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近代城市建设中的规划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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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摩 山作 为近代时期 因 洋务运动而 迅速发展起来的工矿城市 ，
在其母代城市建藏过程 中

， 逄有经 ：过专

门 的规刻
，
有明显 的

“

自 发性
”
特拉

， 在模：索械市 ：辣划 建设过＃ 中 ，
政府 ， 会业 、 非政府机构和个 等不

同 主体跨秦与其中 ， 粉漠減市规划 师 、 城市管埋者 、 规对参与者的 角 色 ，
兵同 干预城市建谩 唐山 发扈初

＃月正处 于清翁 ．末年 ，
政庚直接主导減市建设 ；

伴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襄 ，
各工矿企业相雜：在此建厂

，
政廉

逶翁退 出 总控唐＊近代城市建设的舞台
，
这
一

时期
，
唐山的城市规划建设由 各大型工矿臺业共同 主导 ；

１ ９ ３５

年
，
唐 山直接受 曰 本统治 ，

诚市视财建设被直接 干预。

关键词 ： 唐山 ， 近代城市规划建设
，

城市规划干傲

１ 近代城市建设的社会环境

唐 山城市起源的位置是桥头屯 ， 近代 以前 ， 这

里本不是市 ！
■ 而是 以农耕为生前 村庄 ， 隶属于溁州

的开平镇 （ 图 １ ）
； １ ８７ ８ 年 ， 幵平矿簽鬲选址在桥头

屯村 ， 建乔屯 ；镇 ３１ ８９８年改称唐 山镇 ；
１ ９ ２５年 ， 北

洋军阀政府明令唐 山设市 ， 这
一

计划虽未实现 ， 担

是 自此之后 ， 唐 山镇改称唐山市 ｊ１ ９３８ 牟 ， 唐 山设

市 ， 并成 ：貧 了唐山 市公署 ， 唐 山 幵始有专 门的城市

管理机构 。 １ ９．４ ８ 年 ， 唐山 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

隶：屬于河北養：
》

２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图 １ 民属时期唐．山 与深县、 开平的

为 了 供应＆族资本主义Ｘ商业工业发展所需的
－ ．

ｗ丄 ｈ位置关細
煤炭资源 ， １８ ７ ８ 年 ， 清政府批准开平扩务局在唐 山

成立 ， 對官督商办性质 ， 并任命唐廷枢为总办 ， 伴随着煤矿的发展， 其他城市功能Ｅ也相继

建觉ｓ 这
一

阶段 ， ，唐山 的城 ｆｆｆ麗设受■政虛逢春 ， 由犴乎！
＂

务：鍾 ：貫
：

接參施 虜山逐渐由小村

庄发展成为工业重慎。

２ ． １ 城市建设活动

２
．
１

．
１ 唐 山矿的建设

唐 山矿建于开平镇桥头屯 ， 是开平矿务局所建的第
一

座煤矿 ＜？唐廷枢陆续购地 ７００余亩 ，

于 １ ８７８年 １０ 月 ， 带领聘请的 １：人及外 国技师在桥头屯附近开凿矿井 ，修建地下工程和天桥 、

机房 、 厂房 、 办公房 、
工棚等地面建筑 ， ｆ１ ８ ８ １ 年秋开始出 ？煤 ， 之后仍不断择＃和修建地



下及地面 ：Ｅ ．程
＿

Ｃ图 ２Ｘ

唐 山矿的选址 ， 决定了唐山 市
＇

中 心的位置 ， 是唐山城市发展的起点 ｐ 唐 山矿的选址和建

设都以煤炭开釆为主要 自 的 ， 主要考虑到煤炭资顏的质量 、 分布情况 、 煤矿建设难易程度 、

煤炭开篆和运输的便捷程度等方面 ， 没有全面考Ｉｔ未来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 ８

