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市总体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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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为适应城市发展新要求，落实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要求，强化大连市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地

位和龙头作用，推进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系列城市设计试点项目，

《大连总体城市设计》属于城市设计试点项目之一，肩负着诸多使命。总体城市设计意图从构筑

优美的城市空间环境形象和加强城市空间活力角度出发，通过对大连自然山水特征、历史文化特色、

都市空间特色的把握与梳理，明确大连城市空间特色定位，构建未来城市空间形态的总体框架与发展

思路，形成总体城市设计与相关试点项目间的同期、联动编制，并通过设计管控与行动计划，为下一

步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南。

本次《大连总体城市设计》于2018年末启动编制工作，历经前期规划研究、大数据综合会诊、部

门专题座谈，以及网络问卷调查、新闻媒体报道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公众参与及宣传活动，广泛吸纳社

会各界意见及建议。规划成果经多轮汇报及修改完善，于2019年6月4日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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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剖面

市域山水格局特色——山海相嵌的形胜格局

n 由黄海渤海环绕的大连，三面环海。辽东半岛通过庙岛群岛与山东半岛相

连接，群岛由海平面以下岩石联系，与长白山山脉的千山余脉相连，一脉

入海，成为黄海渤海的分界。北部山体群，大黑山，横山丘陵地，老铁山

互为对景，隔城相望，成为城市中脊，形成“一脊四山斜入海”的形胜格

局。黄海渤海左右环抱，大小海湾相互嵌套，具有山海相嵌的形胜格局。

资料参考——大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20）
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

横山丘陵地

高程 长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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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渤  海

黄  海

区域尺度

眺望点

最高眺望点

图例

海湾岸线

延伸余脉

主要山体

二.风貌特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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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城镇空间特色——湾城融汇的城镇空间

城市发展轴线

城市发展廊道

城市发展廊道

主要功能组团

次级功能组团

主要功能节点

城市功能节点

图例

一轴两翼，单核多节点；中心区七小湾，市域十一大湾

渤  海 黄  海

n 一轴：沿“哈尔滨—大连”

交通走廊的大连市域城镇扩

张主轴。

n 两翼：沿渤海城镇发展群

和沿黄海城镇发展群

n 单核：以青泥洼-东港以及

金马路构成的都市极核。

n 多节点：旅顺组团、金普

新区组团、庄河组团、瓦房

店组团、长兴岛组团等多个

区域城镇节点。

n 市域内呈现中心区七大湾，

市域内十一大湾的海湾格

局。

二.风貌特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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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廊多点，特色湾岸

n 一廊：从金州古城到大连湾、旅顺的大连城市空

间演变廊道

n 多点：大连历史城区、金州历史古城、营城子、

复州城等呈散点状分布的历史文化资源点

n 特色湾岸：沿各湾岸汇聚了城市自然人文要素，

呈现出自然、都市、文化、制造等多元类型的特

色湾岸

国家级历史文化资源点

省级历史文化资源点

市级历史文化资源点

重要文化街区

自然型岸线

都市型岸线

文化型岸线

制造型岸线

图例渤  海

黄  海

n 多元交融，特色湾岸：大连山海相间的自然地理格局，自古以来的多元历史积

淀，造就了大连市域空间湾区组团分布的特点。其中，明清、民国、欧亚等多元的

历史文化相互交织，沿自南向北的演变廊道，历史文化资源点呈现出多点散布的特

征；同时自然、都市、产业等特色资源汇聚在湾区空间，汇聚出多元化的特色湾岸

空间。

市域历史人文特色——多元交融的历史人文

二.风貌特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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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座屏山聚湾、欧亚海韵、创新包容的国际浪漫都市

大连风貌特色定位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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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市发展的湾区原型

三.总体设计

“湾区+”生态策略

“湾区+”交通策略

“湾区+”生态策略“湾区+”文化策略“湾区+”形态策略

湾区原型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制定湾区生态保护整体框架，划定刚性
的生态绿线，保护湾区生态自然基底；
打通若干生态景观廊道，有机划分湾区
城市组团，实现湾区的联山通海。

统筹考虑多种交通空间及路线的组织，加
强湾区交通的通行效率。
建设海陆立体交通体系，优化海陆接驳换
乘游线，促进海陆一体化综合开发。

依托滨水岸线的环境优势，发展湾区岸
线蓝色经济，激发滨海产业活力；
同时，创新引领并推动湾区整体产业升
级，实现滨海与湾区组团的协同发展。

梳理资源分布，丰富活动类型，激活湾
区文化节点；
并通过海岸线、步行街、绿道等多元的
路径串联，形成完整的游憩观览体系。

强调因地制宜，且具有在地性空间形态的
打造；
结合各个湾区的环境特色，采用差异化的
手法，塑造其空间形态。

生
态

交
通

产
业

文
化

形
态

“湾区+”五维战略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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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开发

滨海公园

文化设施

滨海公园

文化设施

船厂改造

东港CBD

滨海街区

点亮湾区策略

三.总体设计

点亮海岸 点亮街道 点亮遗产 点亮地标 点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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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园

游船码头

滨海广场

高层簇群

生态湿地

 

生态岸线

根据现有资源进行生
态岸线对的调整和梳
理。针对山体与场地
连接处的部分地块，
进行自然岸线的布置。
补植当地植被，凸显
场地特点

滨海节点结合硬质海岸线。
设置方便人们活动、赏景
的硬质铺装广场。丰富海
岸线的类型同时，结合场
地特色，塑造滨海风格雕
塑展示场地风格

山体与城市连接处。
通过生态湿地进行过
度和延续。与其他景
观要素结合，形成富
有变化的城市空间

滨海栈道

结合凹凸多变的海岸线设
置可以眺望山海的滨海栈
道。增强海岸线联系与呼
应。通过栈道的位置选择
和形式构成，形成连续的
硬质空间。结合当地植被
栽植和活动营造，打造功
能复合型的海岸线多方面
发展模式。

结合岸线自身特点，
发展游船码头等市
民、游客可参与的
海岸活动

在河流入海口处，以
生态岸线作为主导方
式进行过渡。同时生
态公园也可作为城市
活动的载体，进一步
增强城市活力

高层簇群作为城市中
要素的一种，结合城
市特色，体现多变界
面

文化广场

结合湾区内过去原有的造
船厂文化这一主题，进行
造船长文化与海滨广场的
结合。打造富有文化象征
寓意的造船文化广场，结
合当地植被、雕塑等方式，
同时进行场地文化的发掘
和演绎。形成极具张力的
文化广场，为市民活动提
供丰富性的选择。

核心策略
连续、尺度适宜的滨海开放空间带吸引全年龄层的
人群活力；

大连湾海岸点亮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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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轴线山海通廊 生态绿楔

