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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空间特色塑造指南

1 总则

1.1 目的

为进一步指导小城镇空间特色塑造，提升小城镇的城镇功能和

空间品质，编制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建制镇和乡集镇。

1.3 使用方法

各小城镇可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使用本《指南》。城乡规划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应首先遵从其相关要求。

2 基本原则

2.1 保持小城镇与自然的和谐

尊重小城镇原有的山水格局和自然资源，传承小城镇与自然有

机结合的特色风貌，形成良好的空间环境。

2.2 保留小城镇历史成长的印记 

保护传统空间格局和具有公共历史记忆的场所、建筑，传承地

域文化，保留并传承传统的生活记忆和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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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化小城镇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关注小城镇空间与居民生活需求的关系，保持人性化的空间尺

度，创造更加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

2.4 体现小城镇地域特色与活力

注重在小城镇建筑、环境设施、景观绿化等方面体现地域特色，

积极培育富有活力和地方特色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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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指引

3.1 保持小城镇与自然的和谐

3.1.1 内涵与内容

小城镇应与自然环境相“顺应、呼应”，使人、自然、小城镇三者

“关系亲和、心理亲近、尺度亲人”，并依托利用现有山水田园格局，

更好地融入周边自然环境。

图1 顺应山水格局展开小城镇建设示意

3.1.2 小城镇布局与自然山水的关系

小城镇布局应顺应周边山水格局，避免小城镇与自然环境在布

局形态上产生割裂。

a） 顺应自然的小城镇布局 b） 与自然割裂的小城镇布局

图 2 小城镇布局与自然环境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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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河道为脉络的小城镇平面形态示意 b）以山体为脉络的小城镇平面形态示意

倡导以现状的地形地貌和景观特色要素为脉络，依形就势地组

织小城镇空间，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的小城镇布局和形态。

图 3以现状地形地貌和景观特色要素为脉络的小城镇平面形态示意

小城镇在规划布局

时，应尊重原生自然环

境本底，避免对原有的

自然、山水形态作较大

的改动，实现自然山水、

田园环境与人工建设有

机交融。

图 4 小城镇布局与水系关系示意

a）顺应原有的水系形态进行布局

b）改变原有的水系形态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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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小城镇边缘空间的过渡

小城镇的边缘部分总体上应呈现出房屋密度逐渐降低，而自然

要素逐渐增多的过渡状态。

图5 小城镇边缘示意

3.1.4 人工天际线与自然天际线的协调

具有优美自然天际线的

小城镇，应注重人工天际线与

自然天际线的协调，人工天际

线不宜破坏自然天际线。
a）人工天际线低于自然天际线

b）人工天际线与自然天际线交叉

c）人工天际线高于自然天际线

d）人工天际线与自然天际线同高

图 6 人工天际线与自然天际线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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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景观视廊的通透性

倡导结合河流、道

路、街巷等形成能观山赏

水的景观视廊。在景观视

廊范围内应避免出现遮

挡视线的大型物体，以免

影响观景效果。

图 7 景观视廊布局示意

a）通透的景观视廊

b）大型广告牌遮挡视线

自然山水及公园周

边建筑宜为多层、低层，

如果必须布置高层，宜采

用点式建筑形式。

b）板式高层遮挡自然山水

a）宜布置低层、多层或点式建筑

公园

板式高层
高层

板式高层

公园

高层

点式高层

多低层

公园

高层

多低层
公园

图 8 山体与建筑布局关系示意



视线通廊的宽度不

宜小于15米，可结合道

路、公共绿地等设置，两

相邻通廊间距不宜大于

80米。

图9 视线通廊示意

道路

D≥15m D≥15m
D≤80m

公园

3.1.6 自然山水景观周边空间的使用

鼓励在沿山滨水地

区设置公共开敞空间，并

布置文化娱乐、旅游和零

售等功能。

a）山麓边缘布置公共开敞空间

图 10 自然山水景观周边功能示意

d）沿山建筑布局封闭

c）沿山建筑布局较通透

自然山水及公园周

边的建筑布局宜开敞通

透，应提供适当的视线通

廊以避免自然景观被连

续展开的建筑物遮挡。

图 8 山体与建筑布局关系示意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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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山滨水景观地

