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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城市设计导 则作 力城市 Ｓ 间塑造 管控的 有 效万式 ，
是决定城市设计能 否合理规划 、 顺利 买 施的 关

键
，
是更好的指导城市更新的 重要手段 。 本又通过梳理城市设计导则 尸生的 背景 、 内 涵 和 国 内 外买 践

，

总

结 出现有城市设计导则 制 定和 买施 中存在的各房级衔接不畅、 部分 内客针对性不强 、 导则 制 定 深度不足、

缺乏有效 的反馈调 节机制 等 冋题 。 以重厌市下半城人民公 园 片 区力 例
，
分别从基于 历 史价值的 又化导则 、

基于立体 网络 的交通导则 、 基于公共Ｓ 间的 环境导则 、 基于杜 区生 活的居住导则 以及基于反馈调节 的 更新

机制五个万面
，
探冗城市 片 区级的城市设计导则 制 定万 法以及城市历 史地段的 更新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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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论

１ ．１ 城市设计导则产生的背景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源于 １ ８ 世纪世界各地工业化的推进所带来的各种城市 问题 ，

城市规划 的本质即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和空间 资源 ， 协调城市功能布局以及进行各项建设的

综合部署和全面安排 。 传统 的城市设计往往以终极蓝 图的 目标去凭借设计者和决策者的经

验去确定城市的总体布局及各项 中微观设计。 但是
一

方面 ， 依靠经验和审美素养的设计决

策缺乏
一

定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 另
一

方面 ， 城市的发展本就是
一

个动态有机的发展过程 ，

没有不变的对象 、 没有不变的城市 问题 因此 自然没有
一

成不变的解决策略方法 。 因此城市

设计导则运营而生 ， 现代城市设计实践大师乔纳森 ？ 巴奈特先生在 １９ ９３ 年 《都市设计理

论 》

一

书 中说道 ：

“

设计城市而不要设计建筑物
”

。 城市设计导则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图文并茂 的 内容表达 ， 应对城市片段化发展的特点和多种社会 、 经济 、 时间等因素对于设

计的影响 ， 提供 了
一

种的切实有效 的管控方式 。 导则的 出现不仅为不同层面的规划设计及

建筑设计提供了有限理性 ， 同时也保证了设计者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而 自 由发挥的控制弹

性 。

１ ．２ 城市设计导则与城市更新

狭义的城市更新是
一

种将城市 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 、 有

计划的改建活动 。 但在当今社会的 中国 ，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翻新和修缮 ， 不仅

仅是带动政府业绩地方经济的行为 ， 不仅仅是城市复兴的手段 ， 它还需要兼顾社会公平和

国冢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５ １ ７７ ８ １ ２６ ）



文化 内 涵 、 需要注重社 区营造和织补社会 网络 、 需要站在以人为本的 出发点带动城市走向

更加多元包容共享的发展 。

１
．３ 新时期城市设计导则的意义

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建设充满活力 、 社会和谐 、 可持续化发展的城市已是全球主要城市

的共 同努力 目标 。 中 国 的城市发展也进入 了关键性的新时期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 出 了

“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的发展理念 ， 要求要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 人民生

活质量 、 城市竞争力 ， 建设和谐宜居 、 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 因此 ， 加强城市

设计和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就是实现以上 目标和要求的重要方式之
一

， 是更好的指导城市

更新及各类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 。

２城市设计导则的实践

２
．
１ 国外实践

早在 １ ９７０ 年代 ， 美 国 旧金山在组织城市总体设计中就加入 了城市设计控制等相关 内

容 ， 并将详细的设计与街 区规定的 区划法相结合 ， 城市设计的框架主要包括城市格局 、 城

市保护 、 新建筑开发 、 邻里环境 四个方面 ；

２ ００４ 年 ， 香港规划署在编制香港城市设计导引

中主要的关注点有城市生态环境 、 景观及文物古迹保护三个方面 ， 尤其在建筑高度 、 天际

线及山脊线的控制上非常重视。 新加坡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城市设计从而达到提升城

市品 质 、 提高城市活力的 目标 ， 城市设计导则重点关注城市公共空间 的 品质 ， 例如乌节路

商业街的步行交通导则増强 了步行通道的整体贯通及商业空间 的活力 ； 日本的城市设计导

则沿用美 国的土地使用分 区管制 ， 管制重点在于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提升 以及活力塑造 ，

如千叶县幕张湾城设计导则针对不 同的层面协调把控 ， 促进社区 的复合化和开放共享的社

区公共空间 。

２
．
２ 国 内实践

我 国最早期 的导则制定出现在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例如南京城东干道城市设计导则 、 上