造船厂 文化慢性区 文化街区

快速输配轴

通过垂海廊道连接山
海，通过植物补植和
绿脉连续等方式，打
通山海，形成山海廊
道的同时 ，也可进行
眺望通廊 

产业轴线周边附属高
层建筑，可局部进行
城市界面丰富和组合。
规划设计城市建筑天
际线，符合产业发展。

结合周边已有环境进
行 生态绿楔的规划和
增补，通过补植当地
植物等进行绿楔的连
续补植和轴线的塑造 

结合周边高速路进行
快速输配轴的连续性
规划，使得场地内部
交通通道达到顺畅和
通达。

结合原有造船厂旧址文化
进行造船厂文化慢行区的
规划和设计，通过再现旧
船厂的设施等方式，为市
民打造不同风格的慢行空
间，增强海岸活力

文化街区结合过去原
有大连石化旧址进行
文化体现。同时加入
创意街区等现代产业

1.垂海的产业轴线联动滨海和腹地空间；
2.观山通海的城市通廊联动山海城感知；

核心策略
大连湾街道点亮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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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对工业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打造独特的文化品牌；
2.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湾区空间风貌；

历史遗产复兴 工业遗产复兴

公共空间营造 生态修复工业地标 文化旅游 文化创意

梳理大连造船厂的公共空间
网络、结合工业文化主题设
计品质化的广场公园，提高
遗产所在空间环境的公共性、
可达性。

充分利用原有标志性构筑物，
同时结合造船文化及工业风
貌设计主题文化博物馆地标。
强化大连造船厂工业文化符
号。

结合大连石化、大连造船厂
内的工业建筑遗存，置入文
化商业、娱乐休闲等高端化
业态，产品融入高度提炼的
文化符号，打造文化品牌。

对原有遗产场地内污染严重、
环境质量差的用地，置入生
态绿地，设计工业主题公园。
进行生态修复，有机融入大
连湾滨海旅游中。

在大连石化片区，合理评价
建筑质量、年代等，在此基
础上进行更新改造，作为文
化创意功能载体，形成良好
的创意园区空间氛围。

对于中山广场、南山风情街、俄罗斯
风情街，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周边区
域在风貌上和高度上进行管控，延续
“欧亚海韵”的城市风貌特色；同时
通过文化路径串联，构建遗产保护的
整体格局。

对于大连造船厂和大连石化片区，在
原有的基础上，发掘内生的文化品牌，
作为驱动力；融入生态修复和城市织
补的概念，充分利用存量建筑和空间
资源，提升空间品质，打造沿大连湾
的文化旅游格局。

核心策略
大连湾遗产点亮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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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历史建筑物

标志性景观构筑物

造型独特，标识性强的景观
构筑物，多位于大型绿化空
间及广场空间内。

突出景观构筑物的交通视线和观
景视线；
布置周边广场和绿地，丰富构筑
物周边活动；
丰富周边建筑和业态。

标志性门户建筑物

标志性造型建筑物

特色工业景观

标志性商业建筑物

标志性滨海开放空间

保存完好，造型风格特色突出
的历史类建筑群。

保持建筑周边风貌，周边建设控制
与景观规划相结合；
加强中山广场和周围历史建筑群的
轴线关系；
控制周边其他建筑高度；
保证周边街道的风貌和历史建筑群
和谐；

建设滨海标志性门户建筑，
打造滨海亮丽建筑群。

打造滨海标志门户建筑；
重要对外门户建筑地区需编制
地段级城市设计，塑造城市形
象;
发展滨海文化休闲业态。

对造船厂旧的工业进行景观
改造，打造为一个工业遗产
公园。

合理利用造船厂的公工业设施，
结合高差，运用现在的景观手法，
增加场地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发展相关业态，丰富休闲娱乐功
能，同时体验当地特色。

标志性滨海建筑物
建设标志性滨海开放空间

结合滨海空间和建筑，设置滨海
广场和特色景观雕塑；
发展周边业态和休闲娱乐设施；
建筑高度<60m，丰富建筑造型
和材质。

建设滨海标志性造型建筑物

打造滨海标志造型建筑；
塑造和体现城市特色形象;
发展周边的滨海广场和相关
景观设施。

建设滨海标志性门户建筑，打
造滨海亮丽建筑群。

打造滨海标志门户建筑；
建筑高度>100m
重要对外门户建筑地区需编制地
段级城市设计，塑造城市形象;
发展滨海文化休闲业态。

结合历史街区，打造文化特
色商业街

结合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文化
产业；
建筑风貌统一，高度控制；

标志性滨海高程建筑群
建设滨海标志性门户建筑，
打造滨海亮丽建筑群。

打造滨海标志门户建筑；
重要对外门户建筑地区需编
制地段级城市设计，塑造城
市形象;
发展滨海文化休闲业态。

1.充分发挥大连地标门户特色，统一整体的秩序，建立清晰的
层次，以求空间环境达到最佳效果。
2.环湾散点式布局来进行构建，彰显湾区形态和三维方位感知。
将城市地标串联成系统游线；

核心策略
大连湾地标点亮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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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山

综
合
商
业
中
心
体
验

滨
海
公
园
休
闲

工
业
遗
址
公
园
游
玩

滨
海
商
业
中
心
体
验

街
头
绿
地

城
市
公
园
游
憩

沙
滩
娱
乐
活
动

工
业
遗
址
游
玩 滨

海
休
闲
活
动

滨
河
休
闲

滨
河
休
闲

矿
坑
公
园
娱
乐

滨
海
广
场
休
闲登

山

登
山

综
合
商
业
中
心
体
验

1.打造体味大连多元缤纷的都市风貌的丰富活动类型；
2.通过滨海和内部的活动流线，增加湾区的体验性；

街
头
绿
地

滨
海
公
园
休
闲

核心策略
大连湾活动点亮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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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入海、十城汇湾
三轴凝核、多心辉映

英

复

花园口经济区

庄河城区

皮杨经济区
金普新区

旅顺口都市新区

中心城区

长兴岛经济区

太平湾都市组团

长海都市组团

哈
大

城
市

发
展

轴

黄海都市发展廊

渤 海 产 业 发 展 廊

渤  海

黄  海

n 一脉入海：尊重北部山体群、大黑山、西部森林公园、老铁山四山及城

市绿脉构筑出的山海格局。随绿脉入海之势，于内陆布局有机分散的城市

组团，塑造绿色生态的腹地空间；于入海处结合绿楔、绿道，布局紧凑的

城区空间，塑造兼具魅力与活力的城市中心，形成城绿相间的尖端都市空

间。

n 十城汇湾：延续湾城融汇的城镇空间特色，沿湾处布局城镇公共功能，

形成汇湾的九个发展片区，即太平湾、长兴岛、金普新区、普兰店、旅顺

口、皮杨、花园口、庄河、长海、中心城区十片区。结合城市更新与价值

挖潜， 提出清晰的板块指引，优化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的功能布局。

n 三轴凝核：依托渤海产业发展廊、哈大城市发展轴及黄海都市发展廊，

打通中心城区与腹地空间的纵深联系，形成中心城区的城市发展极。沿三

线依托原有基础进一步推动城市组团发展，差异化布局产业功能，形成链

条式的整体产业布局，强化大连城市的尖端效应。

n 多心辉映：糅合多样化的主题性产业功能，推动各组团中心的建设，形

成面向未来的大连湾连绵中心带，及特色各异的各级城市中心，形成多心

辉映的城市中心体系。依托快速交通、特色水上交通网络打造一小时经济

圈，缩短中心间通勤时间，凸显城市活力。

绿脉

渤海产业发展廊

哈大城市发展轴

黄海产业发展轴

特色海岸线

图例

绿心

城市组团

特色中心

发展核心

瓦房店经济区

市域城市空间结构意象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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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连城 九湾九品