区应避免出现与景观环

境不协调的土地用途以

及建筑物、构筑物。

b）山水景观地区不协调的水利设施

图 10 自然山水景观周边功能示意 (续 )

c）山水景观地区布置有污染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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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自然山水景观周边建筑的协调

自然山水周边的建

筑宜结合自然要素等灵

活布置。建筑形式宜充分

体现地域特色，并在建筑

风格、体量、材质等方面

与自然山水环境相协调。

a) 建筑布局顺应自然山水

图 11 自然山水景观与周边建筑协调方式示意



b) 垂直绿化

图 11 自然山水景观与周边建筑协调方式示意 (续 )

c) 覆土建筑

3.1.8 临山建筑场地的整理

对于较大起伏的地

形，场地整理应利用原有

的地形地势，建设场地平

整宜顺应原有地势，避免

简单粗暴的大开挖、大回

填。

a）整理前的场地

b）较差的整理方式

c）较好的整理方式

图 12 临山建筑场地整理示意

鼓励在自然山水景

观周边的建筑点缀自然

要素。倡导在自然山水景

观周边建设与自然相融

合的生态建筑、覆土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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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临河建筑的布局

临河建筑退距宜进退开合、错落有致，营造多样化的亲水公共

活动空间和高低错落的沿河界面。主要滨河地区应避免单一类型建

筑连续布局过长，节点位置的建筑类型、高度、形式等宜适当变化。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绿地/广场绿地/广场

a）临河建筑进退开合，营造多样化滨河空
间

b）临河建筑形式多样，塑造出丰富多元的
沿河界面

图 13 临河建筑景观布局示意

c）临河建筑退距划一，布局呆板 d）滨河纯居住建筑连续布局过长，
临河界面单调乏味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

图14 地标景物设置示意

3.1.10 地标景物

结合自然山水设置地标景物（如塔、廊、亭等），既可达到强化显

山露水的目的，又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a）水上廊桥形式的地标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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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体现传统文化的街巷示意

a）体现传统文化的水街

3.2 传承小城镇地域文化脉络

3.2.1 内涵与内容

小城镇应注重对

具有传统及文化价值

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

进行保护与利用。

b）体量过大的地标景物

图14 地标景物设置示意（续）

地标景物的选址、

体量以及形式等必须

经过认真的推敲和设

计，以免出现遮挡山水

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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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体现传统文化的街巷示意（续）

b）体现传统文化的老商业街

加强对承载生活

印记与公共记忆的传

统街巷、场所、建筑等

物质空间载体的再利

用，延续和传承小城

镇传统的生活形态。

3.2.2 原真性

小城镇历史遗存

的保护、修缮应坚持

维持原貌、原形的原

则。

a) 修缮前

图 16 历史遗存修缮示意

b) 修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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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盲目仿古，特

别防止刻意恢复某个

历史时期的风貌。应在

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

理解与研究的基础上，

塑造传承传统、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景观风

貌。避免采用过于简单

的符号化处理方式随

意“创作”。

b) 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风貌

图 17 特色风貌塑造示意

a) 传承传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风貌

老镇区的改造严

禁采用大拆大建的改

造方式，应优先采用保

存肌理、保护格局等有

机更新的方法，不随意

拓宽马路，破坏老街。

图 18 应当避免的大拆大建式改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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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等；保护历史建筑和历

史环境要素（如古牌坊、古

桥、古井等）；保护一定历

史时期（包括建国后）有代

表性的建（构）筑物（如老

住宅、供销社、影剧院、粮

库、水塔等）；保护树龄较

长，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

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古

树名木。

a) 古树

c) 老粮库

b) 古牌坊

图 19 具有历史价值的要素保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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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完整性

