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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城市设计中城市特质的挖

掘 、 彰显与落实研究

——以义乌为例

袁海琴 叶 芊 马晨吴炜

提 要全球化时代城市个性丧失 、 风

貌趋 同 背景 下 ，
城市特质 的研究 日 益重

要。 总体城市设计是城市特质塑造的统领

性规划层次 ，
城市特质的挖掘 、 彰显和落

实 是 总体城市设计 的 工作主 线和核心 内

容 。 结合义乌总体城市设计案例 ， 首先探

讨城市特质挖掘方面的 内容与技术方法
，

认为城市特质来源 于 自 然环境 、
地方文化

和时代特征 ， 在挖掘和提炼 中结合可量化

的空 间分析 、 大数据的分析手段等进行提

炼总结 。 其次 ， 总体城市 计 中的特质彰

显从结构和要素两个层面展开。 最后 ，
主

要通过设计导则 与 行动导则将城市特质的

内容予以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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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城市特质与总体城市设计

１ ． １ 城市特质

１ ． １ ．１ 概念内涵与 比较

（ １ ） 城市特质的概念

城市特质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 的独特之处所在 ， 由城市所处 的地域传

统 、 山水本底 和社会环境等内在综合特质要素主导 ， 由 内 而外表现为城市物质空间

的个性化特征 ：

（ ２ ） 城市特质与城市特色

相对而言 ，

“

城市特色
”

是业内应用更为普遍的概念 ， 在城市设计研究领域有不

少相关研究 ，
大多学者认同

“

城市特色
”

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所表现出 的意

向 ， 也包括外显的物质意 向和内涵的非物质意向两部分 （卢济威 ， 等 ， ２０ １ ３ ） ＝

相较于
“

特色
”

的概念 ，

“

特质
”

更 强调事物 内 在的性质或品性 （ 李金 和 ．

２０ １
４

） ， 本文选用
“

城市特质
”

的概念是认为 ， Ｍ然在城市规划领域两者所指大致类

似 ， 但是
“

城市特质
”

更为强调从 内而外的内涵 ． 相较于
“

城市特色
”

更加能够表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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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城市独特特点的本质属性 。

１ ． １ ．２ 相关研究概述

城市特质 （城市特色 ） 是全球化时

代城市个性丧失 、 风貌趋同背景下的热

门研究内容之
一

。

一

些研究在定义其内

涵外延的基础上 ， 主要探讨 了在不同层

面城市特质的塑造途径 ， 如总体宏观层

面城市特色塑造 的探索 （ 汪坚强 ， 等 ，

２００４ ； 张颖
，
等 ， ２００６ ） ， 中微观层面的

通过公共空 间特色塑造 、 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与发扬等作为典型的城市特色塑造

路径 （ 卢济威 ， 等 ， ２０ １ ３ ） ， 还有在相关

专项规划 如绿地系统规划 中城市特色的

塑造等 （
王浩 ， 等 ， ２００７

） 。 另外
一些研

究更具批判性 ， 认为城市特色 以历史传

承为 主 ， 很难通 过现 代城市规划来获

得 ， 塑造城市特色的要旨是设定公共性

的审美选择 ， 并有适度的集权加 以保障

（ 王世福 ， ２００９ ） 。 薛 立新等也认为城市

设计无法解决城市特色危机问题 ， 需要

从社会根源角度分析城市特色危机的产

生根源和可行 治本性措施 （ 薛 立新 ，

等 ，
２０

１
２ ）

１
．
２ 总体城市设计

总体城市设计以城市整体空间环境

为研究对象 ， 对应于总规层面的城市设

计为总体城市设计＼ 可作为总规的专项

也可单独编制 。 在 １ ９９０年代左右总体城

市设计从深圳 、 唐山 等城市开始早期实

践 ， 进而推广到其他城市 ， 近年来特别

是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之后 ， 总体城

市设计的重要性和关注度与 日显现 。

总体城市设计的相关研究涉及技术

方法和思路 、 编制 内容框架 、 实施落实

等方面 。 编制 内容从
“

泛化
“

的包揽式

设计转 向结构性 的核心 内 容 （ 单峰 ，

等 ， ２０ １０
；
高源 ， 等 ， ２０ １ １ ； 杨震 ，

等 ，
２０１ ５ ） 。 技术方法 上从

“

经验判断
”

走向
“

客观定量
”

