应、收益分配、历史遗留用地问题。这
都是为激活空间流量给予积极支持。通
过三个方面激活流量：一是区域流量，
通过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加快构建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将区域资源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
交易、进行流通。二是通过分别设立使

用权，可以更加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形
成多元化的使用主体和方式。我们称之
为结构性流量。三是通过探索利用存量
建设用地进行市场化建设的机制，完善
闲置土地使用权的收回机制，使空间资
源的周转更加有效，我们叫周转流量。
通过这三个流量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集约
节约利用资源，关键是满足市场对流量
的需求。这个流量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
活力。总的来讲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进行
空间布局统筹、利用时序统筹，通过两
个结构优化，功能优化、空间竖向结构
优化以及三个流量，能够有效解决深圳
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这是政策框架，真正要回答这个问
题还需要深圳的实践。深圳在这方面已
经有很好的基础，早已超越了规模驱动
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新时期，相信深圳
一定能够在党中央领导下，站在更高起
点上，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为全国走
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新的示范。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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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资部权威解读深圳土地“大礼包”
日前，农业农村部在其网站公布了有关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的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建议的答复，对于代表提
出的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发挥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示范引领作
用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01 关于加强村庄规划管理
村庄规划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导性、基础性工

作。按照中央部署，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密切配
合，加大工作统筹推进力度，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
划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村庄分类、县域村庄布局、村庄规划
编制等工作要求。在河北召开全国村庄规划工作推进会，对
新时期村庄规划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自然资源部专门印发《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
的通知》，明确将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作为村庄
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在县域、乡镇域范围内统筹考虑
村庄发展布局以及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建立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网络。

印发《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导各
地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做好厕
所革命与污水治理有效衔接。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推动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
实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
一管理。同时，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还在全国选择了
6200 多个村庄，开展“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试
点，总结推广上海郊野单元、福建“五个留住”、甘肃历史文
化保护等一批村庄规划工作范例。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将把科学规划村庄布
局、推动村庄规划应编尽编摆在重要位置，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督查考核的重要事项，作为省级党委政府向党中央、
国务院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的重要内容，加强调
研指导，分类推进村庄规划工作，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有序提
升。

02 关于发挥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示范引领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和近几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做出了具体部署。从各地实践来看，现
阶段重点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集中力量解决农村最直观、最突出的“脏乱差”问题。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方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按照中央
要求，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坚持规划先
行，强化责任落实、部署推动、示范引领，加大政策支持和
科技支撑，组织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

截至2019年底，全国90%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0%，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全国84%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有了较
大进步。

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
通知，鼓励试点乡镇以科学合理规划为前提，通过整体推进
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优化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试点村庄可结合村庄规划和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统筹考虑村庄厕所、污水、垃圾、道路、绿
化、广场游园、综合服务中心、河塘整治等标准配置，推动
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发展。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聚焦农民群众所
需所想，进一步指导推动各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推开乡村建设。 （王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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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两座奇葩的地标建筑引起
了网友们的注意：一座是湖北荆州市历
史城区的巨型关公雕像，雕像高达57.3
米，关公屹立在一艘巨大的古代战船
上，手握大刀，劈波斩浪。

还有一座是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
净心谷景区内建的水司楼，建筑高达
99.9米，投资2.56亿元，项目于2018年
11月停工，烂尾已经快两年了。

近期，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两
座建筑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通告。通
告指出，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
范围内建设巨型关公雕像，违反了《荆
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的有关规
定，破坏了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贵州
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
水司楼，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
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希望有
关部门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坚决杜绝
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切实在城乡建设中延续历史文脉、
塑造特色风貌、展现时代精神。

单独的案件得到处理,但关于城市建
设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爆炸性增

长，各地政府纷纷规划地标建筑，也吸
引了不少国际知名设计师来投标。一座
座政治地标、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
化地标……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很多漂
亮的地标成了网红建筑，吸引了无数游
客前来打卡，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效
益。而有些建筑，则让人瞠目结舌，频
频引发关于城市审美的讨论。

