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中文核心期刊"#!汇刊"被选
入了数据库$

!""#

年#刊物获得
美国国际

$%&'(

中心授予国
际刊名代码

$)*+,-

$我记得从
那时开始#我们的作者来源不但
有国内各地的# 还有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的$ 我
们的稿源很充分#投录比达到了
./

比
!

以上#优中选优$

其实这个刊物办起来不容
易#在较长时间它一直是&三无'

单位(((无经费% 无固定编制%

无专用办公场所#由我及陈运帷
兼职编辑# 不另加工资$

!"""

年#我们争取到了人员编制$

0//1

年# 我提议把刊物名
字改为!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

!学刊"*# 感觉这样更能突出学
术性吧$

0//2

年更名后#我们请
专业美编黄申重新设计了封面#

扩充到了
..0

页$ 在同一年#我
们又创办了&中国城市规划学科
发展论坛'$

0//3

年#在金经昌
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主持下#!学
刊"联合!城市规划"共同举办城
市规划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0//4

年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一起联
合主办# 奖项名称正式确定为
&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
奖'# 成为年度发表论文的最高
奖项#影响很大$

0/.5

年# 中国社会科学文
献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
书馆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显示#!学刊"同时被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自
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卷和&人文
社会科学'卷收录#影响因子在
所属的两个学科领域中均位居
首位$ 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工程学科领域的
.22

种期刊中#以及在!中国学术期
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
学*经济计划与管理学科领域的
15

种期刊中#!学刊" 的复合类
影响因子均位列第一名$

坦白说#

5/

年前创办这本
刊物时#我没想到它可以走到今
天#已经出了

016

期了#更没想

过可以办得这么好$

文汇报!

5/

年前在院系层

面创办学术刊物的好像不多#尤

其是工科院系#您当时怎么会想

到办这份刊物$

董鉴泓!首先#我认为一个
学术单位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

."35

年同济成立城市建设系$

我感觉当时有名的大学都有自
己的刊物%学报#院系一级有没
有自己刊物的情况我不是很了
解#但我觉得我们系应该有$ 因
为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建
设方兴未艾#但城市建设%规划
专业只有教材%课堂是不够的#

我们教师的学术成果% 国内外
的先进经验需要传播的渠道 #

我想把这些学术成果汇集起来#

这就有了!城市建设资料汇编"$

另外#我有办刊物的爱好$

."2/

年代在同济读书时# 我就
担任工学院壁报联合会主席 $

."2"

年
3

月我创办了 !同济人
报"#就是现在的同济校报$ 我
年轻时担任过 !解放日报"!文
汇报"通讯员#上海解放初同济
医学院学生护理伤病员的稿子
就是我写的#

."3/

年被评为&全
国优秀通讯员'$ 我还在!文汇
报"发过文章#谈治淮问题$

文汇报! 请问编辑部的选

稿标准是什么$ 近年来有哪些

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稿件$

董鉴泓! 标准是在办刊过
程中不断打磨的 #

."64

年复刊
我们主要提倡三点(((学术
性%前瞻性%创新性$ 我们选稿
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 不收人
情稿#更不收版面费$

前瞻性比如
7/./

年举办
世博会%

0/.2

年提出京津冀协
同发展等# 我们编辑部都会找
到合适的作者约稿$

创新性主要在于稿子关注
的问题$ 大约

."""

年的时候#

在英国加迪夫威尔士大学城市
与区域规划系读博士的中规院
赵燕菁给了一篇稿子# 内容是
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谈中国的
城镇发展问题$ 修改后#这篇题
为 !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
市化"的文章刊登在了

0///

年
!城市规划汇刊"第一期上$ 后
来#他应邀来参加我们的&中国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并发
言# 他第一句话就讲+&我是来
报恩的#感谢董先生当年在!汇
刊" 上发表了我非常大胆的一
片文章 # 给了我学术上的自
信$ '那时才获悉#之前他曾投
过其他期刊# 但不敢采用都退
稿了$

除了刚刚讲的三点# 一直
以来我坚持一个宗旨# 就是稿
件所写的内容# 一定是要和中
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有关的$ 城
市规划可以和很多学科产生关
联 #稿件可以涉及经济 %社会 %

文化方方面面# 作者可以是城
规专业以外的学科背景# 我们
也坚持 &立足中国 #汇聚国际 '

的定位# 但我认为入选的稿件
必须是落脚在中国城市规划问
题上的$ 而且#我希望文章的视
角不要太微观$

文汇报! 对于一份走过甲

子的学术刊物来说# 刊物本身

不断创新很可贵也比较难# 近

年来 !学刊" 有什么变化吗$

董鉴泓! 有$ 我们从
0/.2

年第
3

期# 即总
0.4

期开始创
办了一个新栏目 &笔谈 '# 每
期邀请

./

位左右在城市规划
一线的工作者% 不同学科的专
家学者围绕编辑部出的主题展
开讨论$ 其实我们编辑部以前
也会不定期邀请业内专家围绕
新政策% 新话题畅谈# 做些记
录整理 # 但总觉得挂一漏万 #