， 定量分析方法受到关

注 （杨一帆 ， 等 ， ２０ １０ ；
王建国 ， 等 ，

２０ １ １） 。 而规划实施以转译为法定规划途

径为主 ， 由于成果存在难以有效转化为

规 划 设计要 求 的 问 题 （ 赵 勇 伟 等 ，

２０ １０ ）
， 无法准确转译为法定规划及建设

管理的语言 ， 导致设计导则往往汆之高

阁 （段进
，
等

，
２０ １ ５ ） ，

１
．
３ 城市特质与总体城市设计

１ ．３ ． １ 总体城市设计是城市特质研究的

重要层次

城市特质的研究 ， 对应于城市空间

尺度与城市设计范围的层次性 ， 可以分

为宏观整体层面 、 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等 。 总体城市设计作为 以城市整体为研

究对象的城市设计 ，
是城市特质研究的

重要层次 ， 起总体定位和整体统领的作

用 。

１ ．３ ．２ 城市特质是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

基点和主线

关于总体城市设计 了：作主线和核心

内容的理解经历 了
一

个转变的过程 ＝ 从

争期包揽式设计 、

“

泛化
”

现象 ， 逐渐认

识到总体城市设计不是全体城市设计 ，

不是把不同 片区城市设计拼凑起来就是

总体 ， 近年来更关注其整体性和结构性

的问题 ， 单峰等主张核心为
“

城市特质

空间
”

的建构 （单峰 ， 等 ， ２０ １０ ） ， 高源

等强调
“

结构性的控制和把握
”

（ 高源 ，

等 ， ２０ １ １ ） ， 杨震等认为应对
“

总体受控

结构
”

和
“

重点空间要素
”

提出构想和

优化措施 （杨震 ， 等 ， ２０ １ ５
） 。

城市特质的研究是总体城市设计的

Ｔ作基点和 主线 。 新发布的 《城市设计

管理办法》 中认为总体城市设计的核心

工作包括 ： 确定城市风貌特色 ． 优化城

市形态格局 ， 明确公共空间体系 ， 建立

城市景观框架 ， 划定城市设计的重点地

区 。 可以看到首要工作是要确定城市的

风貌特色 ， 而城市的风貌特色并非随意

可 以确定和规划的 ， 城市是一定历史进

程 、 地域文化 、 生活人群的集合 ， 在城

市空间风貌上 的特色塑造必定是其城市

特质的强化和彰显 。 在全球化的今天 ，

处于全球网络中的城市 ， 其发展根本要

义 在 于其经济 发展不得不链接 全球 网

络 ， 而其城市建设的最高境界则在于强

化 、 彰显 自 身特质 。 在城市特质研究和

风貌特色确定的基础 ｈ ， 依据其 自 身特

点 ， 从整体层面梳理 、 制定城市整体的

形态格局 、 景观框架和公共空间体系 。

因此 ， 城市特质的研究是总体城市设计

工作的基点 ， 也是主线 ， 贯穿于其核心

内容的确定上 。

对城市特质的挖掘 、 彰显与落实贯

穿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前期研究 、 方案制

定 、 成果 实施的各个阶段 。 在前期阶

段
，
通过对城市历史文化 、 自 然山水等

的基础调研和多方式研究 ， 挖掘和提炼

城市特质 的核心 内涵 。 在方案工作阶

段
，
主要任务就是从 目 标 、 整体格局 、

风貌结构等整体层面找到更好彰显城市

特质的结构框架 ， 并在重要的要素层面

予以 细化和引 导 。 而在成果实施阶段 ，

即通过设计导则和行动指引等将城市特

质的内涵进行转化和落实 。

２总体城市设计中城市特质的

挖掘

２ ． １ 城市特质的挖掘与提炼

２ ． １ ． １ 城市特质的来源

总体城市设计的首要工作重点是对

城市特质的理解和把握 。 把握一座城市

的特质不仅要看到其不同之处的
“

表
”

，

更应该参透其映射的 自 然 、 文化 、 社会

环境的
“

里
”

。

一般来讲 ， 城市特质的来

源有三方面的内容 ： 自然环境 、 地方文

化和时代特征 。 首先 ， 自然环境是形成

城市特色空 间的基础 ， 许多城市都有其

独特的 自 然条件 、
地理环境 ； 其次 ，

地

方文化体现为物质 和非物质两个方面 ，

亦是城市特质的重要来源 ； 第三 ， 城市

特质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 ，
它反映着时

代的特点 ， 城市特质空间所回应的是时

代进步的声音 ， 它也许是新兴的产业 ，

也 许是创新 的思 维 （ 杨保军
，
等 ，

２０ １３ ） 。

以义乌为例
，
其城市特点鲜明 ， 城

市特质也可从这三个方面
“

追根溯源
”