严格保护老镇区

的总体空间格局、传统

街巷、连片的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以

及能够比较完整、真实

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

传统风貌或民族特色、

地方特色的地段。反映

小城镇特定发展时期

特征的街巷空间应予

以保留，遭到破坏的老

街鼓励保留其名称和

总体格局。传统生活空

间文化特征应尽可能

完整传承。

a) 老街

b) 老茶馆

图 20 传统街巷空间保护示意

c) 有特色的街巷空间

15



a) 传统集市

b) 传统戏台

图 21 生活节点空间保护示意

3.2.4 总体风貌传承

注重传承地域文

化，塑造特色风貌，体

现小城镇特有的个性

与气质。避免千镇一

面，避免盲目求洋求

怪，一味照搬、模仿与

当地小城镇风貌不协

调的建筑物、构筑物

等。
a) 千镇一面的建设

图 22 特色风貌塑造错误做法示意

保留在小城镇居

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的生活节点空间和非

物质文化场所，如集

市、桥头、廊巷、庙宇、

戏台等。

16



避 免 多 种 建 筑

风格杂糅的现象，造

成小城镇风貌支离破

碎。

b) 照搬欧式广场纪念碑

图 22 特色风貌塑造错误做法示意 (续 )

c) 模仿欧洲建筑风格

d) 多种建筑风格混杂

17



3.2.5 新老镇区衔接

注重新老镇区的

有机联系与过渡，避

免跳跃式建设造成小

城镇空间割裂。

b) 割裂跳跃式建设

a) 有机联系与过渡

图 23 新老镇的衔接示意

3.2.6 新旧建筑的协调

注重新老建筑风

格、色彩、高度、体量

的协调。

图 24 新旧建筑关系示意

a) 新建建筑风格与老建筑不相协调

b) 新建建筑高度与老建筑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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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新旧建筑关系示意（续）

c) 新建建筑色彩与老建筑风格迥异

d) 新建建筑体量与老建筑不协调

3.2.7 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在保证历史文化遗存得到妥善保护的前提下，鼓励将其作为特

色景观开放空间、公共活动场所等进行活化利用。可根据情况采用

多元方式，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建筑、景观、小品等设施中。鼓励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空间的良性互动。

a) 遗址公园示意

图 25 历史文化遗存利用示意

b) 历史桥梁成为当代公共空间的景观

19

注重新老建筑风

格、色彩、高度、体量

的协调。



3.2.8 历史文化遗存周边的协调

图 26 历史文化遗存与开放空间关系示意

b) 历史文化遗存与开放空间系统相分离

a) 历史文化遗存与开放空间系统相融合

以妥善保护为前提，

倡导在历史文化遗存周边

布置特色景观开放空间、

公共活动场所等，实现历

史文化遗存的活化利用与

新功能的发展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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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存周边相邻的地块严禁出现不协调的功能，如有污

染工厂、危险仓库、占地较大的基础设施等。

图 27 历史文化遗存周边出现不协调的工厂示意

严格控制历史文化遗存周边的视线廊道，避免在视廊、视域中

出现不协调、大体量的建筑。

图 28 历史文化遗存与周边建筑关系不协调示意

a) 古街视廊不合时宜的大体量建筑 b) 视廊不协调的大体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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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塑造小城镇空间特色体系

3.3.1 内涵与内容

小城镇空间特色涉及自然禀赋、历史人文、经济产业、空间形态

等诸多内容，应围绕“地方性”重点展开。

图 29 依据自身禀赋塑造小城镇特色示意

a) 在山体水系周边强化小城镇的特色风貌

3.3.2 特色塑造的重点区域

鼓励在山体、水系等景

观风貌较好的区域周边强

化小城镇空间特色。

图 30 特色塑造重点区域示意

b) 小城镇中心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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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小城镇主要出入口