２
．
１

．
２ 对外 交通初步建设

开平矿务局建设之前 ， 桥头屯俯近没有便利的对外交通路线 ， 为 了向外运输煤炭 ， 唐廷

枢计划修通唐山至芦台之间的铁路 ，
这一计划遭到

．

顽 固派的强烈抵制 ， 在李鴻拿 ．和唐廷枢的

周旋下 ， 修通 了煤河和唐胥铁路 ， 打通了煤矿至塘枯之间 的运煤通道 。 这是唐山早期最重要

的交通运输路线 ， 餘 了 用作煤炭运输外 ， 也作为唐 山其他物资的运输通道 ， 使唐山与天津
＇

之

间可以方便地进行物资往来 ， 这极大地促进了唐山 的发展 ６

煤河 、 唐骨铁路的选线和修建均在唐廷枢的领导下笼成 ， 唐 ：廷枢经过实地勘测井綠含多

种因素 ， 最终确定在唐 山至胥各庄之间修筑
一

条铁路 ，
在胥各庄至阎庄之洵修筑运河 ， 连通

蓟运河 ， 再经由蓟运河到达塘沾 。 胥各庄至阎庄之间修筑的运河被称为煤河＜ 圈 ３ 夂

煤河于 １ ８８ １年 ８ 月完成修筑 ， 全长 ７ ０ 公里， 连通胥各庄茧阎庄 ；
唐胥铁路于 １ ８８ １ 年

修筑 ， 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 主线长釣 １ １ 公里 ， 各大型工矿企业均修有铁路支线 。