时间上大家也不自由# 所以干
脆开了这个栏目请大家来写 #

几百上千字都可以 # 把问题 %

思考都写下来# 也不追求用学
术论文的文体$ 第一期笔谈的
题目是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
划 '# 因为当时政府文件和中

共十八大报告里贯穿了 &新型
城镇化' 和 &美丽中国' 两大
主题 # 我们请了国家发改委 %

清华大学% 上海社科院% 上海
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等

4

个机
构的权威专家 # 从社会 % 经
济% 文化% 规划等不同专业角
度出发来谈 &新型城镇化 ' $

这些年我们还做了 &大数据热
背后的冷思考 '% &从空间扩
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 '%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的成像规划思考 '% &如何实
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
筹' 等主题的学术笔谈$ 最新
的一期是 &城乡规划教育如何
适应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培养需
求'# 邀请了来自全国

.2

所院
校% 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的

.4

位专家# 目前看来# 这个栏目
反响很好# 在业界学界都很受
欢迎$

要推动符合中国国

情的城市规划研究

文汇报! 翻阅了几期 !学

刊 "# 我发现文章比较多谈中

国规划相关问题# 介绍国际规

划界动向的文章比较少# 今后

会增加与国际接轨的内容吗$

董鉴泓+ 我个人认为中国
的城市规划没必要与所谓国际
经验接轨$ 改革开放后#我们请
了不少外国专家参与各地城市
规划# 但我们本土规划界很多
人对此是有意见的# 包括外国
建筑师设计的一些奇怪建筑 #

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负面评价$

我始终认为城市规划不是
一个技术型 % 工程型的工作 #

更多的是涉及文化问题# 做规
划一定要深入了解历史% 地理
和现状条件$ 请外国人做一些
区部地段的投标未尝不可# 但
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 概念规
划# 最好是由本地或者了解当
地情况的本土规划师来做$ 外
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有
限# 他们来几天# 做一个方案
出来# 怎么可能搞得好,

最近几年好像聘请国外规
划师的热度低了 # 这是对的 $

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已经基本定型# 现在都是小修
小补% 城市更新$ 我记得之前
有美国规划专家交流团到同济

来# 在我们看来# 他们谈的问
题都实在太微观了 $ 这些年 #

我们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优秀规
划人才# 完全有能力做$

文汇报! 在您看来# 根据

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 建国后

中国城市规划大致可以归纳为

哪几个阶段$

董鉴泓! 我认为大概可以
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的热门
期# 受前苏联影响比较深# 当
时有个苏联援建 &

.35

项工程'

要落实$ 在
."31

年至
."36

年
的 &一五' 计划中# 明确提到
&加强新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
设 '# &地方计划包括--城
市建设的计划' 并设一节专门
叙述 &在城市建设计划方面应
该注意的问题'$ 计划公布后#

我很受振奋# 马上写了篇 !第
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
工作的若干问题 "# 刊登在了
."33

年
1

月的 !建筑学报" 头
版头条$ &一五' 时期# 从国
家层面选取西安 % 洛阳 % 兰
州% 包头% 太原% 成都% 大同
等八大重点城市进行规划$ 当
时的规划主要是物质形态方
面# 不太关注文化层面$

第二阶段是 &文革' 停滞
期 $ &文革 ' 前后大约

.3

年
损失很重# 各种运动导致城市
规划工作停止# 很多规划图被
烧了# 大量规划人员被分到西
安% 攀枝花从事其他工作# 甚
至这个专业都一度被撤销$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
大发展时期 #流行 &走出去 %请
进来'$ 我记得

."4/

年代初#同
济大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华
昌宜教授来作报告# 对我们教
研室冲击很大 #在 !城市规划
汇刊"

."40

年第
5

期我们刊发
了华教授的 !美国城市规划的
发展及变迁 " 一文 $ 这一时
期# 国家层面也有不少大手笔
的开发开放 # 比如

."4/

年代
看深圳%

.""/

年代看浦东$

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挑战
期$ 在经济发展带动下做城市
规划 # 难免 &规划赶不上变
化 '# 比如北京 % 上海的人口
规模是几何级增长的# 这个在
之前很难预料到$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访谈录

0//2

年#!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合影% 一排左起&陈

运帷'副主编()董鉴泓'主编()吴志强'编委会主任()沈

清基'副主编(*二排左起&黄建中)王雅娟)肖建莉%

!

'上接
.2

版(

由董鉴泓先生于

."36

年创刊并担任主

编的!城乡建设资料汇

编 "在 +文革 ,时期停

刊 #复刊后更名为 !城

市 规 划 资 料 汇 编 "#

."45

年改名叫!城市规

划汇刊 "#

0//2

年更名

为!城市规划学刊"% 至

今已出版了
016

期%

'下转
.5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