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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公共治理 的 背景下
，

公 民的参 与 意识逐渐攀升并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 与 自 身生活 息 息相关的城

市设计事 务中来 。 城市设计导则 作为 城市设计的 重要表现形式 ， 随着我 国城市发展由增量式向 存量式的转

化
，
其重要性在近几年被广 泛关注 。 本文从公众参与 的视 角对 以 美 国为 主的 欧美城市设计导则 发展历程及

其公众参 与特征进行 了 深入探讨并总 结 出城市设计导则 发展的三个阶段
——

萌芽 阶段、 探索 阶段以及快速

发展阶段
，
具体阐述 了 每个阶段的 发展背景 、

代表导则 和主要特征 。 结合以 美 国为 主的 欧美城市设计导则

发展的成 熟经验
，
通过对 比我 国城市设计发展现状

，
指 出公众参与 视 角 下我 国城市设计导则 现状存在 的 问

题
，
并基于公众参 与视 角从 内容、 表达 方式等 角度提出相关参考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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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
．
１ 城市设计导则的概念

城市设计导则是城市设计的重要表达形式 ， 其通过对城市建设中部分要素进行控制和引

导来保证城市环境和空间的 品质 。 在我国 ，

“

城市设计导则
”

也称为
“

城市设计引 导
”

， 多依

附于法定规划存在 ； 国外将城市设计导则称为
“

ｇｕ ｉｄ ｅ ｌ ｉｎｅ
”

或
“

ｇｕ ｉ ｄａｎ ｃ ｅ

”

， 直译为
“

指南
”

，

通常是项 目 建设需要遵循的法定政策 。 顾名思义 ， 城市设计导则和
“

指南
”

就是城市建设的

说明书 ， 通过建设要素控制 以取得纲举 目 张的效果 。

１
．
２ 公众参与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意义

据 国家统计局统计 ，
２０ １ ７ 年末我 国城镇化率升至 ５ ８ ．５ ２％

， 近 １ ０年提升约 １ １％
， 城市化

发展十分迅猛 。 近两年城市建设的速度虽有减缓但仍处于增长阶段 ， 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城

市面貌千篇
一

律 、 空间 品质低等
一

系列问题 。 同时 ， 城市设计导则的重要性也 日益彰显 。

在城市粗放式扩张过程 中 ， 项 目 从设计到实施历程短 ， 设计仅在获得结果后公示来征求

市民意见 ， 公众参与只是表面文章 。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 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稳步前进 ， 新时期政府希望公民更多参与到公共治理 中以实现共治 ［ １ ］ 。 公民参与公

共治理的意识也不断增强 ， 积极参与到和 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 中 。 同时 ， 随着社会

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城市扩张的减缓 ， 城市开始从增量规划走向存量规划 ， 人们也开始意识到

城市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发 出声音 。 在此背景下 ， 公众参与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具有重要的

意义 ：

（ １
） 城市设计是

一

项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 ， 而城市设计导则是城市设计成果 的

重要形式 ， 同样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来共同维护城市空间品质 。

＇

江苏省研宄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 目 资助 （ 实践创新计划项 目 （ 自然科学类 ） ＳＪＣ Ｘ １ ８ ００ ６０
： 中 国

城市设计导则 的公众参与研宄 ）



（ ２ ） 设计师 团队的智慧是有限的 ， 公众参与可以降低设计导则内容的错误率 ， 汲取群

众的智慧 ， 也可以减少导则中可能会引发的
一些公众矛盾 。 导则的有效使用需要公众的监督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 。

２ 欧美城市设计导则发展历程及公众参与特征

２．１ 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期间 ， 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发展迅速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使用城市设计导则

来控制城市的无序建设 。 其中 ， 美 国城市设计导则发展领先 、 效果显著且影响最为深远 。 以

美国为主要视角的欧美城市设计导则的发展历程可以概述为萌芽 、探索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 图１ ） 。

