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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背景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
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各地、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城市设计的重要性、紧迫
性，全面开展、切实做好城市设计工作。为
提升我国城市设计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城
市设计专家委员会于 2016 年成立。随着城
市设计地位的提升，各城市、乡镇开始加强
城市设计的编制工作，但现有的城市设计导
则多是针对城市制定，针对小城镇城市设计
编制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则相对缺乏。因此，
小城镇城市设计多是套用城市的标准进行编
制，城镇建设存在特色缺失、趋城市化现象
严重等问题。

作为中国大量存在的一种空间形态，小
城镇在景观环境、建筑风貌、空间尺度等方
面的特征均与城市不同。为区分城市与小城
镇建设的差异，突出小城镇空间特色，提高
小城镇规划建设水平，规范小城镇城市设计
的技术要求和编制管理，扬州市提出进行小
城镇城市设计研究，编制扬州市区小城镇城
市设计导则，以指导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导
则的制定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给予小城镇城
市设计以体系化支撑，规范小城镇城市设计
标准，强化小城镇城市设计的可实施性和可
操作性；另一方面为其他小城镇的城市设计
提供范本。

2 现状概况

本次研究以扬州市区 21个乡镇为调研
对象，从整体空间形态、街道空间、建筑群
体关系、公共空间、滨水空间、绿化景观、
环境设施等方面对各个乡镇展开调研，总结
扬州小城镇的特征（图 1）。

（1） 整体空间形态：老镇整体空间
“布局紧凑，尺度较小”，新城空间则“布局
疏旷，尺度较大”，传统小城镇空间特征未得

到延续。
（2） 街道空间：老镇街道空间尺度适

宜，但退让空间利用不足，较为凌乱，停车
困难；新建地段街道空间尺度失衡，多采用
城市“宽马路”的模式。

（3） 建筑群体关系：老镇区建筑以低、
多层为主，高低错落，风貌协调；新建地段
或采用呆板的兵营式布局，或采用高层发展
模式，导致新旧建筑的空间关系、风貌不协
调。

（4） 公共空间：多数小城镇入口空间缺
乏，可识别性差；老镇区公共空间缺乏，品
质不高；新镇区公共空间品质较好，但尺度
较大。

（5） 滨水空间：扬州小城镇水资源丰
富，水城格局特色突出，老镇区滨水空间特
色突出，但河道污染严重、景观性较差；新
镇区滨水空间均采用城市的退让方式和标准，
缺乏趣味性。

（6） 绿化景观：小城镇绿化景观趋于城
市化风格，植物种类选择、布局形式等缺乏
均未体现本土性特征，缺乏乡土气息。

（7） 环境设施：普遍存在设施缺乏、设
计风格单一、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3 编制思路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基础研究—导则成
果—试点应用”的研究思路，研究思路如下。

《扬州市区小城镇城市设计导则研究》 项目介绍

2017年江苏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城市规划二等奖

图 1 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小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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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对扬州市区 21个镇（街道）
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取空
间特征和相关数据信息，并结合扬州市区小
城镇的特色，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公共空间、
街道空间、滨水空间、环境设计、建筑形态
及风貌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控制引
导要求，形成基础研究成果，为 《扬州市区
小城镇城市设计导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
简称《导则》） 的形成提供基础资料和指标支
撑。

其次，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数据、指标、引导与控制性内容的提取，形
成适用于小城镇城市设计的指标控制与引导
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管理小城镇的城市
设计，将控制与引导内容均落实到管理规定
上，并形成集技术要求与编制管理于一体的
《导则》，作为规划主管部门在规范小城镇城
市设计、管理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的依据。

最后，选取扬州头桥镇作为试点小城
镇，进行城市设计，对 《导则》相关内容、
技术标准进行落实、校核等，反馈并修正相
应控制指标及引导要求，为其它镇 （街道）
的城市设计提供范本。

4 规划构思与特色

4.1规划构思
《导则》重点突出小城镇特征，强化对

小城镇城市设计编制的引导性与可操作性。
内容上， 《导则》采用“技术要求+编制管
理”相结合的方式，从“总体控制+分项引
导”两个层面出发，针对不同层次的城市设
计明确编制任务、内容、深度、控制引导指
标、管理规定等方面的要求。