２
．
１

．
３ 高等教育设施建设

在煤矿和铁路建设初期， 技师和管理人员大多从国外聘请， 中国投會攀握相关考业技术

的人才 ， 为培养企业 ＿身发展所需粟的科学技术人才 ， 荸鸿章听从铁路工程师金达的建议 ，

创办学龛：， 唐山 出现了 专门为铁路局和矿务局瘅养专业技术人才的高＿曹攀校 ， 即现在的

舞璿自通大学前身


劇究＿；大攀



唐 山交通大学的校址位于铁路以北 ， 与铁路南厂隔路相望〃 学堂于 １ ９０ ５年征地 １９ ２ ．５８

亩 ， 共建校舍 ２ １ ０ 间 ， 以辰经过多次修建 ？ 学校设土木Ｉ程学系 ， 涵養交通 、 采矿 Ｃ磨停办

水利 、 市政等多 门学科 ， 拥有薄备的教学体系 。

２ ． １ ．４ 其他城市功 能 区建设

２丄４ ． １居住区的形成和布爲

唐 山 早期 的 ．居隹区

分为两 ：类 是供煤矿

的技术顾问和高绥管遲

人员 居住的别墅区 ， 另
一

类悬供矿工等平 民居住

的普通居倥区 ， 别墅区是

由 开平矿务局主持 规划

建设的 ， 平民居住区没有

过寿 门规划 ， 根据实际

的居住需求 由矿工 ｜行

建成 。 别 ，蜜Ｋ位于地势较

高 ， 风
：景秀美的双凤山 （今凤凰山 ） 脚下 ， 设计稍细 ， 自成体系 （ 图 ４ ）

；
平民居住区 围绕

在开乎矿务局 、 虜 山火车聲周围 ， 集中分布在铁路以北 ｓ

２ ． １ ．４ ．２ 商业设施的发展

唐山早期的商业中

心在矿务局以西 、 唐 山

火车站以东的 区域自 发

形成 ， 主要是为 了满足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ｓ

早期的娱乐 中心位

于双风山脚下的别蜜Ｋ

附近 ， 修建 了 户外跑马

场 、 员 司俱乐部 、 广东，

会馆．等提供休闲娱乐活

动 的场所 ， 这些建玫项

ｇ均 由矿务局主持 ，
．

是

图 ４２０ 世ＩＳ３０ 年代开溁建设的规蜜

會人 日常休 闲的主要场所 ， 也是唐山早期 的娱乐中心 Ｃ图 ５ ） 。



２丄４ ．３ 医疗设施建设

唐 山 的第
一

座慮院是 由开平矿务 局

在 １的２ 年建立的 ， 最 ＾初只是
一

个规模较

小的诊疗所 ， １９ ００ 年末 ， 开平矿务 ．

局在诊

所附近建了 唐山的第
一所正式医 院 ， 即后

来的 中华医隘， 医院位于开滦矿务局以北

的西山 口附近 。
１ ９０ １ 年 ， 开平矿务局又在

中华医院附近修建了
一

所规模缓小 时高

级見司医
：

院 ， 专为外諷人服务 （图 ６ ）
［
１
］

。

２丄４ ．４ 其他工业的癒

洋务运动中 ， 军用 工业和民用工 ：业的

发展需要大量水泥 ，
１ ８８９ 年 ，：

： 唐廷枢奉李

鸿章之
－

命在大城 山 以南创办唐 山 细绵士

厂 ， 占地 ４〇 亩 ｅ 因为生产水泥所需的石

灰石 、 黏土等原材料均由广东香 山经海路

垣送 ， 成本过髙 ， 又因生产水平过低 ＞诙

厂予 １８９ ３ 年倒 闭 ， 停止 生产 。

２
．
２ 城市规划干预

国 ６ 医疗我施分布图

２ ． ２ ． １ 城市规划部 门

开￥矿务綠是由清政府密持建设的 ， 受直
＇

隶

总督李鸿章直接领导餘官督商办企业 ， 在 自身 的

发展建设过程中 ， 也受政府支配直接负责城市建

设 ， 扮演当时唐 山 的城市规划部门的角色． 开平

矿务局 内设有专 门 的勘察铡绘部门 ， 负责矿务局

的地形 、 地质勘察ａ：作 ， 并主持建设了多项城市

设施 ，

＇

还影响 了居住区 、 商业 中心等城市功能区

的逸址 。

２
．
２

．
２ 城市规划者

幵平矿务局总办
一

一唐廷枢直接负责唐山早

期的城市建设 ， 扮演城市规划者的角色 （
． 阁 ７ ） ？

１８ ７７＾１ 唐廷枢在
“

论 山 川形式
”

中提到
“

天

下各矿盛龛 ， 先 ．问煤铁石质之言低 ， 次审出数之多■ ， 三审０１料是 ，否利便 ， 四计转运是否艰

辛 ， 有
一

不全 ， 均费筹画
［ ２］

。

”
通过全方面勘察分析 ， 唐廷枢确定了唐山矿 的位置 ， 并着手

进行煤矿和相关城市功能区的建设 ， 这是早期赓山城市发展的基础 ， 确定了唐 山市的选址 。

图 幵平备縛总办盧ＩＳ抠



交通大学

唐山矿

西山矿＜ ：
Ｈ

１平 ：Ｈ Ｉ

＂

落 ｇ－

煤河

＋火车站

铁路
－？

细棉土厂
｜

画
■？ 铁路工厂

为 了保证煤炭的顺利运输 ， 唐廷枢亲自确定了唐管铁路 、 煤河的选线 ， 打通了唐山和天津之

间的交通线路 ， 创办了唐 山细绵土厂 、 ＃各庄修率厂等近代工业 《

２
．
３ 城市建设特征

这
一

时期 》 城市建设结动涉及多个领域 ， 主要以生产性设施 、 为生产服务的交通运输设

施以及满足工人？本生恬需求的服务设施为主 。 在所有的建设活动中 ， 工业建设所 占 比例最

大 ， 居住 ， 商业 、 娱乐、 医抒 、 教育等功能所 占 比例均较小 （图 ８ Ｌ 所有 的大蜜建设项 目

均是围绕着开平矿务局能够正常运转而展开的 ， 論设 了满足生产 、 生活 、 运输 、 教育等需求

的城市功能 区 〔图 ９） 。

这
一

时期唐 山 的工业 门类単
一

， 功能区不完善 ， 且各功能区规模较小 。 市民多是矿簽鑄

的工作人员 ， 职业类型单
一

， 虽然商人已经出现 ， 但是
，其服务对象也是矿务局员工 ， 城市的

运行几乎需要完全 ＾依赖矿务賛ｙ

西＂，

图 ８ 城市用地及生要建设图 ９ 城市建设关系 图

布Ｍ图

３ 大型企业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在廣山发
；
展初斯 ， 开平矿务局受清政府的直接领导 ， 直接实施城市规划建设 ， 自 １ ９ １ ２

年开滦矿务总局成立之后 ， 就不再具有食＃商办 的性质 ， 这
一

阶段 ， 政府对唐山 的城市建：设

干预减弱 ， 开澡矿务，诗、 启 新洋灰公司 、 华新纺织厂等大型工矿舍业 ，
主导唐 山 的城市规划建

设 ， 商人和平？参与其＇中＊

３
．
１ 城市建设活动

３
．
１

．
１ 大型工矿企业建设

３丄 １ ． １ 启新釋纖司

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唐廷枢创办的唐 山钿棉土厂 ，
该厂于 １ ８９ ３ 年停产倒闭 。 １ ９Ｇ６ 年 ，

