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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

董伟著

近年来，大连旅游业发展迅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人们也随之对大连的城市建设有了更多的了解。大连，一个

开埠仅有一百年的北方海滨城市，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融西

方古典城市规划和东方传统城市规划理念于一体的城市与建筑文化。

1 自然概况

大连市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辽东半岛的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北

接陆地，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土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50万人。

大连市多山地丘陵，少平原低地，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北宽南窄，地势由半

岛中部轴线向东南侧黄海及西北侧渤海倾斜，近黄海一侧长而缓。整个地势平

均海拔50米左右，山地与平地面积之比约为4：1，土地构成为“六山一水三分

田。”

大连市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一面依山，三面环海，形成了既有大陆季风气

候，又有一定海洋性气候的特色。主要特征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暖湿同

季，降雨集中，日照丰富，季风盛行。

大连俄罗斯殖民时期的建筑



26董伟 27 董伟

1 8 9 9 年的大连城市
规划

2 城市规划发展历程

“大连”之名源自于1898年沙俄强行租借旅大地区之后，曾取名“达列尼”

（俄文意为遥远的，其读音与“大连”谐音）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

连，于1905年2月11日起正式称为大连市。

大连近代城市骨架主要是在沙俄租借时期（1898年~1904年）与日本占领时期

（1905年-1945年）形成的。沙俄七年租借时期，规划和奠定了大连城市基本

形态；日本40年侵占时期，扩大了大连的城市规模。到上个世纪40年代，大连

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近代港口城市，人口由本世纪初的4万多增加到近70万。

2.1 沙俄租借时期（1898年-1904年）

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沙俄

联合德、法实行“三国干涉”后，于1898年3月强行取得了旅大地区的租借

权。沙俄以旅顺为军事基地，把大连作为联系欧亚的大商港进行重点建设。

1899年，沙俄政府通过了由萨哈罗夫和盖尔贝茨编制的大连港和大连城市

规划方案，开始建设大连，当时城市性质为“港口、商贸城市”，用地规

模6.5平方公里。

规划的重点放在交通运输和布局上，采用欧洲古典的形式主义（放射线、

对角线、贺形广场的规划手法，并运用了严格的功能分区概念，将城市划

分为三个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

行政区为全市的行政中心，欧罗巴区为商业区和俄国人居住区，中国人区

是供中国人居住、活动的区域。规划充分考虑了大连优越的地理条件，把

海港和铁路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使“路和港”成为大连发展的战

略主导因素，成为日后大连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沙俄规划，还表现出明显的殖民地城市特征。当时中国人数十倍于俄国人，

然而所规划的中国人区用地仅为欧罗巴区的1/4左右，并且地势高低不平，

离城市中心区较远，交通不便，并且所谓的中国人区也只是划出一块地方，

供中国人居住、生活和活动而已，目的是使之与俄国人隔离开来，没有什

么实质规划内容。

事实表明，沙俄规划的路网不能适应随后到来的汽车时代的交通要求。但

其规划思想仍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①注意了海岸线的合理分配。深水区

作码头，生活区附近有浅水区作生活岸线；②综合利用地形。如削平山头

来填海岸修筑码头；截流深的冲构修筑水池留作水源；河滩洼地种植树木

作为公园和绿化带等；③注重道路景观。如广场旁的林荫道对景是大和尚

山峰顶；主要道路对着景观建筑或海景、山景；干道两侧留有绿带，既美

化城市，又为日后的拓宽留有余地；④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水源、

水库的开发、排水的方式、电站的选址和绿化的布置都作了较全面的安排。

2.2 日本占领时期（1905年-1945年）

日本占领旅大地区后，决定把大连作为“自由港”，继承俄国人原来的规划，

继续建设。1909年，由仓冢良夫和前田韵主持编编制了以沙俄规划为基础的

1901年大连特别行政
区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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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区规划》，对沙俄规划中已经形成的部分未作变动，对未形成的部

分继续细化或调整。如三八广场一带为高级住宅区，原规划街坊划分的比较

大，新规划配置了街区道路，将其分成小的街区；人民路、中山路以南地区

的广场、直线道路予以保留，弯曲、曲折的道路改为直线等。随后又制订出

《大连市建筑规则》,对建筑退后道路红线、临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

功能等作了详细规定。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区人口规模增至10.8万

人，城市用地日趋紧张，日本当局在1919年又编制了《市街扩张规划》，城市

向西继续发展，城市用地从16.7平方公里扩大到35.6平方公里。这一时期的规

划实施形成了大连市的基本雏形，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1930年，大连市区人口达到28.2万人，原有的规划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