特色风貌塑造，突出小城镇

道路两侧绿化、建筑特色风

貌塑造，突出小城镇中心节

点、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特色

风貌塑造，突出历史文化遗

存周边地区特色风貌塑造。

d) 小城镇出入口

图 30 特色塑造重点区域示意 (续 )

c) 小城镇道路两侧

e) 历史文化遗迹周边

3.3.3 特色塑造的方式

应利用现有自然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传统

文化和产业特色，延续历史

脉络，彰显和体现小城镇空

间形象。

a) 立足于当地的特色风貌

图 31 小镇特色塑造方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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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建建筑中融入传统建筑元素

b) 与小城镇文脉不符的山寨欧式建筑

图 32 建筑特色塑造示意

3.3.4 建筑特色的塑造

建筑风貌应传承小

城镇的文脉，注重对独

特的地域文化加以创新

性体现。避免简单照搬

照抄外来的建筑形式、

符号，避免出现奇奇怪

怪、与原有风貌格格不

入的建筑物。

b) 照搬欧洲风格

图 31 小镇特色塑造方式示意

应利用现有自然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结合

当地传统文化和产业特

色，延续历史脉络，彰显

和体现小城镇空间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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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符合小城镇特点的城市化景观

a) 具有乡土特色的绿化景观

图 33 绿化景观特色塑造示意

3.3.5 绿化景观特色的塑造

小城镇的绿化景观应避

免片面模仿大城市现代园林

景观。小城镇绿化品种宜选

择种植养护成本低、适应性

强的乡土树种和地被植物，

形成层次丰富、季相分明、地

方特色鲜明的绿化景观。保

持地形地貌、自然植被的原

生性，倡导自然生态地利用

山体、水塘、树林等资源。

3.3.6 环境设施、细部特色的塑造

小城镇的街道家具，如

景观小品、座椅、指示牌、路

灯、垃圾桶、地面铺装等应体

现地域特色与文化，具有较

好的标识性。

a) 使用乡土材料建成的景观小品

图 34 环境设施、细部特色塑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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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周边建筑不协调的欧式景观小品

b) 体现传统文化的景观小品

图 34 环境设施、细部特色塑造示意（续）

图 35 保护优化小城镇生态环境示意

3.4 保护优化小城镇生态环境

3.4.1 内涵与内容

小城镇本身具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应严格保

护生态用地，并尽量采用

低影响、低冲击、低干预

的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

受到一定破坏的区域，则

应采取生态修复的方式

进行改善。

小城镇的街道家具，

如景观小品、座椅、指示

牌、路灯、垃圾桶、地面

铺装等应体现地域特色

与文化，具有较好的标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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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预留生态用地

图 36 生态用地控制示意

3.4.2 生态系统保护与控制

小城镇规划布局应

预留一定比例的绿地、水

系等生态用地，避免随意

侵占。

b) 沿河建筑侵占河道，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注重“点、线、面”各类生

态用地系统设计，形成网

络化的生态系统。

图 37 网络化的生态系统控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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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低碳交通方式示意

a) 公共自行车 b) 电动车充电桩

3.4.4 低碳交通方式

鼓励在小城镇发展公共自行车、电动车等低碳交通方式。

3.4.3 生态型绿化景观

倡导建设自然适用

且养护成本低的绿化景

观，尽量减少建设生态功

效低、工程造价高的人工

大草坪、人工水景，避免

移植大树。绿化景观应自

然简朴，以本地适生品种

为主，与小城镇环境相协

调。

图 38 生态型绿化景观示意

a) 自然适用的绿化景观

b) 不适宜的人工大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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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可再生能源利用