周学熙从开乎矿务有限公司手里收回工厂 ， 弁新购土地 ３ １４
＇

亩 ， 建设新厂 ， 厂址在城子庄以



南 ， 原ＸＴ称老厂 （图 １ ０ ） 。

启新洋灰公司的创 办 ， 使唐 山 的水 ＩＳ制造业实现 了飞速发展 ， 改变了 唐 山工业 门类单
一

的情况 ， 对后期华新纺织厂 、 启新奪厂等工厂的选址和建设起到重要影响 。 爲新洋灰公司所

创办的 电厂不仅为纺织厂 、 铁路工厂等企业供电 ， 还开启 了唐山 向平民供 电的先例 ， 为唐 山

基础设施建设作出 了 巨大贡献 。

３丄 １ ．２ 华新纺织厂

华新，织ｒ是近代唐山 的又
一

重要工业企业 ， 隶属于华新纺织股份有
＇

限公司 。 华新钫织

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开始于 １ ９ １ ５ 年 ， 当时 ， 正处于第
一

次世葬大战后期 ， 帝国主义国象输入

中 国的纺织产品数量减少 ， 中 国民族资本 ＝主义纺织工业得以发展 ．， 周学熙抓住这 几会 ＊ 予

１９ １ ６ 年联同其他几位卖业象先在天＿成立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夭津工厂 。