金州湾

小窑湾

红土崖子湾

泉水湾

牧城湾

梭鱼湾

星海湾

旅顺湾

羊头湾

大黑山

西部森林公园

老铁山

城市生态绿心

大陆尽端岬

历史文化湾区

主要绿脉

次要绿脉

综合主中心

现代活力湾区 副中心

片区特色中心

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结构意象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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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组团
显山水
联中心 大黑山

西部森林公园

老铁山

小孤山

南部山体

四平山

北炮台山

九头山

绿脉

绿脉

楔

楔

楔

楔

青泥洼桥-人民路-东港
城市中心

梭鱼湾
城市中心

西安路-星海湾
城市中心

金马路
城市中心

黄河路
城市中心

铁山
城市中心

周水子
城市中心

九里
城市中心

小窑湾
城市中心

水师营
城市中心

七贤岭-凌水
城市中心

奥林匹克广场中心

大连北站
城市中心

斯大林路
城市中心

金渤海岸
城市中心

体育中心
城市中心

中华路
城市中心

金
州
湾

泉
水
湾

红
土
崖
子
湾

梭
鱼
湾

星
海
湾

旅
顺
湾

羊
头
湾

小
窑
湾

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结构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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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海

海

山

山

梭
鱼
湾

泉
水
湾

红
土
崖
子
湾

小
窑
湾

金
州
湾牧

城
湾

羊
头
湾

旅
顺
湾

星
海
湾

图 例

特色中心

综合服务组团

国际商务组团

生态居住组团

河道（蓝楔）

垂海通廊

输配廊道

休闲岸线

生态岸线

国际文化休闲组团

生态廊道

科创组团

智慧商务组团

产业组团

山

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布局

三.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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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脉四心：市域围绕 “一脉四心”的生态本底，强调尊重山海格局， 延续环湾发

展的营城思路， 打造富有魅力、 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同时， 结合城市更新与价

值挖潜， 提出清晰的板块指引，优化核心区的功能布局 。

n 一廊四区，六楔连岬：严保全市生态空间，市域生态空间比例不低于13%。划定

“一廊四区”的核心生态空间，弹性化、差异化地实施生态保护建设。一廊即滨海

生态廊道，四区即北部千山山脉水源涵养区、西部滨海资源保护区、南部丘陵地址

保护区核东部海岛海洋生态保育区。

英

纳

河

河

庄

碧

流

河

大

沙

河

复

州

河

沙

登

河

花园口经济区

庄河城区

皮杨经济区

旅顺口都市新区

中心城区

长兴岛经济区

太平湾都市组团

长海都市组团

山脉走势

林地

主要河流

海岸线

建成区边界

图例

一脉四心显锦带，两岸六楔定骨架，十城十三湾秀景观

渤    海

黄  海

一脉：由百余座山构成的城市生态

绿脉。

四心：围绕北部山体群、大黑山、西部森

林公园、老铁山四山形成四大生态绿心

两岸：黄海岸线和渤海岸线。

六楔：六条主要入海河流。

十城：太平湾、长兴岛、瓦房店、金普新

区、旅顺口、皮杨、花园口、庄河、中心

城区、长海十个城市发展片区。

十三湾：十三个特色城市海湾。

瓦房店

金普新区

市域山海骨架建构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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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轴线

城市发展廊道

城市发展廊道

城市核心区

核心功能组团

次级功能组团

城市功能节点

图例

“多中心、多组团、复合‘V’字结构、链条式发展”
n 城市形态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构筑中心城市、城市组团、中心城镇相

互联系的全域空间网络结构，打造一小时经济圈，为增强城市承载力、发挥辐射力、

提升综合实力奠定基础。

n 按照沿黄渤两海、沈大和哈大两线，东拓北进‘V’字型拓展的思路，进一步拉开

城市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组团式、链条式发展。梯次布局、分级推进、错位发展，

构建多中心的的城市发新展格局，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进程。

哈大城市发展轴

黄海城市发展廊道

渤海支柱产业带

一轴两翼，一核九组团多节点

渤  海

黄  海

n 一轴：沿“哈尔滨—大连”

交通走廊的东北地区区域发

展中轴。

n 两翼：沿渤海城镇发展翼

和沿黄海城镇发展翼

n 一核：一个都市极核，大

连老城区、西部城区、中部

城区、北部城区、东部城区。

n 九组团：瓦房店组团、庄

河组团、花园口组团、皮杨

组团、长海组团、长兴岛组

团、太平湾组团、长海组团、

旅顺组团。

市域形态骨架建构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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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三带十一城

文化核心片区

主要历史城区

主要历史片区

重要文化资源点

主要文化圈

图例

n 多点辉映，三脉连城：重点保护胶辽走廊、山海要冲、多样生境的自然地理格

局；枕山襟海、广场组合、肌理拼贴的大连历史城区空间形态；双城并立、环山面

海、钻石构图的旅顺历史城区空间形态特色等，通过三条主要文化带将其市域南奔

跨度的文化资源点串联起来。

n 聚团化的历史遗存，多元化的文化风貌：大连具有数量众多、价值突出、风

貌多样的历史城镇与地段特色，应当保护脉络完整、类型丰富、近代遗珠的文物古

迹遗存特色和历史悠久、缤纷多元、至关重要的移民文化特色。

现代智造湾

渤  海 黄  海

现代智造湾

现代智造湾 人文风情湾

国际都市湾

现代都市湾

魅力都市湾

绿旅生态湾

精致轴承都

海滨风情岛

山野魅力
湾

海滨风情湾

n 一核：以大连历史城区及金州古城历史城区为

主的多元文化核心

n 三带：市域文化中轴、渤海文化带、黄海文化

带

n 十一城：太平湾现代智造湾、长兴岛现代智造

湾、金普魅力都市湾、金州现代都市湾、羊头

现代制造湾、旅顺人文风情湾、大连湾国际都

市湾、金石滩绿旅生态湾、花园湾山野魅力湾、

庄河海滨风情湾、长海海滨风情岸

市域人文骨架建构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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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连城  九湾九品

山海形胜体系

生境网络体系

水绿空间体系

城市中心体系

道路街巷体系 地标门户体系

城市眺望体系

公共空间体系 城市风貌体系

观览游憩体系

山海骨架

都市骨架

人文骨架

中心城区十大管控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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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形胜体系