：

义乌地处浙中金衝盆地 ， 被浙中山 系环

抱 ， 形成
“

远山 为屏 ， 缓丘为邻 ， 城缀

其间
”

的格局 ， 身在城市 可得山 水之

美 （ 图
１

） 。 但是山 多地少 ， 土地贫瘠 ，

而且交通区位在很长时期都较差 ， 这片

土地 孕 育 了 独特的 乌 伤文化 和人文 精

神 ， 春秋 以来的 尚文 、 尚 勇 、 尚利 传

统 ， 使得这里兴商贾
，
重孝 道 ， 盛 文

风 ， 尊勇武 。 义乌人精明务实 ，

“

勤耕好

学 、 刚正勇 为 、 诚信包容
”

这 １ ２个字是

义乌精神的真实写照 ， 而正是因为义乌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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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义乌江远眺之义乌山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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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义乌城市空间肌理分布与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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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人文精 神的推动和发展 ， 创造 了

改革开放 以来令世人瞩 目 的经济 奇迹 ，

成为最具活 力的全球小商品之都 。

２ ． １ ．２ 城市特质的空间分析

城市特质的总结可以是通俗的语言

或者抽 象的形容 ， 而从城市空间载体的

角度 ， 则需要一系列可分析的
“

技术解

读
”

（ 张颖 ． 等 ． ２００６ ）
， 将这些抽象的

总结化为可分析 、 可量度的城市设计要

素 当前城市规划 Ｅｌ作 日益 向公共政策

的属性转化 ，

“

可分析 、 可量度
”

的空间

载体 ， 也是城市特质空间可彰显 、 可管

控的前提

比如义乌是
一座

“

建在市场 卜．的城

市
”

， 商贸城市的市场活力是其根本 ， 对

于义乌
“

活力之本
”

的空间分析中 ， 具

体分析了以
“

四层半
”

为代表的 多层高

密的街区 比例 、 次 支路网 （ 街巷 ） 的路

网密度等量化指标 ： ①开放混合的
“

四

层半
”

社区是商 贸活 力 的源 泉 ， 这些多

层高 密的城市肌理集 聚在大 市场周 边 ，

承载大市场的功能外溢 ， 是小商品行业

配套的承载地 据统计多层高密度基底

占整 个空间 的比例达到 ８３％ ， 这不仅在

业态 上改变 了义乌 ， 也形成 了义乌的空

间特色 ； ②多层高密 的空间基底之上形

成 了 高密度的路网 （市政道路与开放式

宅 间 路的 整 体 道路密 度达 到 Ｉ ４ ． ６ｋ ｍ／

ｋ ｍＯ ， 构成了城市的毛细 系统 ， 组织着

丰 富的街道生活 ， 这就是义 乌的活力之

本 （图 ２ ） 。

２ ． １ ．３ 城市特质的总结与表达

对于城市特质的总结 ， 规划师往往

需要从专业角 度凝练出 简洁 、 通 俗 、 朗

朗 ｔ 口 的语汇 ， 便于理解 、 记忆和传

播 ， 并且有效地成为人们的共识 ：

以义

乌为例 ， 经过 系统分析和多轮讨论和征

求意 见 ， 从 自 然环境和地方文化和时代

特征 出发 ， 最终将义乌城市特质概括为
“

活力之本 、 山水之美 、
乌伤之韵

”