鼓励小城镇因地制宜

地使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

生能源。

图 40 可再生能源利用示意

a) 太阳能利用

b) 风能发电

3.4.6 “海绵城市”理念应用

结合小城镇空间特色

塑造，应用“海绵城市”理

念，因地制宜的设置雨水花

园、植草沟、生态护坡、软质

驳岸等。

b) 设置缺口的路缘石

a) 雨水花园风貌示意

图 41 “海绵城市”相关技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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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海绵城市”相关技术示意（续）

e) 道路形式示意

采用硬质护坡形式的道路，路面雨水
无法自然渗透至两侧地面。

采用路缘石的道路，不利于路面雨水
向两侧地面自然渗透。

采用自然缓坡地坪形式的道路，路面
雨水可以自然向两侧地面渗透。

d) 驳岸形式示意

软质驳岸

硬质驳岸

c) 雨水花园结构示意

最大蓄
水高度

蓄水池设计
平均水深

雨水花园深度

植物
蓄水层

树皮覆盖层

种植土层

人工填料层

砂层

砾石层穿孔层

植物

蓄水层

树皮覆盖层

种植土层

人工填料层

砂层

砾石层

最大蓄水高度

蓄水池设计平均水深

雨水花园深度

穿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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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生态环境修复

对遭到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尽量通过植树造林、复垦复绿、退田

还湖、污染治理等手段进行修复。生态修复宜结合特色开放空间、景

观节点共同开展。

a) 围湖造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b) 退田还湖修复了生态环境

图 42 生态环境修复示意

c) 某采石场旧貌 d) 生态修复后采石场成为景观点

图 43 尺度宜人的小城镇示意

3.5 营造小城镇宜人舒适空间

3.5.1 内涵与内容

关注小城镇空间与居民

生活需求的关系，打造宜人

的小城镇空间尺度，创造更

加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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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体量失衡的空间元素示意

3.5.2 整体空间形态

整体空间形态中避

免出现形态突兀、体量

失衡的空间元素。

3.5.3 公共活动空间尺度

不宜设置尺度过大

的广场、绿地，避免土地

资源浪费、空间利用率

低下，宜采用小尺度绿

地、小游园、小广场等形

式，增强可达性，提高居

民利用效率。

图 45 适宜的公共活动空间尺度示意

b) 尺度过大的广场绿地

a) 尺度适宜的公共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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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道路间距

小城镇镇区的道

路间距不宜超过200

米。

图 46 适宜的道路间距示意

D＜200m

200m

图 47 道路尺度示意

b) 过宽的道路a) 尺度适宜的道路

3.5.5 主要道路宽度

规划人口3万人以下的小城镇镇区新建主干道红线宽度最大不

宜超过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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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街道宽高比空间效果示意

D/H=1.5 街道空间

D/H=2.5 街道空间

D/H=2 街道空间

D/H=3 街道空间

3.5.6 街巷空间尺度

倡导在小城镇中形成空间界定感较强的街道空间。小城镇街道

宽高比例（D/H）宜在1:1左右，从而营造亲切宜人的空间效果。

D/H=0.5 街道空间 D/H=1 街道空间

对于现有尺度过

大导致空间比例失调

的街道，通过改变道

路断面形式，设置具

有一定高度的环境小

品、种植树木等措施

进行改造，恢复宜人

的空间尺度。

图 49 街道空间改善示意

b) 种植树木改善街道空间

a) 改善前的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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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建筑尺度

小城镇的建筑尺度

应与小城镇空间相协

调，避免片面化追求单

体建筑的“标志性”或

“超前性”而造成与环境

的不协调。小城镇建筑

宜优先以低层、多层为

主，确需布局高层建筑

的，宜采用点式布局，并

适度集中。

图 50 建筑尺度示意

b) 大尺度的高层建筑与小城镇空间不协调

a) 协调的小城镇建筑体量示意

图 51 适宜的建筑面宽示意

低层、多层建筑连续面宽不宜超过80米，高层建筑连续面宽不

宜超过40米。

L≤80m

低层、多层

高层

L≤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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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沿街建筑立面