萌芽阶段 探 索阶段

发展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

巴黎欧斯曼改 建对城市 中的
１

部分要 素进行 了规定性 控制

工业革 命时期

这一时期纽约和 旧金 山 为美国 的城市设计导则 的椟式奠定 了基础 ，

成为美 国其他城市模仿的 对象

第二 次世界大战

代表 亊件和导则

巴黎欧斯曼改 建 ：

房屋 、 植栽以及

街道设施的建 造
规定

纽约分区规划

１ ９１６ ：

全美第 一个综

合的分区规划

纽约城市设计小组

成立 １ ９６７ ：

发展 了城市设计运
作体系 雏形 ； 美国

第一个城市设计小

组

《林肯 中心特定管

制区城市设计导则

（ １ ９６９ ） ＞：

重点地段和级街道

的城市设计导则 ，

关注重 要物质空间

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期

《旧金 山总体城市设

计导则 （ １９７ １ ）＞

第 一部涉 及整个城市

的设计政策

｛居住设计导则

（ １９７９） ＞

这一时 期城市设计导则 数竃快速 攀升 ， 大部分城市已经
１

形成一套成体系的城市设计导则 梭式和公众参与模式

１ ９８０２ ０００

｜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Ｉ

《波特兰城市中

心设计 （ １９８８ ） ）

中心城市开发 人

员手册 １ ９９２

《制定你们 自 己

的设计导则 ： 西

雅 图邻里小区手

册 （
１ ９９３ ） 》

《纽约活力城 （ ２０１ ０ ）＞

鲜明独特的视角 出发 ．

用 城市设计的方法 来解

决城市的肥胖问题

出 现很多城市设计导则

专业网页 ：

可视化可读性非常 好 ．

易 于市民理解

《旧金 山总体城市设计

导则 （
２０１７

｝＞

图 １ 以美＿角主的欧美城市设计导则发展历．程＿

（來源 ： 作者負绘 ）

２
．
１

． １ 萌 芽 阶段 ： １ 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初

工业革命期间欧洲 资本主义国家 的大城市在城市规模、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出

现了交逋拥挤 、 卫生条件和环境恶化等
一

系列的城市 问题 ｉ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很多城市都进

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 ， 其中以法国巴黎改建擧响力最大且成效最为＊着 《

巴黎改建的Ｘ推生要在遒路建设和建筑改造两个方面［ ２］ 。 道路改造中对行道树 、 城市

象具以及街道两旁痨屋进行控制规定 ； 建筑改造 中对建筑与道路的高宽比 、 建筑 ［ｆｔ屋项 、 立

面 、 阳合等进行严格尺ｆ擇制 ， 这期间所运用的要掌捧制管理方法是现代设计导则雏形 ［ ３］ ｅ



圈 ２ 巴黎改，建中规定的建筑立面和＿形式

Ｃ来源 ｉ 百度图片 ）

２丄２ 探索 阶段 ： ２０ 世纪初到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１ ９豫纪巴黎改造＿晌卞 』 粮多城市嫌＿ 了相似的城＿灌规 如 １ ９ １６牟纽湾

市出會的会養第一部区划法主荽从建筑离度 、容积率和建筑薛＿儿个方面对城市进行建设

控制 ．

，
．这些规處本质上采用了 －巴黎改達相似的售理办法 ［

３ ］ 。 由予；
区划法的硬性像理法掘

难以潢足所有管搶：需求 ， 城市中许多设计要求和标准是天法衡过准确度＾行说明 的 ， ＿此

城市设计导则 的ａ现填补 了城轉性控制 的缺失并成為蠢蘩的 区划法辅助手段ｍ ］ 。 在震肘

占经赛主导地位的欧隻拿先对城市设计导则迸行了＃试 ，其中螯国的相关城市设计导邮影响

较大并＃我国擎者所了解和研宂 ９

＝战盾到 ２０ 世纪 ８ ０ 轵代ｔｅ是議国
＇

经济飞速发展 ， 为了构建城市形象 、 盖化城市环境 ，

美賻很多大城市都在城市设计上不遗余力 。 ７０年代初 ， 纽约和１１１金山 相继提电了城市设计

研 ：宄报费并分别进行了地段性和全求性城市设计导则的探索且卓有成效 ［
５ ］ 。 纽约于 １％７

＿成重了全篕第一个城市设计小组并对城市置要地段聊重要．観Ｉ进行了城市设计与更新 ，率

先对地段性城市设计导卿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较为審名的ｆ｜丑约林肯 中心特索管剝这的城市

设计，
■其中有针对性的制變了 四条导则舉截刺頁老汇大道爾旁的建筑蕙廣 、 道Ｈ 、 拱廊Ｒ寸 、 ．

商业性赓＿要倉 ［６ ］＆—时期纽釣城市设计工作中所编制的导厕主宴装ｆｔ ：的是釐襄的物赓

空间 《１ ９７ １年 ｜
旧金 山 总体城市设计 ｜ 是第

一

涉及螫个城市的设计政策 ， 它创新地采用

＂

主题
－构成要素，标－控制导则

”