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导则 ， 以及深圳市 中心区 ２２ 、 ２３ － １ 街坊城市开发 。 《深圳市城市规

划条例》 中提出 了城市规划中应当包括法定图则 ；
重庆市于 ２ ００７ 年印发 《重庆市城市设计

编制技术导则 》
； 南京市于 ２０ １４ 年实行 《南京市城市设计导则 》

；

上海 ２０４ ０ 总体规划中专

题之
一

的上海总体城市设计 中也提出 了对于城市设计的 引 导实施建议。 ２０ １ ６ 年 《上海市街

道设计导则 》 中重点对街道空间与人的活动相关的要素进行 了设计 引 导 ， 是国 内近年来导

则制定中针对性 、 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好的实践之
一

。

２ ．３ 国 内外实践总结

通过对比 国 内 外对于城市设计导则制定的 目标和内涵 ， 总结如下 ：

１
）
城市设计导则的制定大都针对城市 中

一些重要片 区和地段 以及
一些城市公共空 间 。

如拥有特殊的 自然环境 、 丰富历史资源的城市重点地段 、 街道及城市 中心区等 。 以促进建



成积极的城市公共空间为主要 目标 。

２
） 导则的制定具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 层次性体现在从不同尺度规模以不同的深

度和侧重点来指导城市设计 ， 针对性体现在城市设计导则要因地制宜地针对不 同片区和地

段提出特定要求 。

３
）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是

一

个需要持续完善不断更新的过程。

一

方面 ， 城市建设空间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中也在发生变化 ； 另
一

方面 ， 导则制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以及运作

效果需要实践的检验 ， 需要建立
一

个完善的反馈机制使得导则能够不断进行调整 。

３ 当前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３ ．
１ 导则制定层次清晰分明 ， 但各层次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

我 国众多学者依据我 国城市规划体系的特点 ， 分别从宏观 、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

总体城市级城市设计 、 片区级城市设计导则和地段级设计导则 以及各层面的导则应控制的

重点要素 。 但是宏观层面所控制 的城市山水格局及空间格局等要求落实在微观层面就稍显

指导不足 、 难以表达 ， 无法体现导则对于城市设计全过程指导的作用 。

３ ．
２ 为追求全面系统而针对性不强 、 城市特色彰显不明 。

总结国 内近年来各地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 ， 多 以通用导则作为基础 ， 加以部分 自选 内

容 。 各地通用导则主要包括土地利用 、 城市风貌控制 、 开敞空间和道路交通等等 ， 自选 内

容包括
一些针对历 史街区或滨水空 间 的专项引 导 。 但是通用导则 内容重复率高 、 表述笼

统 ， 无法针对性体现不同城市或片 区的核心问题和引 导策略 。 部分看似全面细致实则难以

统
一

落实 的的 引 导 内容如植物配置 、 地面铺装 、 公共艺术 、 广告标牌等等缺乏精细化的考

虑 。

３ ．３ 导则制定深度有限 ， 成果表达缺乏创意 。

对比美 国的导则制定深度 ， 以纽约巴特利公园城的城市设计为例 ， 导则针对重点街角

的节点 、 建筑墙面位置高度 、 各个建筑的首层平面和主要 出入 口位置等等都制定了详尽的

引 导要求 ， 虽然在
一

定程度上也被质疑过分限制 了设计师的发挥余地而带来了不必要的设

计难度 ， 但是其整体协调的街区环境还是具有开创性的借鉴意义 。

３ ．４ 注重导则的编制过程 ， 轻视建立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 。

导则的生命力在于实践 ， 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 。 美 国学者 Ａｍｓｔｅｉｎ 将公