唐 山工厂的选址和建设得到 了爲新洋灰公司和开漆矿务总 ．

局在选址 、 购地 、 建厂 、 电力、

燃料等方面的支持 ， ．最终确處在陡河西岸 》 紧邻铁路 、 与息新洋灰公司隔河相望的位置购地

建厂 （ 图＼１ １ ） ， 工厂于 １ ９ １ ９ 年开始招股办厂 ， １ ９２ １ 年建成 ， １ ９２２ 年 ７ 月 开始生产 。 厂区面

积约 ４００ ＃ ， 厂 内建筑均用钢筋 、 水泥等新材料建成 。

图 １０ 寫新洋灰公司相关厂矿位置爵 图 １ １ 华新紡织厂位置图



３
．
１

．
２ 社会服务机构建设

１ ９２３ 年 ， 开滦矿务局 、 启新祥灰公司 、 京事铁

路局和唐山警察眉共同迅资创办了 贫 民教养院创 ，

位于开平矿务庸以．西 ， 开溁别蜜区 以南 ，
主要救助

在各工矿企虹作过程中 受伤， 失去薄动力 的工人
＆ ］

。

贪民教养院是 由＊业 自发组织建设 的贫民救助机

构
， 标志着壤 ｉｌ

ｌ 的域市功能进 ：

＾＂

歩完養＇Ｖ 在铁路工

厂的东北还建有贫民救济所 Ｃ？１ ２ ） 。

３ ． １ ． ３ 医疗设施建设

医疗设施进
一

步发展 ， 中华磨院和外價人医挠

的规糢逐渐扩大 ， 设备进一歩完善 ， 医疗水平提高 。

由开平矿务爲主持建设的 中华
＇

医脘ｉＳ渐发展成为

华北地区著名 的外科暖院， 称开漆总医院 。

最初 ， 铁路 ．歸 、 矿务局 、 肩新洋灰公謂等各工

矿企业的医疗问题均 由开溁医院解决 ， 北宁铁路Ｓ

于 １ ９３０ 年 ， 在双凤 山南建设 了北宁铁路虜院 ， 医

腐藥由
一处铁爾舍鼻改建而成 ， 设内科和外料 ，： 隶

属于北宁铁路局 。 在铁路以南还新建一所防疫医豫

（國
１３ ） ｆｆ

３
．
１

．
４ 初级教育设施建设

＿ １ ２ 社会服务机知的位置图

團 １３ 医疗
；

设施分布＿

城市建设初期 ， 唐 山 的教育水平低下 ， 隨着

城市的犮展和人 口快速増长 ， 居民对学校的需求

刺激了唐山 初级教育设施的发展 ， 各工ｒ企业 、

外 国敎会 、 村公所相继开办小学 。 １ ９００
－

１ ９３ ０ 年

这 ３０
■ 年时间 内 ， 共创办 了３２ 所小学 （

． 大部分在

１９２ ０
—

１ ９ ３０年何建成 ） ， 其中有多所分布在唐 山

市 区外围的村庄：内
［
４

］

。 唐 山 市区范围 内各工矿企

业创办了 多所学校
Ｉ
例如 ：

１ ９ １８ 年京奉铁路＿：

在

唐 山铁路工厂东北创办的扶轮小 开平矿务局

创办的开漆学校 、 西北井初级中學， 启新洋灰公

司 创办的淑德女子学校 ， 华新纺织厂创办的华新

轉等ａ

唐山 的 中学也开始有所发展， １ ９２７ 年 ， 培仁女子学校增设初中班 ， 改称私立培 仁女子

中学Ｉ１ ９２９ 年淑德女子学我增设初中班 ， 改称开深淑德女子中学 （圈 ．１ ４
， 表 ｌ ） ｓ

图
＇

１４＃校位置图 【作者自绘 ）



表 １ 唐山市区学校创办情况概览

学校名称 时间 创办单位 地址

唐 山华英小学 １ ９０２ 英国基督教会 便宜街

同仁小学校 １ ９０２ 年 刘凯元 自家私塾改 乔屯附近

淑德女子小学 １ ９２ １年 启 新洋灰公司 启新洋灰公司老厂以南

同仁女子小学 １ ９０６
年 政府公立 乔屯大街

私立培仁女子学校 天主教会 广东街

淑德女子附属两级小学 １ ９２２
年 开溁 、 启新 、 铁路局 开溁唐 山矿以西

民 国学校 乔屯西大街

平 民学校 广东大街

扶轮学校 １ ９ １ ９ 年 京奉铁路局 铁路工厂东北

开溁两级小学 １ ９２４年 开溁矿务总局

西北井初级小学 １ ９２６年 开溁矿务总局 西北井工房区

福庄开溁初级小学 １ ９２９
年 开溁矿务总局 后王谢庄

私立开溁小学 １ ９３ １年 开溁矿务总局 广东大街西首

华新小学 １ ９２９
年 华新纺织厂

私立培仁女子中学 １ ９２７
年 天主教会 原培仁小学增设初中班

沟东第
一

小学 １ ９２７
年 沟东北大街

开溁淑德女子中学 １ ９２９
年 开溁矿务总局 原淑德小学增设初中班

３
．
１

． ５ 基础设施建设

３丄 ５ ． １ 供电

唐 山早期的 电力设施是各厂矿为满足 自身生产需求而建设的 。 １ ９ １０ 年启新洋灰公司创

办华记发电厂 ， 这是唐 山第
一

座专业发 电厂 。 华记发电厂位于启 新洋灰公司工厂内 ， 除 了用

于企业 自身 的供 电之外 ， 还负责铁路工厂 、 华新纺织厂 、 启新瓷厂 以及除开溁之外的其他各

企业供 电
［
６

］

， 并于 １ ９ １４ 年 向普通居民供 电 ， 成为唐山主要 的供电部门 ， 唐 山市民用 电 由此

开始逐渐普及 。 据当地人估计 ， 唐 山用 电灯的住户约 占十分之七 。

华记发 电厂的创建对唐山基础设施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影响 了华新纺织厂等工业企业的

选址 ， 还开启 了唐山 民用 电的先例 ， 对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 。

３丄 ５ ．２ 铁路支线

这
一

阶段 ， 唐 山市 内 的铁路线得到进
一

步的丰富和完善 。 各厂矿纷纷修建了地面铁路支

线 ， 连接厂矿和原材料供应地 ， 进
一

步方便了工业生产和对外运输 。



３
．
２ 城市规划干预

３
．
２

．
１ 城市 管理机构

这
一

阶段 ， 开平矿务局不再作为城市的主要管理机构 ， 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 ， 商会出现 ，