的框架 ， 以城市格屙、 建筑 、
．历史与 自然的保护 、 邻重

环境四个主题为导向对城市物廣綱的关键要素进抒ＩＳ制 ， 如城市天际线 、 山体视廊 、 街遣

设施尋 》 并取得 Ｔ１Ｓ制＿的控制成效 ，

ｆｔ無素 、阶段 ，
纽约城市设计小组所编制的地段性城市设计导则多为城市设计内容的补

充 ， 以条例形式为主 。 旧蠡山ｆ

２０世紀 ７ ０年代出脊的两部导则《 旧金山 总体城市设计 ￡ １９７ １
：碌

和 《居住设计导则 （１ ９７９ ） 》 均为创新型的文本形式
？

， 结合通裕易懂的图示与案例 ， 其猜蜥



有效的叙述模式被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并延．義■今 （见图 ４Ｘ

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 ｇ ｓ

：建＿織和臟与眞雜市景戰

中觸：雖、 重雜 自鱗卿衰驅

状的关系决定了它漫署聋对城市的形象

和特征产生緣雜Ｉ
。

Ａ
； 山丘解逛Ｋ高大、 賓耸的建筑强

彌了 山体的廢犾 ， 费保達 了满綠ｉｉｉ 。

Ｂ
．

： 山体＃＊过太的建筑会破坏
；

苜 ：然

魏局 、 街区麻＿歲邊响城＃ ．整棒风格

菌 ４ 高层違筑 山体的美遷

（
：来源 ： 作者 自译 金山 总体城市设计 （ １ ９ ７ １ ）

》
〕

２
．
１

．
３ 快速发展阶段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后

基于纽约和 旧余 山对地段性和全市性城市设计导则探索的成功经验，美国其他城市也编
。

制了大量导则以辅助区划法的管理 。 ２Ｑ世纪 ８ ０ 年代后 ，

， 经務发展较快的美酉城市在导则数

量上迅速攀升并遂步构成一套完整的城市设计运作体系 。 到 ２ １ 世纪初 ， 城市设计导 则的数

量更是爆发式增加 。 西雅图市于 ２００ １年形成了 明确的城市设计导则运拃体系
一

一全市性导

则与地Ｅ性导隱共同作用 ， 共编制 １ 都金市性和 ２２ 部地区性城市设计导则 ， 并于 ２ ０ １ ：＾年再

次修订并增加 １ 部地区性导则和 Ｉ 部 中心城区导则 。 西雅 图的城市设计导则在 内容框架上也

Ｂ经形成＾定的模式 ， 均以文本形式呈興并从环境 、 公共生淸 、 设计理念三个主题出发 ， 再

细分次主题并于次生题下阐述具体的控制要素 ， 如 《西雅图城市设计导．则 （ ２０ １ ３ ）》 啦在环

境主题下细分了 自然生态系统 、 城市格局 ｓ 建筑风格三个次主题 ， 每个次主题下包含多个控

制要素 （见 图 ５） 。

在这个阶段 则 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 于控制物质會间而楚Ｅ加关心人的樣求和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并且不断尝：试仓噺３丑對市出含了多部具有创新意
■

义的优秀城市设计导则 。 其中

《鈕约活力 ．城市 １ ２０ １０ ）》 角度新颖 、 研宄深入 ， 从纽约市 民他健康饲题着眼探讨城市设计

对肥胖的解决友法 ， 导则 中将肥胖 问題的解决方法落到城市中街遒空间 、 活动荤间和楼梯的

设计上， 试图创造更好的室外空间环境鼓励人们多走路 、 多爬楼梯 、 多骑行 ， 充分体现
“

以

人为本
”

和可持续发展 的观念 ， 弁为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提供 了新思路 （见图 ６ ） 。