这十

二个字 。

２ ．２ 挖掘城市特质的方法与途径

城市特质的挖掘的
一

般方法包括 ：

通过现场调研 ， 实地认知城市空间与环

境的特征 ； 通过文献资料和相关学术研

究成果的阅读 ， 梳理城市空间形成逻辑

及文 化脉络 ； 通过公众问卷 、 心理地图

绘制等 ， 了解 本地市民 、 外地人群对城

市特质的认知情况 利用 ｔＪｉ方法能够

快速的摸清城市现状特征 ， 但存在 如下

问题 ：

一

是受限于调研样本的选取 ， 其

结论有
一定可能以 偏概全 ， 不能准确反

映城市特质的总体特征
；
二是有限的调

研时长将影响研究深度 ， 使得对于城市

特质中 内涵的非物质意象认知解读不足 。

针对上述问题 ， 义乌总体城市设计

将以下两种方法纳人到城市设计的挖掘

过程 中 ：

一是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 利

用其全样本优势 ， 针对总体城市设计研

究 大尺度 、 全 檀盖的特点 ， 较为全面和

客观地反映公众对城市空间的感知 和结

构判断 。 具体包括 ， 通过大众点评 、 高

德地图的数据 ， 分析城市各类功能业态

的分布特征及活跃状态 ， 并最终应用于

识别重要节点与路径 、 评估城市活力等

方面 ； 通过对网友上传图片 、 街景地图

等城市影响图 片的量化评价与研究 ， 分

析城市环境风貌 的品质及特色 。 二是注

重 对文化人 士的访谈 ， 如 文史 研究 专

家 、 艺术家 、 作家等 ， 借助其专业研究

领域挖掘城市的精神 内涵 ， 往往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３总体城市设计 中城市特质的

彰显

总体城市设计的核心 Ｔ作是对城市

宏观－中观层面的框架性构想与引 导 （杨

震 ， 等 ， ２０ １ ６ ） 。 义乌总体城市设计中 ，

总结为
“

结构层面 －要 素层面
”

两 个层

面 ，

“

结构层面
”

对城市总体框架提出

构想 ，

“

耍素层面
”

对重点空间要素提出

提升策略 和设Ｗ
■

引导 。 在这两个层面的

核心工作中 ， 如何 以城市特质为主线和

抓 于
？

， 最大程度地贯穿和彰显最为重要 ：

３ ． １ 结构层面的彰显

结构层面的内 容是是对城市整体框

架的方向性和统领性安排 ，

一

般包括 冃

标愿景 的描述 ， 整体格局和风貌结构的

梳理和勾勒 等 ｕ 城市特质在结构层面的

彰显 即是找到现状特质 和未来发展架构

之间的联 系 ， 加 以继承 、 延续和放大 ，

并形成有共识的表述
一些著名城市均

有一些对于体现特质的关于城市格局或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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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结构 的 代表性表述 ，
比如 苏州 的

“

四角 山水 ， 真 山真水园 中城
”

、 福州的

“

三山两塔一条江
”

以及杭州的
“

三面云

山
一

面城
”

等 。

义乌总体城市设计中的 目 标愿景总

结为
“

世界小商品之都 ， 乌伤新山水之

城
”

， 体现了
“

山水之美
”

、

“

乌伤之韵
”

与
“

活力之本
”

三大特特质交相辉映的

城市意象 。 世界小商品 之都的定位阐述

义 乌延续商贸活力 、 作为战略节点链接

全球网络的 雄心壮志 ， 以
“

山 水
”

与
“

乌伤
”

塑造义乌新的城市空间面貌 ， 塑

造地方特质的转型发展之路 。

在此 目标指引下 ， 整体格局和风貌

结构结合城市特质在空 间上呈现的特

征 ， 进一步深化对于城市特质的体现和

彰显 。 紧密结合现有 的山水环境 、 兼顾

城市发展的现实 ， 提出
＂ 三山三塔

一江

平
＂ 的义 乌新山 水格局 ， 即三面环山

，

沿江布局集聚三组高层 聚集区 ， 总体延

续现有活力本底 ， 保持一江平的整体格

局 ， 未来的多层高密基底仍保持 ７ ５％左

右
（
图 ３

） 。 风貌结构的梳理则直接从三

大特质中提取重要空 间要素 ， 通过对接

上位规划 、 大数据识别 、 绘制心理地图

等 多种手段 别最主要层次的空间要素

构成 ， 比如从
“

山水之美
”

识别出 最重

要的
“
一

江四溪
”

、
从

“

乌伤之韵
”

识别

出五个主要城市客厅 ， 从
“

活力之本
”

识别出活力街道和 四层半社区空间 ， 从

而形成义乌
“

一江四溪五客厅 、 九道百

街万居城
”

的风貌结构 （图 ４ ） 。

３ ．２ 要素层面的彰显

要素层面 的工作首先在于要素的选

择 ， 控制的重点往往集 中于最能触发使

用者对城市意象感知的要素 ， 例如 自 然

与城市环境相关联的界面 、 门户 、 人流

集中的各种功能性空间 、 标志性地段等

（单峰 ， 等 ， ２０ １０ ） 。 义乌项 目 中 ，
针对

空间结构失序 、 风貌结构单一等问题以

及
“

活力之本 、 山水之美 、 乌伤之韵
”