1绿脉
大黑山——西部森林公园——老铁
山

3绿心
大黑山、西部森林公园、老铁山

9岬
荞麦山、四平山、九头山、
南部山体、小孤山、大砬子等

9湾
金州湾、牧城湾、羊头湾、旅顺湾、
星海湾、梭鱼湾、泉水湾、红土崖
子湾、小窑湾等。

小山岛

二山岛

大山岛

东咀灵山

鹿鸣岛

猪岛

虎平岛

大黑山

老铁山

九头山

小孤山

荞麦山

南天门山

四平山
大砬子

碧海山庄公园

甘井子公园

前关体育公园

北炮台山

牧城湾

羊头湾

旅顺湾

星海湾

梭鱼湾

金州湾

红土崖子湾

小窑湾

泉水湾

图 例
主要山体

岬
绿脉

岛

河

湾

绿楔

海岸线

设计篇策略：

n 彰显绿心特色

n 绿脉贯穿入海

n 整合垂海绿楔

n 打造湾区特色

绿脉入海

绿楔连岬

渤  海

黄  海

南部山体

西部森林公园

山海形胜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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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篇主题：
依据研究篇“提升 、打通、增添”的策略，在设计篇，分

“核” 、“斑”、“廊” 和“岛”提升大连的生境网络，形

成特色的生境网络体系。

提升三大核心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严守生态红线，使城市与绿

楔有机融合。

依托河道、景观道打造生态通廊，打通斑块之间的联系，串通

与跳板、核心保护区等的生态关系。

增添跳板结构的数量和面积，使其满足鸟类迁徙需求，使纤维

状网络覆盖全城。 生境网络体系

3核心保护区

3大核心保护区：大黑山核心保护区、
西部森林公园核心保护区、老铁山核
心保护区。

三级廊道

一级廊道绿脉连接绿心；二级廊道绿
楔连接绿脉和岬；三级廊道城市内部
的道路廊道、河流廊等，共同构建出
完整有序的生境骨架。

多斑块多跳板

斑块跳板依托山体水系进行设置，在
原有生境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为城市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形成生境网络
以核心保护区、生境斑块、廊道结构、
跳板结构为基础的网状结构覆盖全市。

保护措施：在原有生境斑
块的基础上，依托现状资
源适度增加斑块面积及局
部的数量，并通过水系、
道路两侧绿地相互串联，
实现物种流通。

生境斑块

保护措施：整合山水资源，
优化保护区格局，为生境
网络提供稳定的基底的同
时增强城区与周边自然山
水的联系。

核心保护区

保护措施：增加廊道结构数量，
尽量提高廊道宽度，逐渐形成
从线性廊道到带状廊道的过渡，
在维持城市肌理的基础上打通
斑块跳板间的联系，优化城市
生态空间。

生境廊道

保护措施：规划利用原有
跳板，适当发展新的跳板。
使城市中的绿地分布更加
均匀，促进物种交流和新
生境的产生。

生境跳板

设计篇策略：

图 例
核心过渡区
核心保护区
核心缓冲区

岛

湾

主要山体

主要山岬

一级廊道
二级廊道

三级廊道

保护斑块

优化斑块

新增斑块

原有生境跳板
新增生境跳板城市组团渤  海

黄  海

生境网络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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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山

大黑山山脉

小山岛

二山岛

大山岛

东咀灵山

鹿鸣岛
水绿空间体系

10滨海绿带
金州湾3条、小窑湾1条、红土崖子
湾1条、泉水湾1条、梭鱼湾1条、星
海湾1条、旅顺湾1条、羊头湾1条

29垂海绿带
金州湾2条、小窑湾4条、红土崖子
湾2条、泉水湾5条、梭鱼湾6条、星
海湾5条、旅顺湾4条、羊头湾1条

25穿城绿带
金州湾5条、小窑湾3条、红土崖子
湾3条、泉水湾4条、梭鱼湾5条、星
海湾3条、旅顺湾3条、羊头湾3条、
牧城湾7条

7环山绿带
金州湾1条、小窑湾1条、红土崖子
湾1条、梭鱼湾1条、星海湾1条、旅
顺湾2条、羊头湾1条、

15滨河绿带
金州湾4条、小窑湾3条、泉水湾1条、
梭鱼湾2条、星海湾1条、旅顺湾3条、
牧城湾1条

图 例
滨海绿带
垂海绿带
穿城绿带

滨河绿带

河
山

环山绿带
岬
绿脉
绿楔

小山岛

二山岛

大山岛

东咀灵山

鹿鸣岛

猪岛

虎平岛

大黑山

西部森林公园

老铁山

九头山

小孤山

荞麦山

南部山体

南天门山

四平山
大砬子

碧海山庄公园

甘井子公园

前关体育公园

北炮台山

牧城湾

羊头湾

旅顺湾

星海湾

梭鱼湾

金州湾

红土崖子湾

小窑湾

泉水湾

设计篇主题：
依据研究篇山体、水体、公园、街道、业态和公共空间

等分析，在设计篇，采取“新增” 、“优化”和“拓宽”

的策略，对大连水绿格局进行提升，绿地等级划分、并

进行绿地空间规划，提升大连的水绿空间，形成大连特

色的水绿空间体系。

已有绿地根据功能和类型整合为五种绿带，滨海绿带，

垂海绿带，穿城绿带，环山绿带和滨河绿带，形成水绿

空间网络。

设计篇策略：

渤  海

黄  海

水绿空间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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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山

大黑山山脉

小山岛

二山岛

大山岛

东咀灵山

鹿鸣岛

小山岛

二山岛

大山岛

东咀灵山

鹿鸣岛

猪岛

虎平岛

图 例

滨河绿道

山

城市绿道

岬

绿脉

绿楔

滨海绿道

环山绿道

滨河绿道：
长度：约104.4km
大连湾内部沿河设置滨河绿绿道，营造
适于周边居民活动休闲的滨河开放空间
和慢行步道、自行车道等，辐射周边地
区。

滨海绿道：
长度：约575.okm
利用大连湾绵长的海岸线和泉水湾已有
滨海公园，打造连续性滨海绿道。为市
民提供活动、休闲、观赏的景观绿色空
间。

环山绿道：
长度：约124.9km
针对南部山体、西部森林公园、大黑山
等部分山体边界进行木栈道、骑行道等
活动道路的设施。

城市绿道：
长度：约504.0km
大连湾内部城市绿道根据湾内已有公园、
广场，以及主要交通路线等作为主要依
托。形成局部成环、总体成网的分布模
式。

滨河栈道 滨海活动栈道

自行车道沿河慢行道

沿河慢行道沿河慢行道

跨河慢行道 滨海慢行道

城市自行车道 环山绿道

环山骑行道观景栈道城市绿道城市绿道

林下绿道 林下慢行道

环湾步道 滨海公园

徒步道 环山骑行道

滨海绿道：滨海绿道为沿海设置的活动性较强的线性道

路。

滨河绿道：沿河的线性慢性空间，也包含沿河亲水平台、

滨河广场等

城市绿道：城市绿道主要连接城市里的公园、广场、游

憩空间。

环山绿道：沿山徒步、登山、自行车道等。

约575km滨海绿道

约100km滨河绿道

约500km城市绿道

约125km环山绿道

水绿空间体系——绿道体系专项城市设计

四.管控骨架体系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p 一主八副八特的职能结构
主中心：整合大连城区现状职能，提炼核心职能并对其进行优化组合和规划布局，形成城市发
动核。发动核涵盖辐射整个城市的社会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和工业制造五大城市职能。