众参与分成了三个阶段 ，
８ 个阶梯 。 而 目前我 国的公众参与处在通告 、 咨询 、 安抚为主的

阶段 ， 距离更高等级 的合作关系 、 代理权力和市 民控制还有很大的差距 。 建立有效的导则

反馈机制 、 加大城市决策的透明公开 ， 将进
一

步促进城市的多元化 、 理性化和人性化 。 也

有利于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

４城市片区级的城市设计导则制定
——

以重庆市下半城人民公园片

区为例



４
． １ 基地概况

４ ．
１ ． １ 发展背景

重庆上半城即大搴都熟知的渝中区 ， 从地理位置来晉 ， 上半城处于山 城的顶端 ； 下半

城则是从解放碑边缘地带沿众多狭窄陡峭的石头阶梯往下通达长江嘉陵江江畔的 旧城区 ，

囊括了 山城的半 山腰到江边水码头的广大区域 。

下半城从南宋时期以来 ， 宣到重庆开埠， 积淀了深厚 的巴渝文化和历史文化 ， 现在被

称为童庆的母城 ． 但是 ， 由于下丰城地区历史建成环境较密集 ， 长期 以来未经过大规模改

造更新 ， 近年来愈发呈现衰落 、 破畋之势 》

４丄２研究范 围 及对象

人民公园片区位于下半城中部 ， 甫邻开埠文化展示Ｋ ， 北邻解放碑商 圈 ， 是联系上下

半城的重要区域． 基地 内包含巴县衙门 ， 鼓楼遗址在 内 的 多处文化古迹和太童居住 区域

面此本次设计， 以文化焕活和社Ｋ熏构为双重 目标 ， 打造下半城最重要的文化与公共空间

轴线 ， 同时整合社区 ， 构建特色社区 ， 实现文化与社ｇ新生 ９

４丄３ 街区 现状资源及要素分布

图 １ 基地区位图圈 ２ 现状资源分布图
＂

人民公 园片区现状资源丰霄 》 主要历史资源有 ； 东华观 、 重庆高中 旧址 、 巴县衙署 、

Ｓ 民党 （左派 ） 四 川省党部、 市党支部 、 山 西会馆和南宋鼓楼遗址 。 自然资源有人民公

园 ｅ

４ ．２ 基地现状问题总结

根据对现状 问题 的梳理 ， 人民公园片区在历史记忆、 公共空间 、 人居环境 、 道路交
．

通、 运行机制五个方面存《１以下问题 ： 文化资源保护表象化 ， 文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
资

源的利用方式粗放单
一

； 增 ｜＿间极度有限且存量＆间利用
＇

不佳 ， 城市绿化通廊尤其 以解

放碑
一一人民公园

一一巴县衙门
一一

太肀ｎ—一老君洞的主粟视廊未被彻底打通 ； 人居环

境方面人 口 压力的增大导致居往环境的恶劣 ， 同时配套服务的低下造成生活的不便 ； 道路

交通方面主要表现在纵向 的交通联系薄弱 ， 步行系统连续性较羞 ， 公共交 ，通较为单
一

；
在



运行机制方面由于用地权属 的不 明产权不猜晰导致社区改造的滞后 ， 权利的分配不均导致

更新利益分配的不公 ， 参与主体主要以政府和开发商为主导 ， 公众参与度低 ， 参与主体单

一带来更新模式的 固化 ， 城市更新方式粗放缺乏创新^

４
．３ 片区级城市设计导则制定

概念框架 设计方法

？１１造特色社区针对性进行社区改造

參 整合碎片夺 ８空间《联 ｝

． １区牛活

？ 还原历史轴线及 城市格局

？ 保护修银历史迪存及周边 环境

？ 雛新漸进式橫式

？？发改ｉＳ湣能实现多方共建

设计顺序

■
核，Ｗ介值

文化下半城
宜居下半城

主要矛靥

苒求与消失的历史 ｉｅ忆

＿的交通联系

利用不佳的碎片空间

亟需改菩的居住环境

地块目标

文化焕活

社区重构

策略提出


ｂ
凸显文化格局＊

？

还原巴县衙门与老鼓楼通址的历史格局 ．

构建便撞交通
？ 克眼簧杂地形 ， 结合居民楼改造及城市阳台 ． 提离可达性 ．

优化公共空胃 ？ｎ通解放碑至老君洞视线通廊．

提升居住品质 ？ 明晰公共空间等级 ． 将人民公园的绿色活力渗透至各个社区．

廉租社区提供技能交换平台实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交流 ；

全龄社区配套完善公眼宜老宜居 ．

图 ３ 设计思路

４ ．３ ．
１ 基于历 史价值的文化导则

历史方面通过划定保护范围 ， 强化现状遗存 ， 注入博物馆等文化激活点 ， 进行文化滲

透 ， 以此构建完整文化网络 ， 凸显文化格局 》

１
）

． 识别历史遗存。 通过对基地历史文化建筑的识别统计 ： 存活 ５ 处 、 存留 １ ３ 处、 消

朱 ９ 处 ；

２
） ． 标识历史资源。 对基地 内 的存活和存留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核心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 的核定 ， 对消失的文化资源点进行标识 ｆ

