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点评：刘周学同学认为：德国政治家、专家、工程师、企业家对城市、建筑、企业的

详细周密系统的规划是德国社会稳定、发展和谐、企业持续进步的源泉之一。我很同意这

个观点。没有政府和社会精英周密科学的详细规划，一个国家发展势必盲目，必然遇到多

重挑战，社会矛盾也会层出不穷。“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德国人的格局、视野、全局

观、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敏感度为德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根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启示。 

 

刘周学：感受现代城乡建设的典范 

——德国游学所感所思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来到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一周的时间，游览了慕尼黑、斯图加特、

法兰克福等几个城市，脚步虽然匆匆，但对德国城乡建设的高质量、高水平却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象，有这样几点感受与同学们一起分享。 

一、对规划的重视奠定了德国城市建设的良好基础。 

人们常说，规划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这几年，随着由规划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国人对这句话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而对于德国人来讲，规划理念早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

阶层内心当中，出于对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视和熟练运用，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空时规划

的国家之一，1868 年巴登公国率先制定了城市道路管理和住宅建设法规，有关空时规划的

法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0 年的《萨克森建筑法》，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各州都颁布了相应

的空间规划法。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在 1990 年颁布，城乡规划法则是在 2008 年颁布。 

按规划层次，德国的规划体系分为联邦政府规划、州政府规划、专区规划和地方规划。

一般来说，每个城市均有一套土地利用规划（明确土地使用性质）和城市建筑规划，详尽规

定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生态保护等要求。需要重点改造的地区必须编制经

每个公民反复参与，议会最终审定的修建性规划。有的城市为了保证其城市风貌，城市规划

明确到每座房子的屋顶坡度、瓦的颜色、式样、外墙砌筑方式和颜色。有的重点街道连门前

的树木、花草均作了细致的安排。正是因为上位规划的有效指导和地方规划的细致周密，再

加公众的广泛参与，才使得德国城市既风格和谐，又各具特色。 

德国是一个城乡差距很小的国家，甚至让人感觉不存在城乡差距。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体现在很多细节中间。德国 3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多是山区丘陵，养育着 8千万人口，

人口密度和我国的中部省份差不多。德国的城市道路都不宽阔，大多在八米左右，也没有高



架桥，但是建筑、广场、道路、汽车、行人之间比例和尺度掌握的很好，甚至红绿灯都很少，

让人感到交通井井有条，个人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 

走在慕尼黑街头，绿树成荫，交通顺畅，远处的阿尔匹斯山风景秀丽，道路两旁都是造

型质朴的多层建筑，漫步其间非常舒服，丝毫没有大城市摩天大楼带来的那种压抑感。据说

当地曾经立法禁止建设高度在 100 米以上的建筑，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不喜欢超高层建筑所

带来的压迫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慕尼黑这样一座世界知名的城市在建筑高

度上竟是如此的“低调”。 

二、质量过硬，建筑历久弥新。 

德国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尖端品牌，在斯图加特，我们再次看到了德国制造的典范

——奔驰汽车。据说奔驰发动机有种 3个 30 万的制造理念，就是平均 30 万公里大修一次，

大修后还能跑 30 万公里，跑完 60 万公里后，换上一部新的发动机还能再跑 30 万公里。在

建筑方面，最能够见证德国制造杰出质量的就是天鹅堡、圣玛利亚大教堂等这些历经几百年

而弥新的经典建筑。 

1898 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要在远东建设它的样板殖民地，从 1901 年开始，在青

岛率先引入城市规划的概念，实行华欧分区，商住分区，建设了下水管道等市政设施。由于

规划思路的超前和建筑质量的可靠，这些建筑和市政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西部老城区的

城市布局也仍然保留着 100 多年前的规划设计。这对平均寿命只有 30 年的中国当代建筑来

说，无疑具备巨大的借鉴意义。 

经过二战炮火之后，德国的古建筑数量已不算多，而在青岛还比比皆是，很多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就是德式老建筑，那里面的水电暖设施都已更换，但建筑本身，包括门

窗、地板、地砖、瓦片还都是 100 年前的作品，至今坚固如斯，令人惊叹。 

三、市政设施建设着眼长远，大大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提起国内的“马路拉链”，让人既惋惜又痛恨。国外是不是就不存在马路拉链？在德国

这几天，我们行车两千多公里，穿越了大量的城镇，虽然留心观察，但还真没看到挖开马路

施工的现象。这跟德国良好的市政设施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我有个做设计的同事提起马路拉链就很苦恼，他告诉我，在新的城区，只要提前做好综

合管道，完全可以把水、电、煤、暖、通的各类管线归拢到一套管网中间，但在实际中，凡

是跟建设方提出这事，得到的回答都是理论上可行，实际办不到。原因就是大家追求的是局

部利益、短期效益，假设在一条路下面花了 200 万元做管道，在上面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建



设方所不愿见到的。 

青岛老城区的市政管网名声远播，甚至在台湾著名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都

被一位解放前去台湾的人念叨：青岛的下水道好，无论下多大的雨，都不会积水。前几年青

岛有一段百年地下管网坏了几个零部件，由于国内没有这样的零件，当年的德国公司已不存

在，但另一家公司知晓后发来邮件，表示在距离老化零件 3米处可能就有当年放置的备用零

件，维修人员一找还果真找到了这些零件，历经百年，打开包装竟然还能用。 

这样的故事，在青岛时常遇到，令人汗颜的是，它们都是源自殖民者之手。 

 

启示 

城乡建设与企业经营有很多的相同之处，通过对德国的考察，我感觉在企业运作上有这

样几点启示： 

1、企业运营必须重视规划的力量。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规划的作用，但同德

国人的规划意识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的课需要补上。 

在奔驰等公司我们看到，德国人对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研究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做的还

好，他们所掌握的数据比我们国人自己了解的还翔实，也更有说服力，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

聪明，从根本上还是对国家规划，对企业规划的重视。我们现在也常做规划，宏观上有企业

战略规划，微观上有项目管理规划，但这些战略和预算设计的合理不合理，工作中能否做到

位，恐怕很多时候都要打个问号。而在实际管理中，规划和预算作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一个

项目的成败，如何学习德国人这种宽阔视野和长远眼光，还需要我们从体制、机制上不断完

善自己，反省自己。 

2、“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深入到每个员工内心。 

德国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上班族中，收入差距也不大，月薪高的 3千欧，低的 1

千欧，但 3千欧的大约有一半拿出来交税，剩下的跟低收入者也差不多，大家在心态上能够

比较平静地对待人与金钱、地位的关系。有了较高的个人素质，有了平静的心态，也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德国制造”能够孕育出这么多的精品。 



跟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赶超阶段，个人对金钱、地位的渴望往往比较

强烈。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怎样让员工避免浮躁，树立一种眼光长远、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所应该关心的。为了能给员工创造宽松的成长空间，我所在企业从行政、

技术方面为员工设计了两条职业通道——如果你擅长管理，可以通过担当领导责任不断提

升；如果你不善言辞，但擅长技术，也可以通过技术职称的提升实现个人价值。在这样的体

制下，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通过担当项目经理就可以获得比总裁还要高的工资收入。 

费尔巴哈提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在行业的波动起伏中，我们时常碰到

令人难解的管理难题，但如果能像德意志这个民族那样，尽量做到以人为本，处处为长远着

想，那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年企业，百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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