副中心：结合大连岬湾的自然地理格局，规划八个贯穿大连城区的城市副中心协同发展。

特色中心：根据空间区位、资源禀赋差异形成不同职能主导的特色中心，实现差异化发展。

p 一带一脊三轴的空间结构
中心连绵带（超级湾）：由大连湾+泉水湾+红土崖子湾构成的都市连绵带，集聚现代
金融、商贸、文化、总部、会展、创意等多种现代服务业、辐射带动周边湾区发展。

周水子活力中脊：考虑春柳河沿线用地潜力大，山水景观资源好，将周水子片区、春
柳河片区、梭鱼湾片区打造为城市活力中脊，承载大连超级湾文旅娱乐等休闲功能。

联系轴线：依托重要交通输配廊道联系主副特中心，实现联动发展。重点打造星海国
际科创轴、金州高新智造轴、小窑湾商贸物流轴。

主

副

副

副

副

副

副

副

副

特

特

特

特

特特

特

特

青泥洼桥-人民路-东港城市中心
城市综合中心

梭鱼湾城市中心
文化商务中心

星海湾城市中心
会展博览中心

金马路城市中心
金融商务中心

黄河路
城市中心

铁山
城市中心

周水子城市中心
文体休闲中心

九里
城市中心

小窑湾城市中心
国际商务中心

水师营城市中心
文旅行政中心

七贤岭-凌水
城市中心

大连北站城市中心
站前商务中心

斯大林路
城市中心

金渤海岸城市中心
空港产业中心

体育中心
城市中心

中华路
城市中心

西安路广场
城市中心

金 州
高

新
智

造
轴

大
小窑 商 贸 物

流

轴

周 水 子
城

市
中 脊

国

星
海

际科
创

轴

主中心

副中心

特色中心

联系轴线

图例

交通廊道

构建多心辉映、硬核连绵的国际化都市中心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连中心内部和外部嵌有大型自然山海景观，呈现景观山水簇拥中心的分布格
局。其中山海景观空间和中心空间耦合大致分为六种模式，内山环海、倚山嵌
海、背山面海、嵌山眺海、远山楔海、拥山望海。

金
马
路
中
心

小
窑
湾
中
心

水
师
营
中
心

大黑山

西郊国家森林公园

老铁山

九头山

大孤山

南部山体

四平山

大砬子
前关体育公园

北炮台山

童牛岭

东榆山

荞麦山

碧海山庄公园

甘井子公园

小孤山

东鸡冠山

周
水
子
中
心

大
连
北
站
中
心

梭
鱼
湾
中
心

星
海
湾
中
心

青
尼
洼
中
心

拥山望海
重点打造连通山体的景
观中轴线空间，严控山
体周边城市建设强度。

倚山嵌海
充分利用有限滨海界面，
打造中心区地标形象。

背山面海
打通山水联系，控制核心
垂海通廊宽度40m；临海
面突出中心区形象

内山环海
控制核心区建设量，保证
中心绿岛形态；滨海塑造
个性通透中心区形象。

中心与山水关系
内山环海、倚山嵌海、背山面海、嵌山眺海、远山楔海、拥山望海

金
渤
海
岸
中
心

嵌丘眺海
控制眺海通廊建筑界面，
保证视线通透。塑造环
丘文创中心面貌；

远山楔海
突出中心区线性绿楔空间，
塑造水绿交织的中心区形
象。

空间模式 内山环海 倚山嵌海 背山面海 嵌山眺海 远山楔海 拥山望海

对应中心 金渤海岸
中心

小窑湾中
心、青尼
洼中心、

梭鱼湾中
心、星海
湾中心

周水子中
心、金马
路中心

大连北站
中心

水师营中
心

山体景观点

中心区范围

绿地范围

水体

图例

超级湾引领的中心体系结构

四.管控骨架体系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2交通输配环
内环联系超级湾，外环沟通外围湾区。

15快速交通廊道
从内环放射出15条交通廊道联系各湾区组团，包括快速路、高速路、轨道三类输配廊。

3交通输配点
• 一级疏散点：结合大连核心交通枢纽打造一级疏散点。
• 二级疏散点：结合湾区客运枢纽打造二级疏散点。
• 三级疏散点：结合城市轨道交通枢纽打造三级疏散点。

金州新区客运站

金州火车站

旅顺口客运港
旅顺老城客运站

北岗桥客运站

大连港

大连火车站

金州湾国际机场

大连湾港

开发区站

小窑湾站

大连北站

金马路站

五一路站

后盐站

辛寨子站
东纬路站
金家街站

胜利广场站

西安路站

河口站

水师营站
塔河湾站

龙王塘站

马栏广场站
一级输配环

二级输配环

道路输配廊道1

道路输配廊道2

轨道输配廊道

一级疏散点

二级疏散点

三级疏散点

图例

构建老城电车、湾内巴士、湾际轮渡、圈层换乘的特色交通线路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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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帆船、游艇

大连火车站
中山广场
港湾广场
会议中心

大小付家庄

贝壳博物馆
会展中心

记者林

渔人码头

人民广场

东港游艇码头

棒棰岛
石槽

虎滩乐园
鸟语林
北大桥
燕窝岭婚庆公园

向应公园

炮台山公园
海滨公园

双D港数字湖

发现王国主题公园

金渤海中心

小平岛广场

星海广场
黑石礁

台山金冈公园
世界和平公园

白玉山景区
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

俄军指挥堡

周水子机场
甘井子公园

大连北站

梭鱼湾公园

荞麦山

解放广场

九里中心

金州火车站
金州体育馆

五四广场

大黑山

三八广场
华乐广场

海之韵公园
兴工街

民主广场
胜利广场

解放广场

小孤山

童牛岭
金马陆中心

大孤山

大砬子山

小窑湾中心

水池山公园
椒金山体育公园

矿坑公园
振连广场

前关湿地公园

3水上轮渡线
以海湾游览为线索进行设置，感知大连海湾风情。

4旅游巴士线
覆盖新老城，领略大连山、海、城交融风光，结合城市重要景点进行设置站点。

2有轨电车线
依托老城现有线路进行优化，体验大连古城情趣，结合广场、城市门户设置站点。

3空中缆车线
以山体观光、海湾体验为线索进行设置，感受大连山海风光。

出行范围 备注

中心城区 有轨电车为主，辅以旅游巴士

超级湾区 以旅游巴士为主，辅以水上交通

大连九湾 以水上交通为主，辅以旅游巴士

有轨电车线

旅游巴士线

空中缆车线

水上轮渡线

旅游巴士站点

有轨电车站点

空中缆车站点

游船码头站点

老城换乘点

湾内换乘点

湾际换乘点

图例

中心城区旅游圈

湾内旅游圈

湾际旅游圈

构建老城电车、湾内巴士、湾际轮渡、圈层换乘的特色交通线路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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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海-湾-城-山的公共空间渗透模式，以轴线-场所-景观
模式打造各个湾区的公共空间，打造垂山、贯城、沿湾、
向海的公共空间廊道和沿湾集聚带，串联包含商业办公场
所的慢行区和重要的广场、公园、客运枢纽等景观节点。