沿街建筑风貌应保持总体风貌协调，统筹规划沿街建筑高度、

色彩、材料、檐口线、线脚、开窗形式、尺度，协调沿街建筑室外设施

（如广告牌、建筑物上的各种标识、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的设

置，但应注意避免重复雷同、单调乏味。

b) 建筑界面协调中有变化a) 建筑界面重复雷同

c) 沿街建筑立面协调

d) 建筑界面单调乏味 e) 杂乱无章的广告牌、标识造成沿街景
观混乱

图 52 沿街建筑立面协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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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休憩空间

休憩空间的设置应符合动态及静态康乐用途的功能需求。在休

憩用地内，应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如座椅、凉亭、厕所等，方便

居民使用。鼓励休憩用地与公共步行系统直接相连，以便居民前往。

图 53 休憩空间设置示意

b) 优美便民的休憩空间

a) 休憩用地选址

较差的休憩用地选址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公共建筑

休憩空间 休憩空间

休憩空间休憩空间

较好的休憩用地选址

较好的休憩用地选址 较好的休憩用地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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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慢行系统效果示意

3.5.10 慢行系统

小城镇应重视发展

慢行系统，并与公共活

动场所、服务设施等配

套有机衔接。

3.6 培育小城镇多元发展活力

3.6.1 内涵与内容

小城镇的活力有赖

于居民的生产、生活等

行为活动的使用与聚

集，并与小城镇居民的

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小

城镇的活力空间往往具

有功能混合、空间复合、

尺度宜人等特点。

图 55 有活力的小城镇生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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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用地布局的适度混合

小城镇的用地布局

宜适度混合，有利于各

种地块功能之间的沟通

与联系，增强小城镇活

力。

图 56 适度混合的用地布局示意

b) 被割裂的用地

a) 用地适度混合

居住

居住

商业

商业商业

绿地

居住

居住

居住

居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业

绿地

居住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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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河
流

河
流

绿
地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公
共
设
施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河
流

河
流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b) 路网+水网

c) 路网+水网+绿网 d) 路网+水网+绿网+慢行系统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河
流

河
流

绿
地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公
共
设
施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居住街坊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河
流

河
流

绿
地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公
共
设
施

绿
地

居住街坊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居住街坊

e) 路网+水网+绿网+慢行系统+公共设施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河
流

河
流

绿
地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公
共
设
施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公
共
设
施

居住街坊

3.6.3 基础设施网络的复合建设

小城镇的慢行交通、公共

设施、道路、绿地、水系等网络

系统宜采用复合化的建设模

式，高效地满足居民的日常生

活需求。

图 57 多网复合布局示意

a) 路网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河
流

河
流

绿
地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慢
行
道

公
共
设
施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居住街坊

40



图 58 公共设施布局示意

a) 镇区级公共设施

b) 基层社区级公共设施

3.6.4 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配置

镇区人口在3万人以

上的小城镇，宜设置镇

区、基层社区两级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镇区人口少

于3万人的小城镇，应至

少有完善的镇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镇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应适度集聚，基层

社区级公共设施应结合

居住区布局。

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

避免简单的“沿街一层皮”。

图 59 公共设施布局方式示意

超市 绿地

邮局诊所

菜场特色店 超市

邮局

菜场 银行

医院 菜场邮局银行

行政服务

集中商业

b) 过于分散的
公共设施布局方式

c) 过于集中的
公共设施布局方式

a)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公共设施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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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共服务建筑的复合使用，形成多种功能（文化、休闲、运

动等）整合的综合活动中心，以利于集约用地、节省造价、增加活力。

图 60 多种功能整合的紧凑型综合活动中心示意

b) 不同功能的建筑分散布局a) 多种功能在同一建筑中复合

图 61 小城镇特色产业空间示意

a) 以观光农业为特色的小城镇 b) 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小城镇

3.6.5 特色产业空间的创新培育

小城镇的产业发展要找准定位、挖掘特色，有机叠加文化、历

史、旅游等资源，善用“互联网+”创新思维，营造创业创新环境，保持

小城镇活力，带动镇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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