ｃｇ ｉ 自然生赛系统一一利用场地自 身 的看然系统和 自然特征以及其周边环境为基础来进行设计

从东到西设置较长的幕墙 ， ｆｔ建

筑物的日照和采光最为一致？， 為使用

者提供舒适的空间和＿？的节能 。

窗户上ｉｒｓ叶窗有助子减少阳．

倉獻 麟像義树
一

＃＆

團 ５ 自行车道的要素控制

（来源 ： 作者自译
，

Ｉ西雅图城市设计导则 （ ２０ １ ３ ） 》 ）

麵＿加畿了 自裤司机和鱗＿齡区施 谱着繁忙 的道路将自者傘ｉｆ车麵傘道分开 ，可以 创造

鱗動摊 填。

格兰麟， 褰哈顿
＇

第九大道 ， 曼Ｐｌｒ顿

图 ６ 自行车道环境营！ｔ．

（来源 ： 作者 自译 ， 《纽约活力城市 （
２０ １ ０

） 》
）

信息技术的 日新月食使城市设计警则 的形式内容更加 多元。 城市设计警则 网站的 出

现将导则 内容以动：态化圈例展示 ， 有趣且方褒市民的阅：读 （见图 ７ ） ６ 随着手机的大众化 ，

手机版导则更是成为
一

种新趋势 ０ 导则 的形式对
－

公众愈加 易懂易魯 。



图 ７ 城市设计导则网 页

（来源 ： ｈ ｔｔｐ ｓ
： ／／ｎａｃ 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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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ｕ ｉ ｄｅｌ ｉｎ ｅ ｓ ）

２
．
２ 公众参与特征

（ ｉ ） 逐歩引入

欧斯蔓 巴黎改造在短財间 内取得
：寒大成效 的＿时也遭受了很多批评＞其中不乏对其抒政

专斯的指责 。 巴黎改造是为了适应工业單命的需求 ， 受益人是资本
：家 ， 而大量的居民则被赶

到郊区的贫民窟 。 欧斯崖作为城市的领导者对城市行使绝对的改造权 ， 市民对城市规划设计

成寒是被动接受的 ， 这
一

时期的公众参与处于 Ａｒｎｓｔｅ ｉｎ 阶梯理论中的最底层的操纵阶段

［ ７ ］ 。 到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旧金 山 和纽约的城市设计导则制定工作都开始基于大量的社会调

查
， 通过听证 ：会和热线 电话等方式来寻求公众意鬼 。 公众参：与从早期 的操纵控制到广 咨询

意具经历了 从
“

无
”

到 ，Ｐ 的过程 。

（ ２１ 深入拓展

？ 莳金 山总体城市设计 （ １ ９７ １ ）》 制定过程 中 ， 公众吏多是被咨询的对象而非积极 的参

与者 》纽约城市设计小组 的总设计师乔纳森 ？ 巴奈特认为只．有使用者参与到设计中才能使城

市
■

具有寘正的归属感 ， 他极力引导公众参与到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来￥ 纽约程式设计中 的公众

参与相对旧 金山 吏加深入 ， 处于虹ｎｓｔｅｉｎ参与阶梯模型 中的合作关系阶段 ［ ７ ］ 〇 １９ ９３ 年 ，

ＢＵＳＨ？ｉＰｒ＾ｐａｒｅｙｐ
ｕｒｏｗｎＤｅｓｉｇｎＧｔ

ｉ ｉ ｄ ｅ ｌ ｉｆｔｅｇｊＡｈａｎｄｂｏｏ ｋｆｏｒＳｅａｔ ｔ ｌ ｅ

＇

ｓ

Ｎｅ ｉ
ｇ
ｈｂｏｒｈｏ ｏｄｓ 》 提出 依靠政府提供援助让居民定制 自 己的社ｇ导 则 ， 市民与政府角色交换

制定社 区导则 ， 是ｒ
－

次开创性的公众参与尝试》 公众从提出建议到参与编＿再到自行编制导

则 。 从意见 ．咨询到与政府合作迸行导则的编制 、 实施 、 營理， 苒犮展 出 市民自 己定制社区城

市设计导则 ， 公众参与呈现出 由浅入深的特征 。

（ ３） 规模 ＾普及

由于人力资源的眼制 ， 早期的社会调蜜和访谈的人数着限 ， 多以选择市民代表的方式进

管钩通文雜＾ 猜息陳嚴使市 Ｒ能够广疑参与到城市设计的工作：

中来 上可 更海 ］方便

的发憲６Ｈ的看＿和观＆ 參与 门檻降低 ； 政府征求市昆篇里的方法也更加多葬化 ， 从最初



的听证会 、 问卷调查等方式到后来 出现 的城市设计网络小游戏 、 网络投票等 ， 市民 的意见被

更充分和广泛地尊重 。 信息技术 的发展使公众参与呈现 出从小范 围参与到广泛参与的特征 。

２
．３ 小结

欧美城市设计导则已有近 １０ 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 ， 随着公众参与的逐步深入 ， 内容上愈加