体系特色 垂海一级轴线
垂海二级轴线
贯城轴线
通山轴线
主要山脉
临湾山岬
湾区范围

图例
一级广场
二级广场
一级公园
二级公园
沿湾集聚带

轴线—场所—景观

山
|

城
|

湾
|

海

公共空间序列与组织模式

 山

 山海通廊

 公共空间

 沿湾集聚带

 海

塑造53条特色轴，47个特色场，9条特色岸线

大黑山

西部森林公园

老铁山
太阳沟历史街区轴线

中山路

和平路轴线
红土崖子轴线

小窑湾轴线

牧城湾轴线
泉水湾新城轴线

梭鱼湾轴线

羊头湾轴线

羊头湾滨海广场

中山广场

钻石湾广场

矿坑公园

周水子机场

新北广场

向应公园

炮台山公园
黄海大道广场

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广场

星海广场

大连造船厂

解放广场

滨海生态广场

海湾城山、轴场相串、岸线相连的特色公共空间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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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地标
200米高度以上的具有高度可识别性的
标志性建筑，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区。

文化地标
城市中具有文化，宗教或行政功能、造

型独特、辨识性高的大型建筑。

门户地标
对外交通的枢纽类建筑，如飞机场、火

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等。

地标门户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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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市地标体系以联湾组团式布局、环湾散点式布局来进行构建，达到
城市形象彰显、三维方位感知的目的。将城市地标串联成系统进行综合控
制，后续结合合理的游线设置，以达到系统高效的景观彰显作用。

标志性高层建筑物

标志性门户建筑物

标志性文化建筑物

旅
顺
历
史
建
筑
地
标
簇

高
层
地
标
簇

青
泥
洼
中
心

旅顺景观地标簇

环大连湾文化地标簇 金州世纪广场高层地标建筑簇

地标门户体系建构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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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山海

大连特质景观要素

大连的自然空间地形特色在于：一脉大山纵横入海，多座绿岭独立潮头；无
垠海水环城而过，绵延海湾卧于山边

1.自然本底：山、岭、海、湾

大连的历史文脉特色在于：欧洲和东洋的营城思想、建筑建造技艺与中国的
营城思想、大连本地的自然特色相结合呈现出的空间形态

2.历史文脉：轴、场

大连是一个现代化的东北门户城市，承担着东北对外交流的职能；林立的高
层地标、文化地标也是大连重要的观赏场景

3.国际风范：城

极目山海

极目山海
凭

湾
眺

岬

高点环眺

远
山

倾
城

轴线对景

街心四顾

轴线对景

凭
湾

眺
岬

高点环眺

凭湾眺岬

远山倾城

高点环眺

轴线对景

街心四顾

眺望体系构建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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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极目山海

远山倾城

凭湾眺岬

轴线对景

环湾眺望带

街心四顾

高点环眺

凭湾眺岬

环湾沿线路段、沙滩、海岸设置
多个可供驻足停留的观景眺望空
间，滨海建筑高度尽量低矮开放，
使得观岬视线通透。

高点环眺

在城市中心区、核心滨水区设置
高层观景平台，俯瞰城市空间，
远眺城市核心节点，周边地区控
制第五立面

街心四顾

核心区设置街心广场、驻足空间，
周边建筑有主有次、控制高度、
丰富层次以形成优质界面。

远山倾城

设置多条垂山通透视廊，让山显
于城，外围新城地区，沿山地带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核心区可形
成高低错落的建筑簇群，与山体
走势错开。

n 城市眺望体系是“景与观”要素互动的呈现，通过保留并强化城市中
经典的六种互眺关系。同时，结合城市未来拓张，构建新建城市地区
的眺望特色。

n 特定区域形成视觉序列，青泥洼、老虎滩一带是大连特色的集聚区域，
结合游览路线，增加眺望点与地标景观，加强其视觉体验的丰富性。

n 塑造多个名片场景，如钻石湾看大连天际线，应当做明信片级别的景
观来打造。

轴线对景

保护大连早期规划留存的城市重
要轴线，控制街道两侧的建筑界
面与高度，塑造连续开阔的视线
廊道，轴线两端布局对景标志物。

极目山海

中心城区主要山体需提供可登的
步道游线，在山巅处布置观景平
台，控制周边树木高度，提供开
阔的视野。六种特色互眺塑造城市名片场景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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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魂 国际城 山海韵

一座欧亚海韵、城绿相生的国际化门户城市

p 文化底蕴：西方城建思想、广场和放射性道路，

中式城建思想、城市与山体水体相契合、格网状

的城市空间

p 欧亚风情：俄式建筑、街区环境，东洋风情建筑、

街区环境

p 东北亚之窗：东北亚对外交流的门户，具有东

北亚特色的空间组织方式

p 东三省门户：展示新发展时代的东北面貌，树

立东北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标杆

p 悠远山韵：凸显大连一脉三山九楔十岬的山体

景象，展现城山互动的特色营城智慧

p 雅致海韵：突出九湾自身的特点，形成大连湾

城的名片风景；海与山、城的共生关系也淋漓尽

致的表现出来

大连城市风貌特色定位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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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体系管控

基质风貌区 “欧亚海韵、城绿相生”特色意图区

基地风貌引导区

控
制
特
异
建
筑
建
设

整
治
较
差
城
市
风
貌

协
调
城
与
山
海
关
系

自然风貌引导区

保
护
自
然
山
体
资
源

展
现
秀
美
山
体
风
光

适
度
开
发
丰
富
景
观

临山风貌引导区

建
筑
设
计
回
应
山
体

低
密
建
设
保
护
景
观

空
间
围
绕
山
体
组
织

海
湾
为
线
组
织
景
观

公
共
活
动
丰
富
海
湾

展
示
滨
海
特
色
景
观

公
共
空
间
观
赏
体
系

现
代
建
筑
集
中
分
布

高
低
错
落
显
天
际
线

历史风貌引导区

历
史
建
筑
修
缮
保
护

街
区
环
境
提
升
整
治

设
定
新
建
准
入
标
准

现代风貌引导区滨海风貌引导区

欧亚海韵  城绿相生

山海韵 国际城 欧亚魂

 风貌管控技术路线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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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的特色体现在其独有的山海关系、丰富的发展历史以及应对山海关系的营城思想；反映在风貌上，
则表现为城市顺应山形海势的韵味、欧亚城市风情的融合。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五类风貌区进行管控，
凸显大连的城市风貌。