使商人与警察局
一

起 ， 共同参与唐山 的城市管裡。

３ ．２ ． １ ． １庸 山商会

商会是 由商人 良发组织形成的代表商人利益 、 促进社会发展的非政府机构 。 揍 山 的商会

成立于 １ ９０ １ 年 ， 结束于 １ ９４８ 年 ， 位于开平矿务肩 以东 的财神庙街 。 主要作甩是代表商人的

利益 ， 反对胡乱征税 ， 调和政府与商人 、 商人与百姓之间的矛肩 ， 除此之外 ， 商会还积极组

织募■ ， 参与唐 山 当地的 月艮务设施的建设 ^

３ ．２ ． １ ．２ ：庸 山警蠡局

唐山警察局是斑开平矿务琦早期组织成立的唐山警察发展而来的 。
１ ９０ Ｔ年 ， 唐 山警察

鼠ＩＥ式成立 ， 独立于开平矿务層 之后逐渐谩置了幵滦警察总所 、 警务总局 ｓ 唐 山胃所等

部Ｍ ， 警察崩４乎矿务鐘以北的广东街上 ， 负，责管輝唐 山 的治安 ．

３
＿
２

．
２
议

规划 师
”

开平矿务肩被英国人骗占之后 ， 周学熙作为启新洋灰公司的总办 ，
承担迳

一

时期城市规

划师的角色 ， 对唐 山 的 ；
１；业发展、 ！Ｈ间规划 、 人才谱１ 区域地位提开緣方面均做出 了 巨大

贝載 ■？

周学熙在唐 山 创办了北洋深州官矿有限公司 、 启新洋灰公司 、 启新瓷厂和华新纺织ｒ等

熏要Ｉ矿企业 ，基本确定 了近代唐 山 的工亚格ＪＭ也时决策直接影响 了这些Ｉ矿企业的选址 ，

对城市謂司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除此之外 ， 厨学熙还创办 了测绘学貧 ， 为唐 山培养人才 ， 并