三大城市特质 ， 选择滨水空 间 、 公共空

间 、 街道 空间 和 社区空 间 四类要 素空

间 ， 提出
“

让江溪更可亲近 、 让客厅更

有韵味 、 让街道更有秩序 、 让社区更有

味道
”

四大核心策略

要素 系统及其提升策略是否具有针

对性和实际操作性 ， 关键在于对城市特

质的深人挖掘 ，
如在绣湖老城公共中心

的具体提升策略中 ，
重点挖掘和梳理了

三条历史线索和两条商贸脉络 ，
以此为

基础提出承载城市记忆 、 重塑文化活力

的 目标定位 ， 通过重塑历史要素 、 恢复

历史格局 、 更新商贸市场等具体手段 ．

将绣湖老城公共中心打造成为
“

老义乌

的底片 、 新义乌的客厅
”

。

４总体城市设计中 城市特质的

落实

４ ． １ 落实途径 ： 设计导则与行动导引

一般而言 ， 总体城市设计的落实包

括两种导向 ：

一

为管理导向 ， 即通过融

人法定规划体系 、 或是形成相对独立的

城市设计管理体 系 ， 落实总体城市设计

提出的 管控要求 ；
二为行动导向 ，

即在

总体城市设计指导下 ， 进行城市空 间与

风貌的提升行动 。 从编制 内 容来看 ， 前

者 以设计导则明确管理要求 ， 后者以行

动导引指导行动实施 。 在实施中贯彻城

市特质的 彰显要求 ， 则需要在设计导

则 、 行动导引的编制 中落实相关内容 。

４ ．２ 基于城市特质的设计导则编制

在管控层面落实城市特质 ， 设计导

则的作用不可替代 。 总体城市设计对接

总体规划
，
往往通过蓝线 、 绿线

、
紫线

划 定
，
以 及 高度 、 强度优化等途径 实

现 。 该途径在保证城市总体格局 、 山水

环境特色方面效果显著 ， 但是人文 、 风

貌 、
活 力 等方 面的城市特质则难 以体

现 。 而在这些方面 ，
设计导则能够起到

重要作用 。

４ ．２． １ 特质的纳人 ：
识别重要管控要素

与指标

以城市特质为线 索的设计导则编

制 ， 前提在于识别与城市特质密切相关

的管控要素与指标 。 以义乌总体城市设

计导则为例 ， 在编制之初 即将
“

延续本

图 ３ 义乌新山水格局模式 ：

＂

三山三塔
一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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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义乌城市条观风貌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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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战略 Ｐ总则Ｇ导则

图 ５ 义乌城市设计 ＳＰＧ 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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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义乌重点街道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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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 提升活 力
”

作 为导 则的重要 冃 标 ，

选择
“

滨水空间
”

、

“

街道
”

、

“

社区
”

三

个重要管控要素 ， 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引

导 。

在明确重点要素 的基础 上 ， 义 乌总

体设计对于影响活力 的特色指标进行了

专题研究 ， 包括街 区开 放度 、 业态 混

合 、 建筑退线与退线 空 间 、 建筑底层 、

公共幵敞空间环境 、 步行空 间与停车位

六类 。 以建筑底层为 例 ， 与公共空间互

动关 系 良好的底层空 间 ， 往往在过商业

功能 比例 、 透明 界 面 比例 、 出 入 口 间

距 、 灰空间尺度等细分指标方面具 备
一

定要求 。 因此 ， 为了 在滨水地区 、 街道

空间形成活力 界 面 ， 设计导则结合不同

类型空间的实际特点 ， 针对 ｈ述细分指

标提出要求

４ ．２ ．２ 特质的管控 ： 建立
“

轻重有 别
”

的导则体系

若设计导则仅着力于要素及指标的

选择与编制 ， 则容易陷人管得太多 、 太

细而不易落实的问题 尤其对于 中小城

市 ， 规划局人员配置少 、 事务多 、 精力

有限 ， 因此设计导则必须做到
“

轻重有

别
”

。

对此 ， 义乌总体城市设计在结合城

市总体风貌框架的基础 ｈ ， 建立 了层 次

分 明 、 力 度不 同 的 ＳＰＧ 管控体 系 Ｓ

Ｕ ｌｒａ ｔｅ
ｇｙ

） 即战略 ， 将总体城市设计愿景

与方案 分解 为若干子 目标 与子系统 ， 形

成对城市具有战略价 值的数条设计策

略 ， 对 义乌 而言 ，

“

面向愿景 ， 落实 四

风
”

与
“

延续本底 ， 提升活 力
”