都市自然风貌引导区郊野自然风貌引导区

策略：以生态资源的保护为
第一位，保证其可持续性；
此外，通过低影响的开发来
充分发挥其社会经济价值。

临山风貌引导区

历史风貌引导区

策略：界定保护要素的范围，
对现状的建筑和建成环境进行
评价，建立更新机制；适度开
发利用，保持活力。

现代风貌引导区

策略：以高品质的建筑设计引
导，展现大连现代化的新风貌；
公共空间衔接重要的广场公园，
设置驻足观赏点。

滨海风貌引导区

临山风貌引导区

滨海风貌引导区

现代风貌引导区

图例

历史街区

历史风貌引导区

都市自然风貌引导区

基质风貌区

郊野自然风貌引导区

策略：首要要素是考虑城市如
何回应山体空间；从建筑的高
度、体量控制，公共空间的引
导来引导城山互动。

策略：滨海地区的建筑从材质、
体量上进行控制，使之符合海
滨轻透的氛围；此外应避免切
断山海之间的联系。

策略：针对过度开发的生态用
地，建立逐步清退的机制；严
控建设活动，通过用地置换、
功能重构缓解生态矛盾。

城市风貌体系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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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原则
根据风貌体系的控制要求，配合特色意图区的设计要求，结合

眺望体系的设计，形成高度分区引导

建筑分类

城市高度管控有待
加强

高
度
分
区
控
制

问
题
一

重
要
人
文
资
源
被
掩
盖

问
题
二

自
然
山
海
形
胜
不
凸
显

问
题
三

城
市
天
际
线
缺
乏
韵
味

特色管控区

门户标识区

一般区域

历史文化遗产区

临山地区

临湾区域

城市中心区

滨海门户区

保证景观资源的开放性、观赏面

限高

减量
打通视线通廊，保证充足视域

形成连续界面，强化重要空间轴线

高层集聚区

超高层集聚区
打造地标簇群，使天际线高低错落

与特色意图区过渡，避免风貌突变

过渡

协调
同一片区内部高度走势整体协调

发挥资源的经济、

景观、文化价值

突出重点地段的

标识性

保证高度关系

整体协调

分类控制

高度上限

住宅 公建

•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 专项规划研究

• 制定相应管控规定

• 中心区城市设计

• 城市设计转换为控

规规则

• 片区总规确定高度

分区

• 地段城市设计确定

高度走势

分住宅、公建两个大类进行管控；住宅主要控制上限，避免干扰天际线韵

律；公建分为高层地标与低伏文化地标，分别控制下限与上限

高度分区引导框架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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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速度激情跑

橙
欧亚风情游

金
四季缤纷享

绿
山林野趣骑

青
海岬休闲览

蓝
亲水狂欢赛

紫
文化体验行

观览游憩体系——七彩大连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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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重要节点

以大连主城区核心轴场景观为节点串联起马拉松路

线，同时全程分为沿湾线、城市线和山水线三大主

题，充分彰显大连城市特色与魅力。其中，重要节

点包括：港湾广场、中山广场、友好广场、人民广

场、奥林匹克广场、和平广场、星海广场、南山风

情街、三八广场、二七广场等。

马拉松路线以国际会议中心为起点，全程马拉松长

42.295公里，半程马拉松长21.098公里，健身马拉

松10公里，迷你马拉松长4.2公里。

比赛起点统一位于大连市东港商务区国际会议中心，

全程马拉松终点在东港商务区国际会议中心，半程

马拉松终点在五五路，健身马拉松终点在星海会展

中心西侧，迷你马拉松终点在森茂大厦。

起点/终点

全程路线

半程路线 

健身跑路线

迷你跑路线

半程终点

1
km

2
km

3
km

4
km

5
km

6
km

7
km

8
km

9
km

终 点
FINISH半程

起 点
START

终 点
FINISH

全程
迷你

1k

2k

4k

6k

7k

8k

9k

3k

11k

12k

13k

14k

16k

17k

18k
19k

21k

5k

10k

15k

20k

25k

30k 35k

40k

马拉松路线 国际会议中心出发，全程42.295公里，串联11个景点。

5K 10K 15K 20K 25K 30K 35K 40K

中山广场 海之韵公园 威尼斯水城三八广场南山风情街劳动公园高尔基路星海广场港湾广场 会议中心

沿湾线城市线 山水线

人民广场

n 比赛线路

补给站
喷淋站
医疗站
移动厕所
存衣处
饮料饮水站
饮水用水站

图例

红——速度激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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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重要节点

n 游览路线

重要节点包括重要地标建筑如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星海会展中心，重要广场如港湾广场、民主广场、

中山广场、友好广场、希望广场、人民广场、奥

林匹克广场、星海广场、星海公园等。

大连作为“广场之城”，有着众多代表城市形象

的广场，同时通过轴的营造串联起了城市广场，

形成了大连独有的轴场体系。欧亚风情游路线主

要依托大连最具特色的中山路为载体，以大连国

际会议中心为起点，以黑石礁公园为终点，展现

轴场相串的欧亚风情和多元浪漫的都市风貌。

n 重要片区

重要地段包括中山广场现代都市片区、人民广场

政治文化片区，星海广场商务创意片区和黑石礁

广场历史人文片区。

中山广场
现代都市片区

人民广场
政治文化片区

星海广场
商务创意片区

黑石礁广场
历史人文片区

黑石礁广场国际会议中心 港湾广场 中山广场 友好广场 希望广场 奥林匹克广场 星海会展中心 星海广场

欧亚风情游路线：  国际会议中心出发  串联文化资源景点：11个  建议游览时间：一天  集中展示：欧亚风情、城市轴场

人民广场政治文化片区中山广场现代都市片区

建议观览时间 15min 20min 30min 45min 20min 20min 45min 20min 30min

午
餐

晚
餐

早
餐

公
交
车

公
交
车

步
行

星海广场商务创意片区

俄罗斯风情街

步
行

公
交
车

人民广场

45min 20min

公
交
车

公
交
车

人
民
广
场

中
山
广
场

港
湾
广
场

星
海
广
场

友
好
广
场

民
主
广
场

三
八
广
场

黑
石
礁
广
场

重要片区

重要节点
游览路线 

图例

橙——欧亚风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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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n 重要活动