4.1.1技术体系研究
（1） 总体控制层面
总体控制内容主要落实在总体规划及控

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层面，重点从
城镇发展边界、城镇形态、天际线与整体高

度、城镇色彩、城镇中心、城镇发展轴线、
风貌分区等方面提出控制引导要求，控制小
城镇整体空间架构。

（2） 分项引导层面
分项引导内容主要落实在修建性详细规

划层面，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或总体规划的
指导下，重点从公共空间、街道空间、滨水
空间、建筑高度及风貌、环境设计等方面进
行控制引导。

4.1.2管理规定落实
为了更好地管理小城镇的城市设计，

《导则》将总体控制及分项引导的所有内容均
落实到管理规定上，以便于规划主管部门在
规范城市设计、管理小城镇建设等方面有章
可循。此外，为了提高乡镇城市设计编制的
积极性，塑造扬州小城镇的特色空间，管理
规定中还提出相应的奖励条款。

4.2项目特色
4.2.1强调城镇与城市的差异性，制定

适宜小城镇的技术标准
本研究结合扬州市区小城镇的空间特

征，在道路设计（窄路幅、密路网）、建筑高
度、建筑退让等方面进行研究，结合小城镇
未来的发展趋势，针对不同发展类型的小城
镇制定不同的技术标准。为了突出小城镇的
空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扬州市中心
城区现行的相关标准、规定。比如，建议一
般发展型城镇新建住宅高度宜控制在 18m以
下，最高不超多 36m（表 1）。

4.2.2以问题为导向的导则探索与研究
方式

由于套用城市的技术规定，造成扬州市
区小城镇新建区域多呈现出“尺度大、建筑
高、空间开阔”等特征，而其原有的“尺度
小、路网密、适宜步行”的特质难以体现。
本《导则》针对空间尺度、道路停车、景观
绿化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在《导则》中进行重
点控制与引导，以便有效控制小城镇空间的
特色。

表 1 镇区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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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注重 《导则》的可操作性，采
用“编制要求+管理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为了强化可操作性，《导则》涵盖了编
制要求、设计指南以及管理规定等内容，一
方面为小城镇城市设计的编制提供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为规划主管部门进行小城镇规划建
设的管理提供依据。试图通过管理规定相关
奖励条款的制定提高乡镇编制城市设计的主
动性、积极性，从而增强导则的可操作性。

4.2.4采用“通则+试点”的方式，以
点带面，全面铺开

《导则》采用“通则+试点”相结合的方
式，通则主要结合扬州市区小城镇的特色，
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公共空间等方面内容进
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控制引导要求，为 《导
则》的形成提供基础支撑。选取头桥镇作为
试点镇来落实《导则》内容及相关控制指标，
以检验标准的可行性，同时为其他镇城市设
计提供范本。以点带面，全面铺开，使规划
更具科学性。

4.2.5推动公众参与，自上而下而自下
而上有机结合

本次研究注重公众参与，推动民众参与
规划，一方面通过基层部门、专家、学者等
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访谈、
调查问卷、座谈会等方式了解民众最关心的
问题，把公众参与作为规划的主要手段之一，
增强规划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度。

5 实施情况

《导则》对扬州市区小城镇城市设计编
制及其相关建设活动的管理有较大的推动作
用，有效地控制了小城镇的空间尺度。此外，
对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小城镇建设具有较强的
引领示范意义。

5.1指导扬州市区小城镇城市设计编制
《导则》编制完成后，有效指导了朴席

特色小镇、头桥医疗器械小镇的城市设计编
制工作，同时，近期扬州市区已经论证的小
城镇城市设计均注重与《导则》的衔接，将
《导则》作为城市设计编制的重要指导依据
（图 2）。

5.2成为扬州市区小城镇规划建设与管
理的技术支撑和依据

本次研究成果覆盖面广、实用性强，获
得了社会普遍认可，成为扬州市区小城镇规
划建设与管理的技术支撑和依据。有效引导
了小纪镇、邵伯镇等部分乡镇的建设及管理
工作。此外，还为多个小城镇地块设计条件
的下达提供指导性建议。

5.3填补江苏省乃至全国小城镇城市设
计导则研究的空白

本次研究旨在塑造小城镇自身的空间特
色，避免小城镇与城市空间同质化，重点对
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主要的城市要素进
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填补了江
苏省乃至全国小城镇设计导则研究的空白，
为探索小城镇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助力。

项目编制单位：
扬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

项目主要编制技术人员：
吴志辉 、 张树辉、 林艺云 、 蔡健 、 张如林 、
刘峰、 祁百颖、 胡月、 刘莹、 吴正阳、 王旭、
苏景明、 朱志国、 骆小川、 刘安琪

图 2 扬州朴席特色小镇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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