体现人文关怀和可持续发展 ， 表达形式上更加多元化 以方便市民的理解 ， 公众参与方式也越

来越广泛多样化 （见表 １ ） 。

阶段 时间 特征 代表导则 公众参与

萌芽阶段

１ ９ 世纪 ２０ 世

纪初

对房屋 、植栽等物质要素硬

性控制规定

欧斯曼巴黎改造 无参与阶段

探索阶段
２ ０ 世纪初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关注物质环境的美观和城

市形象风貌

《旧金 山总体城市设

计设计导则 》

积极征求公众意

见

快速发展

阶段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后

数量快速攀升 ； 内 容与 形式

更加多样化 ； 关注人的需

求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环

境保护

《纽约活力城市 》

《西雅图邻里手册 》

公众深度参与到

导则指定 的各个

阶段 ， 并 出现 自行

定制 的社区导则

表格 １ 世界城市设计导则发展历程

（来源 ： 作者 自绘 ）

３ 公众参与视角的国内外城市设计导则的对比与启示

３ ．
１ 公众参与视角的国 内外城市设计导则对比

在我国 ， 高速发展的深圳经济特区率先遇到 了城市设计中的各种 问题并制定城市设计导

则 。 １ ９ ９６ 年深圳通过多次城市设计研宄编制 了法定图则 ， 城市设计 中提出 了详细 的立面色

彩 、 材料 、 屋顶形式等控制引 导 ［ ８ ］ 。 随着各大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 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在 ２０ ０５

年之后出现 了爆发式增长 ， 经济发展较快 的大城市几乎都制定了城市设计导则 ［ ９ ］ ， 并于近

两年在上海 、 北京等大城市出现 了多 部与世界优秀水平看齐的导则 。 但 由于我国导则发展历

程较短 、 研宄深度不足 、 导则质量 良莠不齐 ， 从公众参与视角 出发 ， 我 国城市设计导则整体

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以下问题 ：

（ １ ） 内 容缺乏对人的关注

我 国的城市设计导则多是对纯粹 的物质空间要素的控制和引 导 ， 如建筑色彩 、 建筑 间距

等 。 由 于公众意识的兴起 ， 近两年的导则 的 内容也逐渐开始关注人的需求 ， 如 ２０ １ ７ 年上海

颁布的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 从街道设计为切入点激发城市活力 ， 导则 内容多从人的安

全和舒适角度出发 ， 其 中候车站 台设计考虑行人的安全 （ 图 ８
）

。 国 内城市设计导则中的人

本思想逐步引入但并未深入贯彻 。

欧美优秀的导则在 内容上从人们 的生活环境 、 活动需求甚至健康出发 ， 充分体现
“

以人

为本
”

的思想 （ 图 ９ ） 。 相较于欧美 ， 尽管国 内城市设计导则的 内容 已开始体现人文关怀 ，



但由于公众参与的不足 ， 设计师和编制人员难以真实地 了 解市民的内在需求而更多地聚焦予

物质楚＿的美观合理与否 。

（来海 ５ 《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 ．２０ １ ７ ） 》 ）

建筑物入、

口赠进设置藤目的楼梯 ， 以鼓励 曰常便用 ， 将蠢撼 引 入楼梯环境 以吸引＆用者

图 ８ 对楼梯的设计弓 丨导以鼓励人们的使用来保持健康

（ 来源 ； 作者 自译 ， 《纽约活力城市 （ ２０ １ ０ ）》 ）

（
．

２ ） 忽略公众的阅丨秦需求

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多是以依附于法定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技术圈则形式存在 ，幾达形式过



于技术化 ， 对公众而言太过晦涅且导则 内容难以直接获取。 由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公众 ．倉识遂渐抬头 ， 城市设计导则遂步增加 了 与 国外相似的图文结合式， 可读性有所提升但