求，需要编制新的规划。为此，日本关东厅专门成立了大连都市规划委员会，

进行了基础资料调查和地形图测量及制作等准备工作；同时，为应付需要紧急

实施的项目，先行编制了九个专题规划。这此准备工作，为编制综合性的大都

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1934年，大连都市规划区域方案编制完成，具体范围为：以作为城市都心的

常磐桥（现青泥洼桥）为中心，以16公里为半径，其范围内的大连市、老虎滩

会、岭前会、小平岛会、周水子会、革镇堡会、南关岭会、大连湾会等共一市

十一会为城市规划区域，面积516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可建用地195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122万人，规划年限至1976年。这是大连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

城市规划，很多设想具有前瞻性。不久，二战爆发，日本忙于战争，这部了规

划没有得到实施。

日本占领时期，大连成为其实施大陆扩张政策的桥头堡，掠夺中国资源向中国

出口产品的交通枢纽，因此这时期的规划，殖民地色彩更加严重。规划中军事

与经济高于一切，其它都可以牺牲。如大连湾沿岸全部建设码头和工厂，取消

所有生活岸线；不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取消了很多公共绿地；随意填海造地，

形成很多低洼地，造成连年的雨涝忧患；污水任意排放，污染了大连湾海域

等。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很难彻底解决。

2.3建国以后（1949—2000）

2.3.1   58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国的经

济形势日新月异，大连市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从1957年起开始了新城市规

划的编制，于1958年完成，称为“58规划”，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连城

市总体规划。当时，市区建成区面积70平方公里，人口80万人，城市经济

的主导产业是以机械、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和以海港、铁路为媒介的运输业。

“58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城市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劳动

人民服务。据此，确定城市性质为以机械、化工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城市

用地规模102平方公里，人口规模130万人。规划重点安排工业用地，设了

1935年大连市现状图

1934年大连都市规划
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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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业区；对城市道路系统、市政设施、绿化、居住、医疗卫生、疗养

区、商业服务、旧区改造等内容也做了规划安排。

总体来看，“58规划”对城市发展规模、规划布局、用地指标、功能分

区等原则问题的确定，基本是合理的。但对工业发展的过分强调，明显受

“左”的政策干扰，留下“大跃进”的印记，造成日后工业盲目发展，盲

目占地，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等问题，也错过了纠正日本规划造成的大连

湾没有生活岸线的最佳时机。而且，后来的发展证明，港口仍旧是大连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在当时规划中没有认识到。

2.3.2  80规划

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时期，城市建设已无章可循，各方面都混乱无序，迫

切需要编制新的规划。大连在1980年编制了新的总体规划，1985年经国务

院审批通过，简称“80规划”。

“80规划”的期限是至2000，规划重点是中心四区（单独编制旅顺口区总

体规划）。城市性质为“港口、工业、旅游城市”，用地规模118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140万人。规划重新明确港口的地位，提出建设大窑湾新港，发展

地方中小型专业码头；调整了工业用地布局，形成13个工业区，要求今后

老市区不再安排工业项目。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规划在金县马桥

子村建设3平方公里的外贸加工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引进外

资，发展知识密集型工业；开辟风景旅游区，加强环境保护；加强小城镇

建设，并制定了近期建设规划。

“8 0规划”是经过国务院批准执行的第一部大连城市总体规划，

为保证总体规划的实施，又深入编制了分区规划，制定了一系列

地方性建设法规，很好地指导了城市建设。总的说来，它是一部

非常及时的规划，在随后的十年里，大连市经济发展迅速，在中

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但这次

规划仍有不足之处，如对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不足，导致在1 9 8 9年

底，城市规模就突破了2000年的规划指标。

2.3.3  90规划

鉴于“80规划”的指标已被提前突破，大连市在1990年编制了《大连市城

市规划调整》，简称为“90规划”。

“90规划”对城市性质未作调整，但提出了远景城市发展目标——“建设

国际性城市”。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城市规划区界定、城市发展方向和结构、

城镇体系、城市基础设施等，第一次将大连城市的概念确定下来，提出大

连城市的结构是组团式结构的带状城市，并将各组团的功能明确下来，便

于各城区的规划和发展。规划增加了新市区的构想，明确提出了在经济技

术开发区、大窑湾港区，湾里、董家沟建设新市区。第一次将城市发展战

略纳入规划文本中，使大连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提前实施。

大连城市1958年总体
规划简图

1980年大连城市规
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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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规划”是对“80规划”的调整与深化，二者一起指导了改革开放二十