种种关于城市地标的争议声一直没
有停止过。

01城市地标，是该突出还是该消
隐？

有些城市的地标建筑，一味追求
“向上”，于是出现了大楼越建越高的现
象，还有很多建筑师为了彰显他们的个
性而设计出特立独行且令人瞠目结舌的
建筑。

比如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
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从2002年方案
公布，到2012年竣工，再到今天，一直
都是争论不断，褒贬不一。

很多专业建筑师把现代建筑所能犯
的罪名都扣在了雷姆·库哈斯的身上，
他们批判央视大楼造价过高，外形太过
夸张，和城市环境不协调。老百姓则戏

称央视大楼为“大裤衩”，还
有一些不雅的解读。但与此
同时，央视大楼被美国《时
代》周刊杂志评选为2007年
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质
疑在左，惊叹在右，如此

“拧巴”的建筑，在历史上并
不多见。

建筑师自己是怎么想的
呢？或许可以用雷姆·库哈
斯的女徒弟扎哈·哈迪德这
句彪悍的名言来解释：“如果
建筑周边是一堆垃圾，难道
我也要为了和谐去适应它
吗？”

而负责2020年东京奥运
会主场馆设计的日本建筑师
隈研吾则有截然不同的观
点：“诸如央视大楼、国家大

剧院这类造型夸张的建筑，只会在诞生
之初给人以感官刺激，但随着时间流
逝，人们会对它们失去兴趣，甚至开始
厌倦、讨厌它们。”隈研吾认为，未来的
建筑不应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而应该
消隐于大地，与大地连接起来。隈研吾
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的象山校区民艺博
物馆，正是以这样的理念做出的作品。
整个建筑依着山的斜面建造，这样就把
山的形状保留了下来，远远看去就像是
一个山村，真正做到了让建筑消隐。

不过，很多著名的地标建筑，比如
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悉尼歌剧院、巴
黎埃菲尔铁塔……在建造之初都也有过
漫天的非议。虽然评价标准是多元的，
也是与时俱进的，但那些粗制滥造、夸
张变态的建筑肯定不在之列。

02 城市地标，应该保留住城市的
文化

历史上真正的标志性建筑，都是由
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承载着特定的精神
价值，不仅是城市的象征，更是人们情
感的依托。

比如上海的武康大楼，在今年“十
一”长假，成了全国最火的网红建筑，
这座由邬达克设计的大楼是上海最早的
外廊式公寓建筑之一，很多名人都在此
居住过，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它也
出现在很多影视剧里，是当之无愧的

“上海名片”。
武康大楼在去年才刚刚修缮完成，

大楼的修复遵循老建筑原本的样子，虽
然这样的方式更加费时费力，却基本再
现了这一经典建筑原有的风貌。负责修
复的总设计师说：“就是要看起来像没修
过，才算成功了。”

武康大楼内部的修缮，设计师们则
仔细研究了大楼建筑的原材料，并参考
了大量历史照片，很多细节都堪称神复
原。

我们在讲述着与一座城市的回忆
时，绕不开的地标，都是那些有故事，
连接着人与城市情感的建筑。因此，除
了建设新的城市地标，还要保护好有历

史价值的地标。
03 雨后春笋般的新地标，你喜欢

哪个？
今天，城市建设的速度依然没有停

下来，今年，各大省市都发布了2020年
新地标建筑的建设计划，不知道这些全
新的城市景观，能否为我们的城市带来
更多的美好。

位于北京“城市绿心”西北部的中
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馆的项目，
于2019年底开工，正式竣工的时间预计
在2022年年底。中心剧院又名“文化粮
仓”，设计灵感源于通州古粮仓和运送物
资的船舶，包括歌剧院、音乐厅和戏剧
院，集演艺演出、艺术创作、艺术教
育、现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副中心图
书馆又名“森林书苑”，设计灵感源于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赤印”，屋顶的树状建
筑结构宛如森林伞盖，与周围的森林景
观融为一体。