３
） ． 恢复历史轴线。 通过视廊控制体现历史上从人民公园到巴县衙门 、 太乎 门到老君洞

的轴线关系 ， 使得站在人民公园北部可队直接看到对岸的老君洞并且满足不少于 ５０％的透

山襄

４
） ． 片 区文化节点遴选。 筛选的标准要满足 以下几点要求 ：

表 １现代文化节点遴选原则

序号 具体要求

１ 未占用历史文化遗存位置 。

２ 有利于凸显文化遗产特性 ＆

３ 拥有较好的交通■像条件 ｉ５ ００米内有轨瓚文通墙点 ，
３０ ０米 内奢公交墙点 ：《



４ 具有公共性 ， 优先利用 社区 内现有的文化设施及服务中心建筑 ，

５

有文化线路连接文化节点 ， 尤其加强与重要门户节点的联系 ， 文化线路至少对

位 ２ 个小Ｋ入 口 。

５
） ． 文化网絡构建 《 在标识历史道路的基础上 ， 进行文化线路设计 ， 形成体验历史文化

网络 。

４ ． ３ ．
２ 基于立体 网络的 交通导则

交通方面完善道路系统 ， 特别是纵向步道系统 ， 配建公共停车和公交站点等静态交通

设施 ， 以此来构建便捷出行网络 。

１
）

． 发掘现状交通问题 ， 寻找冲突矛貭点。 受＿于下半城的地形 ， 基地 内部路网密度虽

然不低却存在许多公 ．

共交通－覆盖嘗区 ＾
■ 步行阿络方面缺少必要的 引导和标识 ， 便捷度和舒

适性有待提鲁

２
）

． 升级部分道路 ， 完薺路网 体系 。 由于两道东西向陡坡带的存在 ， 基地内 车行路以东

西向 为主 南北 向交通联系薄弱 ， 支路网未能形成有效循环 。 建议在童点裔差地段增设升

降扶梯或恢复传统的特色交通方式如索道 、 缆本等， 弁调整部分道路等级和宽度 。

３
）

． 提升空间 品质 ， 优化步行体验 ４ 针对特殊的 山城步道步行体验感较差且流线指示不

明的 问题 ， 建议补充完＿现有的步行体系 ， 打通人民公园至巴县衙门 的多种步行路径 ， 挖

掘消极存量空间提供行人休憩的场所 ＊

图 ４ 城市设计分导则

４ ．３ ．３ 基于公共空 间 的环境导则

公共空间通过发掘碎片潜力费间 ， 分类不同空间 ， 改善街道环境 ， 塑造特色街道 ， 以



此来优化公共环境 。

１
）

． 挖掘潜力空间 ， 提升人均绿地。 整合现状人均 ３ ．６ 平方米的存量空间 ， 将人均绿地

面积由 １ ． ３ 平方米提升至 ４ ．９ 平方米 。 并鼓励引 导城市边缘空间改造成为适合居 民 日常使用

的 口袋公园 。

２
）

． 空 间等级分类 ， 完善公共空间体系 。 各类开放空间要求如下 ：

表 ２基地开放空 间城市设计导则

城市公园 社区绿地 口袋公园

规模 不小于 １０ ０００ｍ
２

。 不小于 １０ ００ｍ
２

。 不限 。

位置
城市主要干道

一

侧 ， 与人行道 、

街道或主要建筑物入 口相连 。

位于社区 中心或
一

侧 。 充分利用下半城的碎片

存量空 间 。

可达

性

周围 ５００ 米至少有 １ 个轨道交通

站点 。

周围 ３ ００米至少 １ 个公交

站点 。

保证步行可达。

景观

设计

提供丰富多样化的景观配置 ， 结

合基地特殊地形选择尺度亲切的

植物 。

不少于 ５０％的可进入的草

坪 。

提供可遮阴避雨 的景观

配置。

商业

设施

在公园附近提供饮食设施及座

位 。

在绿地周 围提供零售和餐

饮设施。

日照
满足

一

日 中有 ５０％的 区域有 日照

和遮风条件 。

保证午餐或晚餐时段有大

部分 区域有 日照条件 。

开放

度

每天上午 ７ 点到下午 ９ 点 ． 全天 。 全天 。

３
）塑造特色街巷 ， 控制视线通廊 。 主要视线通廊如人民公园至老君洞轴线覆盖区域建

筑高度不得超过 ２４ 米 。

４
．３ ．

４ 基于社区生活的居住导则

居住方面通过整合现状社区 ， 构建廉租 ， 全龄和 ＳＯＨＯ 等特色社区 ， 完善各层级配套

建设以此来提升居民生活 。

１
）梳理现状小区 ， 重组住 区边界 。 根据现状各小区居住的人 口数量 、 人群构成 、 年龄

构成居住配套及环境 品质将现状小 区分为历史 民居 、 老旧小区和现代小 区三类 。 在原有社

区边界的基础上 ， 通过人均居住面积及各类公服设施配比量重新梳理划分社区范围 ， 将
一

些边缘小区纳入新的社区组团统筹考虑 。

２
）构建全龄社区 ， 完善廉租社区 。 针对基地人 口老龄化和人 口流动性强的 问题 ， 通过

构建全龄社区和适老社区 ，

一

方面满足老年群体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 ， 另