年的城市建设，为大连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城市发展展望

1995年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和中国将要加入WTO的背景形势，大

连历时五年编制了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希望在新的世纪里，能够加速

发展，提前实现现代化，步入国际性城市的行列。

3.1 新的发展与机遇

大连至烟台的火车轮渡工程是中国东部沿海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大

通道北起黑龙江省，南至海南省，全长约5700公里，将环渤海经济区、长

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直接联系起来，实现我国沿海三大经

济区的相互协作。此工程将改变大连的尽端城市形象，形成与华北地区城

市群互补、互动、互融的联动发展效应，大大提高大连在环渤海经济圈中

的竞争力。将对大连市在东北、华北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大连市建立

国际物流中心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2 城市发展目标

大连市将发展成为太平洋东岸的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商贸中心、旅游中

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之一；成为对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产生辐射

作用的国际性风景旅游名城。

3.3 城市区域划分和城市结构

市区2415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都市圈，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50平方公里，

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80平方公里左右。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结构为以主城市

区为中心、新城区为副中心，金州城区和旅顺口城区为副城的组团式发展

模式。各组团间由森林公园相隔离，成为生态城市。随着大连城市的进一

步发展，规划未来大连城市应以渤海和黄海为两大发展主轴，主城区、新

城区和金州城区三大组团形成中心组团，旅顺和远期发展的登沙河组团位

于中心组团的南北两翼作为卫星城，使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530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控制在400万人以内，形成二十一世纪新大连的城市结构。

3.4 组团功能

城市各节点功能进一步强化，主城区突出行政、文化、科技、金融、信息、商

贸、旅游、体育、教育、会展业等主要职能，发展商业、金融、电子、外贸和

科技事业等高、新、尖第三产业；新城区完善交通枢纽、旅游、会议、体育、

文教、商贸等职能，协调保税区、大窑湾港、“双D港”、北良港等产业用地

的发展，成为以现代临港加工工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口岸经

济为依托，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区域性现代物流服务中心和智能化、生态

型、综合性的现代化新城区；旅顺口城区成为职能突出、功能多样的旅游

生态区；金州城区由于临近沈大高速公路、长大铁路，毗连新市区、金石

1 9 9 0 年大连城市规
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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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和大黑山景区，应强化交通枢纽、旅游和产业发展功能，

为城市重心北移创造条件。

3.5 城市交通系统

3.5.1 对外交通系统

为保证大连与东北地区其他城市的联系交流，加强城镇体系的轴线辐射作

用，应着力建设新国际机场，构筑公路和铁路大枢纽，进一步增强大连作

为东北地区交通枢纽地位和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形成以大连港、大

窑湾港为主要口岸，以新国际机场为空港，以沈大、黑大、大丹高速公路

和哈大电气化铁路为主要陆路联络通道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3.5.2 城市交通系统

建设以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为主体的城间交通系统；重点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发展智能交通，建设高科技交通管理系统。

3.6  城市基础设施

3.6.1 水资源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战略。积极发展应用海水淡化作为替代水源。实

现人均生活用水量750升，饮用水水源得到有效保护，自来水水质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标准。

3.6.2 污水处理

污水资源化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水的重复利用

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至85%。 我市污水处理率远期要

达到100%，重复利用率要达到75%以上，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3.7 城市经营

城市经营的目的是建设效率城市，就是通过将城市可以用来经营的各种资源

资产化，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去经营，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和城市布局，盘

活城市土地存量、增量，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保值增

值。

① 建立公开、公正的土地市场环境，加强土地资本的有效运营。

②推行有偿有限期出让、转让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城市硬件，形成

“设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③ 提高政府办公效率，努力改善城市投资软环境。

④ 创造城市品牌，利用无形资产经营城市。

4. 结论

大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种环境，必须从产业、

文化、空间、经营、创新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思考，重新认识全新背景下

城市竞争的新法则，编制更合理、更全面的战略规划和总体规划。

（董伟是大连市规划和国土资源总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