仍以技术谞會和技术性图 ．示居
？

多 Ｃ 图 ９ ） 。 值得
一提的是 ， 上海在公众 《上海 １ ５ 分钟社区 生

活圈规划导则》 在借鉴国外优．秀經验的基础上进行 自左创新 ， 同时发布专业版和公众版两个

版本 ， 其公众版 以市民为阅读主体 ， 通过漫画故事的方式來翁达导则 内容 （见圈 １０ ） ， 可 以

说是在 ．表达上领先于届 际的开创性：尝试 。

在欧美 ， 公众是导则的重要读者之一 ， 城市设计导则多是图文并茂的文本形式 ， 网页版

和手机版导则的出现更是方便了市民的信鼻获取 ６ 在 国内 ， 由于 ．公众参与的不足 、 鲜有考虐

公众阓读需求 ， 城市设计导则在表达上还是以技术化语言居多 ， 导则是为后续城市建设过程

中 的设计工作服务 ， 未考虑市 民对城市建设的共同监督曾麗》 公众版城市设计导则是跨越性

的创新尝试 ， 迈 出 了我国导则忽视公众读者的向题的关键
一

步 ， 但现在仅于上海尝试还未普

如圈月ｆ示 ， 合适的Ｍ顶缘条可 以加强：

匿滇特色

？建翁立面宣筒辕大方 ， 倉菜用规ｉｔ建筑设计

手． 遽歲贫参＿翁符号的 寧 ：觀 零式

的繁職《

參 ：稱城市道賴逮筑立面馨犧＿费 ？：苏省狨

Ｔｆｔ规 戈蒙理魏乘＿宽Ｉ 昀育关规定 。

參 立面上露铒的雨水管 、 空调冷：凝水等 ＇

设备管

道厲量麗置在立面的阴 角 ，
且颜色惠与立面

色＿儀一 。

＿豪翁 《菌＿＿城市读计导则 （２０１３ ） 》翁域自 １倉拿建辑谗讦导＿ ：（试赞３》

图 ９ 建筑：
ｉ：面设计钥导对比

（来源 ： 作者 自译 ， 《西雅图城市设计导则 （ ２０ １ ０说 《南怠建筑设计导厕 （试行 ）》）

图 １ ０ 住宅需求 引
．

＃

（来源 ： 《上海 １ 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 公众版 ） 》 ）



（ ３ ） 公众参与仍是表面文章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期 ， 导则编制过程中 由于公众参与的 明显不足引发了
一

些的社会

矛盾 ， 随着市民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 ， 我国的导则编制人员也开始积极地探索公众参与方式 。

很多城市通过发放问卷 、 座谈会等方式让公民参与到城市设计导则编制 中来 。 而 由于宣传力

度不足 ， 如北京街道导则 问卷调研的微信页面公布 以来 ，
７ 个月 内 阅读量

一

共仅 ５０ ００ 人次 ，

武汉街道设计导则 问卷从发布到截止 阅读量仅 ２０００ 人次 ， 实际网络问卷发放量则远远小于

阅读量 。 《上海 １ ５ 分钟社区生活 圈规划导则 （公众版 ） 》 鼓励居民 自 己制定社区规划 ， 为市

民的 自组织设计提供了可行方法 ， 这是国 内开创性的公众参与尝试 ， 然而尽管给出 了可行方

法 ， 实际行动还是差强人意 。

尽管公众参与从最初的
“

仅公示 、 咨询建议
”

增加了前期调研和访问 的环节 ， 甚至提

出 自组织进行社区环境建设 的创新实践 ， 但是 由于关注度不足 、 缺乏立法 、 缺乏宣传等原因 ，

与欧美 国家公众深度参与到从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实施的方方面面的现状仍有较大差距 。

３ ．
２ 启示与思考

通过公共参与视角下国 内 外城市设计导则的深入对比 ， 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在很多方面还

有明显的不足 ， 需要充分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和实施的经验 ：

（ １ ） 导则的 内容体现
“

以人为本
”

对于与市民息息相关的 内容部分 ， 设计师应深入 了解市民 的诉求 ， 从关注各类人群 的真

实体验和需求出发 。

（ ２ ） 表达方式考虑公众阅读需求

城市设计导则不仅仅是设计师需要遵循的设计手册 ， 因其 内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 也

是市民美好生活的
一

个保证 。 为了方便征求市民意见 、 鼓励公众对城市建设进行监督 ， 城市

设计导则需要充分考虑公众 的阅读体验 ， 可学习欧美 图文并茂 、 案例丰富 的文本导则 ， 也可

以在专业导则的基础上 同时编制公众版的城市设计导则 。

（ ３ ） 深入贯彻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应是
一

种形式化 的参与 ， 仅在编制前咨询建议和公示后进行告知 ， 而是应贯

彻在
“

征求建议－编制－公示－征求建议－再修改－再公示
”

的整个过程中 ， 导则的实施也需要

市民 的共同监督 。社区级导则可 由政府为市民组织提供技术支撑 ， 引 导市 民 自行策划和编制 。

４ 总结

如今我 国发展进入新常态 ， 我 国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不仅要应对快速发展期遗 留的城市

问题 ， 还要解决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而不断涌入的新问题 ， 任重而道远 。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

在借鉴 国外优秀的案例和经验的 同时需要充分结合我国每个城市的不 同发展现状和需求 ， 充

分尊重市民的意见 ， 增强公众参与水平 ， 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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