是其最

为重 要 的两条设计策 略Ｐ （
ｐ
ｒｉ ｎｃ ｉ

ｐ
ｌｅ ）

即总则 ， 对各要素有针对性的提出 总体

控制与 引 导的原则 、 方法 ． 形成通 则管

理 Ｇ
（ｇ
ｕ

ｉ
ｄｅ ｌ

ｉ
ｎｅ

）
即导则 ， 在每个要素

体系 中 ， 识别若干重点管控地区 ， 对其

提出
一一

对应的管控要求 在 义乌 ， 被

纳 人重 点管控地区的 ， 包括特 定风貌

区 、 重要公共中心 、 重点滨水 区 、 重点

街道 与社区等 ， 是义乌城市特质的核心

空间载体 设计导则不仅对 卜
＿述重点地

区提出 了完善的管控要求 ， 并尝试将这

些基于城市设计的导则要求 ， 纳 入到城

市控规的法定体系 中 （ 阁 ５ ）

４ ．３ 落实城市特质的行动纲领

与
“

被动控制
”

的 管制导 向 相 对

应
，
总体城市设计亦可 采取行动纲领 的

途径落实城市特质 。 在城市 双修 丁．作广

泛 开展的背景下 ， 总体城市设计以技术

支持的角 色介入政府决策 、 项 冃设计与

建设过程等行动过程 ， 能够电加有效 的

实现 自 身意图 。

在行动导引 的编制过程中 ， 特色项

目 的选择是核心内 容 其编制过程必须

依赖 对 于城 市 整体空间 风貌框架的把

握 ． 也能够解决城市特质彰显与提升的

重点 问题 ， 方能体现针对性与精准性 。

以义乌 为例 ， 自 ２０ １ ６年 ４月 起 ， 该市 以

城市设计百 日 大会战 、

“

美丽义乌
”

攻坚

作战行动 的形式 ， 集全市力量进行城市

环境品质整治提升工作 编制行动纲领

是统一思想 、 总体把握行动效果的必要

之举 ： 结合义乌在开展的整治工程 ，
以

体现城市特质的
“

一江四溪五客厅 ， 九

道百街万居城
”

为系统结构 ， 梳理出城

市的行动纲领 ， 包括 ２０项市级重点行动

和若干项街镇平 台 的实施行动 ， 对于提

升空间环境品 质 、 强化义 乌城市特质起

到
“

四两拨千金
”

的改变 。

在提出行动的总体框架之外 ， 通过

驻场等 方式承拘技 术总协调 Ｃ作亦是行

动 的重要方面 以街道这一要 素 为例 ，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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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时 ，
义乌正在重实施

精品街区提升工程 ， 该工程提出要改造

２９条精品街 ， 但在类别 、 区位的选择上

缺少依据 ， 同时各条街道 由于实施主体

不同 ， 因此提升改造的方式也缺乏统
一

标准 。 针对这
一情况 ’

总体城市设计通

过
“

让街道各有秩序
”

这
一

行动策略 ，

提 出
“

景观大道 ＋活力主街 ＋特色次街
”

的街道结构体系 ， 从城市层面统筹聚焦

了街道提升工作的重点 。 同时研究了各

类 街道不 同的功能 、 空间 、 环境的特

征 ， 针对若干条近期重点街道 ，
分别提

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策略 ，
并参与项 目实

施的技术支持工作 ， 使街道切实成为具

有
“

场所精神
”

的活力空间 （ 图 ６ ） 。

５结语

全球化时代城市个性丧失 、
风貌趋

同背景下 ， 城市特质的研究 日 益重要 。

总体城市设计是城市特质塑造的统领性

规划层次 ， 城市特质的挖掘 、 彰显和落

实是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主线和核心内

容 。 结合义乌总体城市设计案例 ， 探讨

了城市特质的挖掘 、 彰显和落实方面的

初 步思考 ， 在城市特质挖掘的分析方

法
、 以及城市特质的落实途径方面都尚

有很多可深人研究内容需要后续深化研

究补充 。

注释

① 按照 ２０ １ ６ 年住建部发 布的 《城 市设计管

理 办法 》 征求意见 稿 ， 编制城市 总体规

划 ， 应 当设立专 门 幸节 ， 确 定城市风眈

特 色 ， 优化城市形 态格局 ， 明磯公共 空

间体 系 ， 建立城 市景现框架 ， 划 定城市

设计的重点 地区 。
如有必要可单 独开展

总体城市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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