首都博物馆 （东馆） 又名“运河之
舟”，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
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
史文化融入建筑，南侧形似巨帆，高高
扬起，北侧形如船只，坚实厚重，描绘
出运河的图景。

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天文馆，建成
后将是全世界最大的天文馆，预计将在
2021年开放。整个建筑的设计理念是力
求展现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伟大历
程。圆洞天窗、倒转穹顶与球幕影院三
个圆形元素构成“三体”结构，椭圆形
建筑则构成“天体运行轨道”，它们共同
诠释着天体运行的规律。

广东美术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心、广东文学馆“三馆合一”项目，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建成后它将
作为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项目的
设计理念，结合了岭南建筑通透性强、
亲水、与自然结合等特点，呈现出简
洁、灵动的建筑形态。

地标的美丑确实还需要专业性来评
判，目前中国大众的审美，还在需要优
秀设计师的引领才能前行。

住 建 部 痛 批 两 座 奇 葩 建 筑

怎样的城市地标才符合21世纪的审美？
□孙琬童

借深圳成立经济特区 40 周年之际，
10月28-30日，主题为“好设计·好营
造 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2020
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在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召开。此次学术年会采取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新方式，聚焦建设领域的学术
热点、政策焦点、行业难点，以10场主
旨报告、32场专题论坛以及同期举办的
展览等丰富的活动，吸引了12位院士、
20 位大师以及国内优秀建筑科技工作
者、建设者、管理者、高校师生、建筑
从业者，及社会各界人士近2000多位嘉
宾参加，演讲嘉宾300余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宋军，深
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杨胜军以及中国
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分别致辞。

黄艳说，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
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城市建设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要
以自然为美，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城市和建筑都是有机
生命体，要尊重规律，安全和质量为先；宋
军说，当下是建筑科技工作者总结“十三
五”规划的成绩，谋划“十四五”时期可持
续发展、新时代再出发的重要契机，具有
重要的意义。借此学术盛会，对学会工作
提四点希望：一是要努力搭建高端学术
交流平台，二是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科学
家精神，三是要深化国际合作，四是要
坚持党对学会的全面领导。

本届年会的“云开幕”吸引了众多
观众共聚直播平台。据统计，截至发稿
前，开幕式与会观众近万名，达到了学
术年会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大会主旨报告会由中国工程院崔愷

院士、刘加平院士，中国科学院常青院

士主持，10位学术和行业大家分别进行
了精彩的演讲：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
建筑学会原理事长宋春华就“设计引
领，加快转型，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
展”做了报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局
长张学凡围绕深圳市的建设实践讲述了
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探索；中国工程
院孟建民院士针对当下城市设计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复杂型城市设计的概念和总
设计师制度；丁烈云院士详细介绍了智
能技术如何在高质量建设发展中重塑建
筑的未来；庄惟敏院士从目标、问题和
实践三个维度阐述了建筑师负责制的建
立及其相关研究；徐建院士对其研究团
队在古建筑抗震与振动控制技术领域十
余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总结；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袁烽教授从
机器智能的角度讲述了数字人文时代的
建筑新基建思维与实践；中信建筑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汤群作为

“抗疫先进”建筑师再现了火神山医院的
设计建设过程与宝贵经验思考；中国建
筑中南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张颂
民以近期实践工程为例探讨了防疫医疗
建筑的弹性设计思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朱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多层次轨
道交通规划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方法。

29-30日，举行了32场专题报告会，
院士、大师等20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进行
了演讲（详细报道后期刊发）。作为2020
年重点学术活动之一，2020 中国建筑学
会学术年会将继续坚持以学术性、前瞻
性、创新性、指导性为目标，关注建筑及相
关行业前沿学术思想、科技成果与社会热
点问题，引领建筑文化发展新方向，服
务各级政府和全国会员。

（中国建筑学会）

专家学者助力特区先行先试专家学者助力特区先行先试

20202020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在深圳开幕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在深圳开幕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俯瞰图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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