积极引入外 国人才 ， 为唐 山 的工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ｍ

。

３
．
３ 城市建设特征

这
一

时期 ， 城市建设项目涉及生声ｓ 生活 、

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 。 居住Ｍ建设所 占 比例最

太 ， 工业次之 ， 商业再次 ， 文化 、 医疗 、 教育 、

社会服务．方面所占比例钕少 （ 图 １ ５ ） ｓ

从城市建设的具林执行者来看＞开溁矿务

总Ｍ、 启新洋灰公司 、 华新纺织厂等大型 ．工矿

企业 以及 商人和 平 民均参＝与到 城 市规划建设

中 ， 在企业的主导下 ， 各主体共同参与城市规

划建设 ， 大型企业餘 了 自身时建设之外 ， 还积

极参与教育 、 医疗 、 社会服务机构等服务设施

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 。

一

贫民

嘗 居住用地 （别Ｂ区 〉

居住片区 （ 着通市民 〉

教宵用地

Ｉ 商企用地

Ｅ 疗卫生用地

商住港合 用地 （级别较低）

文化设棚地

Ｉ 社会福利用地

國 ： １ ５ 城市用地及主姜建最布局图



４ 战争时期的城市规划干预

４ ． １ 城市规划干预

１ ９３３ 年 ５ 月
，
国 民党政府与 日本侵略者签订 了

《塘沽协定 Ｉ
， 将北京 、 天律 、 河北等她

的部分区县 （２２ 个县和唐 山矿区 ， 蓊皇岛港 ） 划为
“

非武装区＇１ ９ ３５ 年 ， 唐山开始直接受

日 本侵赂者统治 。

４
．
１

．
１ 唐 山设市

１ ９３ ７ 年 ， 唐山成为冀东 区域 的政治中心 。 为了便于管理和统淆赛东地区 ，
１ ９ ３ ８ 年 ， 唐

山设市 。

４
．
１

．
２ 城市 管理机构

唐山市公署蕞这
一

时斯庸山 的实际城市瞥理机构 ， 主导唐 山 的城市建设 ， 并制定 了城市

未来发展规划 ， 被称为
“

都市计划 ％

４ ．
１

．
３ 城市规划 方案

唐 山市公署在 １ ９ ３９ 年拟定 了ｉ唐 ，山市 区划分计划书旱案Ｌ 亭案中详细的评价 了唐．山设

市之前的城市建设情况 ， 说明 当时城市存ｆｔ的诸多 问题 ， 例如 ： 城市德理机构不完善 ， 警察

局只 管淆
＇

寅 ； 城市建设盲 目发展， 没有规律 ； 建

筑朝向没有规律 ， 隨意：建设的嚴屋挤＆道路 ， 致

使街道：狭窄弯Ａ ； 建筑简陋且密度较大 ， Ｍ住坏

境梭釋筹ａ 并指 出 ， 着不加 ６１干预 ， 开辟新的街

道 ， 住其发展ｊ 后果将不堪设想气

根据唐 山的实际情况 ， 制定初步规划方案 ，

规划期限 １ ５ 年 ， 分期执行》 称为
“

＇

都市计划气

主＿ ：容如下＊

１ ． 城市隹ｆｔ ： 重工业域市 。

２
． 功能分区 ： 根据城市当时 的建设情况和土

地资源条件 ， 确定工业沿陡河两侧发展ｓ 打破之

前多屬中茳陡河 以西的格歸ｖ 避开建成 区 ， 在城

市东甫空地新建居住区和商业区和工业区 ， 并修

建道路 ， 配备电力 、 上下水尋実眷的＿础设施 。

３ ．城市空间 ： 开辟新市区 ， 将城市东南部的其片空地 、 多个村擇舞农：田都划入城市范围 ，

进行新城规划建设 （舊 １ ６ ）
Ｐ

“

都市计划
”

是 日本侵略者对唐山 所做 的规划方 ：襄 ， 但是方案的主要举措是开辟新市

图 １ ６
“

都市计划
”

涉及范周

区 ， 针对混乱的建成区 ， 特别是居民生活区 ， 没有提出任何治理改进措施 ， 是片面的城市规

划方案 ， 该方案西为 日 本战畋投降没有全部执行 。



４ ．
２１９ ３５

－１９４５ 年城市建设活动

图 １７１９３ ５
－

１９４８ 年间城市用地布撤國 作翁 ：證绘 ）

大城山

居住用地 （ 别？区 ）

■ 教 自川地

■ 商 ｉｋ用地

＿ Ｅｆｆ卫生用地

文化
ｉ

ｆｃｆｅ用地

■ 社会福利用地

■ Ｉ 供电Ｗ地

１ 麿 山Ｍ钢所

２？山火 力＊电厂

４
．
２

．
１ 工业建设

战争时期 日本ｆｔ略者ｆｔ唐山新建了
一

些近代工业 ， 大肆掠夺资源 ， 为遗争提供便利 ， 其

中 ， 以唐山 制钢所最具规模 Ｑ 唐山制钢所于 １９ ４３ 年购地建厂 ， 厂址位子陡河东岸拥城子庄

（图 １７ ） ， 占她面积约 ２４ 万平方米 。 １ ９４４年 ８ 月厨部建成投产 ， 并继续钢厂．

的建设 。

４ ．
２

．
２ 基础设施发展

４ ．２ ．２ ． １ 供电系统

为了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 吏方便地掠夺资源和控制市 民 ， 日本餐略者对辑山 的 邮政、 电

话、 电力馨基础设施进行Ｔ大规模的改进 ， 并在唐 山新建了火力发电厂 。 １ ９３７ 年 以后 ， 日



伪先后强行接管 了开溁矿务局 、 启新洋灰公司 的 电厂和部分民营的 电力公司 ， 于 １ ９４ １ 年强

行征地 ２ ７０ 亩 ， 在唐山建设火力发电事务所 ， 建设京津唐统
一

供 电网络 。 厂址位于 陡河东岸

（ 图 １ ７ ） ， 该 电厂于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１ 月 向全市供 电 。

４ ．２ ．２ ．２ 市政道路

日本侵略者在重要商业街和工矿企业周 围修建 了 多条水泥路 ， 改善了唐山 的城市面貌 。

除此之外还修建 了唐山火车站
一一

胥各庄之间 、 铁路工厂
一一开平一一古冶之 间的公路 。

５ 结语

唐 山作为在近代因洋务运动而迅速崛起的
“

自发性
”

工矿城市 ， 其城市建设没有经过系

统的规划 ， 均是按需求 自发建设 的 ， 但是 ， 纵观唐山 的近代城市建设历程可见 ， 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 ， 城市建设活动均有不同的社会主体主导 ， 因主导城市建设的主体不同 ， 各个历史阶

段 内城市建设的重点也不相同 ， 唐山近代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干预情况的研宄 ， 为我国近现

代城市规划理论研宄提供 了宝贵 的案例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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