一

方面均衡社

区人 口构成和年龄构成 ， 使社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发挥他们的活力和优势 。



图 ５ 城市设计总导则

通过五个要素导则的叠加统筹 ， 形成下半城人民公园片区总导则 ， 为地段级设计导则

提炼重点设计区域 ， 统筹整体城市设计控制要素 。 并为后续的城市设计提供准确的现实依

据和设计指导 。

５ 城市设计导则指导下的更新方案

图 ６ 总平面图 图 ７策略落实示意图

３
）完善配套设施 ， 提升生活品质 。 通过分级布置商业设施 ， 在居住 区 中心设置 片 区级

商业 中心 ， 社区及组团结合部分底层商业解决居民 日常所需 。 増设多种文体设施 ， 优先利

用社 区原有基础服务设施和利用不充分的文保单位、 历史建筑。

４ ． ３ ． ５ 基于反馈调 节 的更新机制

追求多方共建的 自循环更新机制 、 公共干预机制和意见反馈平台 。 自 建或引 入众筹众

创平台 ， 吸收更 多社会资源 。 定期对更新导则进行公示和讨论 ， 并组建更新委员会 由 多方

角色和利益团体博弈制衡 ， 共同制定评审导则实施方案 。

４
． ３ ． ６分导则 叠加 的 总导则

总体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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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整个片区 ， 规划结构上 ， 多样核心带动片区发展。 功能分区上 ， 混合功能激

发片 区活力 ； 交通组织上 ， 通过完善路网体系 、 强化步道 、 构建上下城联系 ； 绿化 结构



上
，

一

主多副 、 提升公共环境 ； 文化系统上 ， 多样设施配建 、 强化整体格局 ； 人流组织

上 ， 特色节点设置 、 提升片 区人气 ； 最后 ， 在立体空间 中 ， 将文化 ， 社 区等各项策略叠加

落实 ， 完善设计 。

片 区 内 以文化和社区生活为主题 ， 拥有两条重要轴线 。 作为片区 内最重要轴线 ， 人民

公园 轴线塑造包含多样功能分区 ， 多样空间体验与多样文化展示 ， 承接解放碑商圈 的文化

休闲 娱乐 区 以及依次展开的体现不 同时期文化的 国民党旧址文化主题区 ， 巴县衙门遗址文

化展示区与南宋鼓楼遗址文化广场使人们体验丰富活动的同 时如在历史中行走 。

多样空间与主题满足不 同阶层 ， 不 同年龄人群活动需求 ， 使之成为整个下半城最重要

的公共空 间轴线 。 第二条 以社区生活为主的轴线 ， 串联了廉租社 区公共 中心 ， 结合遗存东

华观的社 区文化 中心 ， 社 区活动广场和结合旧建筑更新改造的特色青旅 区 。 为高密度 ， 多

类人群 ， 较低品质的原居住片区注入新的活力 ， 对提升片区品质 ， 丰富社区生活 ， 增强人

群交流 ， 吸 引新鲜血液具有重要的作用 。

６ 总结

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城市设计最具特色的成果之
一

， 在指导城市的整体特色格局 、 文脉

传承 、 重点地段的项 目 引 导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 在我国近 ３０ 年的实践过程 中 已经形成

较为系统完整的编制体系和理论框架 ， 但仍存在着各层级导则衔接不畅 、 部分 内容针对性

不强 、 导则制定深度不足成果表达缺乏创意 、 缺乏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等 问题 。 本文 以重

庆市下半城人民公园片区更新设计为例 ， 分别从历史价值的文化导则 、 立体网络的交通导

则 、 公共空间 的环境导则 、 社区生活的居住导则 以及反馈调节的更新机制五个方面共同构

建 了基于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更新导则的制定方式与成果表达 ， 为提升下半城城市空间 品

质 、 塑造人性化空间寻求更好的更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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