n 四季缤纷

依托大连现有四季资源特色，在原有的节庆活动基础上，举

办符合节庆氛围的国际赛事和演出，实现全季节、全时段，

全客群，吸引海内外游客，打造浪漫缤纷之都。

季
节 时间 活动 地点

春
季

3月 大连国际婚庆博览会 星海会展中心

4月 大连国际樱花节 旅顺口区石板桥旅顺二0三樱花
园

5月 大连赏槐会暨东北亚国
际旅游文化周

劳动公园荷花池、甘井子区金龙
寺森林公园、西郊国家森林公园

夏
天

6-7月 大连国际大樱桃节 金石滩、大黑山

6-8月 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星海湾
国家级海洋公园

6-8月 夏季戏水观海 海之韵公园、棒棰岛景区

7-8月 中国国际啤酒节 星海广场

秋
天

9-10月 大连赏枫节 大黑石景区、劳动公园

10月 历史寻脉活动 太阳沟历史街区、南山风情街、
朝阳寺

冬
天 12-1月 大连冰雪狂欢节 渔人码头、旅顺、夏家河子、林

海滑雪场、天门山

5月 8月 9月

四季活动 串联大连重要城市景点，举办国际特色活动，实现全季节、全时段、全客群。

春季

旅顺二0三樱
花园 太阳沟 林海滑雪场大黑石景区大黑山金石滩西郊国家森

林公园
金龙寺森林

公园 夏家河子

旅
顺
不
冻
港

旅
顺
二0

三
樱
花
园

金
龙
寺
森
林
公
园

西
郊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星

海
广
场

劳
动
公
园

南
山
风
情
街

星
海
公
园

棒
棰
岛
景
区

傅
家
庄
公
园

渔
人
码
头

金
石
滩
度
假
区

大
黑
山

朝
阳
寺

夏
家
河
子

林
海
滑
雪
场

太
阳
沟
景
区

大
黑
石
景
区

东
港

海
之
韵
公
园

天
门
山

棒棰岛

3月 4月 6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朝阳寺

7月

夏季 秋季 冬季

春季景点

夏季景点

秋季景点 

冬季景点 

金——四季缤纷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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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重要节点

n 骑行路线
立足大连丰富的山林资源和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以

西部森林公园、南部山体、大黑山为景观背景，以森

林文化、自然风光为体验要素，依托较成熟的沿山道

路，规划健身骑行线和休闲骑行线两种。

健身骑行线以十五公里以上的骑行路线为主，针对专

业健身人士。休闲骑行线以若干骑行片区的形式分布

在绿色景观资源点周围，以日常休闲骑行为主。

自行车路线 奥体公园出发，3条骑行线，串联16个山水景点

5K 15K 20K 20K 30K

棒棰岛 金石滩

西部森林公园骑行线 南部山体骑行线 大黑山骑行线

凌水水库七贤岭森林公园 富国公园 森林动物园 劳动公园 植物公园向应公园海之韵公园

10K

向应公园

西部森林公园
骑行线 大黑山

骑行线
南部山体

骑行线

七贤岭森林公园

凌水水库

富国公园
西部森林公园

南部山体

大黑山

十里岗公园

西部森林公园骑行线：
全程13.5公里，骑行40分钟
起点——七贤岭森林公园，终点——富国公园

南部山体骑行线：
全程16.5公里，骑行50分钟
起点——森林动物园，终点——棒棰岛

大黑山骑行线：
全程25公里，骑行1.25小时
起点——向应公园，终点——金石滩

金石滩
植物公园

森林动物园

棒棰岛

劳动公园
海之韵公园

图例

健身骑行线

休闲骑行线

骑行驿站节点 

重要山体 

健身骑行

休闲骑行

绿——山林野趣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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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n 重要节点

立足大连海洋生态资源和地理优势，重点开发一批高

品质特色海岬，发展一批以山海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海

洋生态旅游区，创建发展山海综合体等公共设施。优

化邮轮港口布局，形成布局合理的邮轮港口体系，鼓

励发展邮轮海岬休闲游览。

n 游览策划

重要节点包括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大砬子、小孤

山、碧海山庄公园、老虎滩公园、西部森林公园、老

虎尾、老铁山、九头山、北炮台山、四平山、荞麦山

等重要山岬。

荞麦山

四平山

北炮台山

九头山

老铁山

老虎尾

老座山

老虎滩公园

碧海山庄公园

小孤山

大砬子

国家地质公园

n 活动策划

漂浮岛、海上牧场、海洋主题公园、休闲运动基地、

山海文化俱乐部等。

国家地质公园 大砬子 碧海山庄公园 老座山 老虎尾 九头山 北炮台山 四平山

文化体验行路线：  国家地质公园出发  串联海岬资源点：12个  建议游览时间：二天  集中展示：海岬风光

建议观览时间 45min 60min 45min 120min 45min 45min 60min 30min 120min

晚
餐

晚
餐

早
餐

邮
轮

邮
轮

老虎滩公园

邮
轮

邮
轮

老铁山

45min

邮
轮

午
餐

邮轮路线

重要节点

重要山岬

青——海岬休闲览

四.管控骨架体系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图例

5K 10K 20K 40K

游船路线 港东公园出发，环绕大连湾，串联12个码头节点。

会议中心广场 摩托艇 潜水帆板豪华游轮东山风景区梭鱼湾公园大连港港东公园 拖曳伞

18km/h

大连三面环海，海洋资源丰富，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用海上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参与，发扬海上健康体育文化，多维

度多层次开发水上运动，在产品维度上，开发“海面”、“海

中”、“海空”、“海滩”四层运动产品，满足多样性需求。

n 水上运动

利用大连湾内聚海湾形成港东水上健身休闲区、钻石湾水上娱

乐休闲区和东山水上运动休闲区三大片区。

包括港东公园、会议中心广场、大连港、梭鱼湾公园、梭鱼湾

码头、休闲公园、棉花岛、泉水湾码头、碧海山庄、大连港湾

和东山风景区等重要节点。

n 重要节点

港东水上
健身休闲区

钻石湾水上
娱乐休闲区

东山水上
运动休闲区

东
山
风
景
区

碧
海
山
庄

棉
花
岛

休
闲
公
园

梭
鱼
湾
公
园

会
议
中
心
广
场

港
东
公
园

大
连
港
湾

泉
水
湾
码
头

大
连
港

梭
鱼
湾
码
头

景观休闲：豪华游轮、动力游船、水上巴士出租车、钓鱼；

运动健身：帆板、摩托艇、喷射船、滑板、拖曳伞、潜水。

n 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

景观休闲 运动健身

运动健身线

景观休闲线

景点节点 

重要片区 

蓝——亲水狂欢赛

四.管控骨架体系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大
连
市
总
体
城
市
设
计
公
布
版



图例

大连作为“展现中国半部近代史的露天博物馆“，享有独特的

历史文化资源。构建欧式广场、历史街区的建筑文化荟萃地，

挖掘城市特色建筑旅游资源，发挥城市品牌优势。

n 旅游系列

n 文化优势

建立两大文化旅游系列：以南山风情街、俄罗斯风情街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观光的都市街区旅游系列；依托太阳沟历史文化区

等整合城市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资源的历史街区旅游系列。

n 重要节点

俄罗斯风情街——大连艺术展览馆、莫斯科购物广场；

南山风情街——大连派出所旧址；

太阳沟历史街区——旅顺博物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关东厅博物馆旧址、大连老式汽车博物馆、肃亲王府旧址、白

玉塔、旅顺海军兵器馆、日俄战争炮台。

俄
军
指
挥
堡

太阳沟
历史街区

南山风情街

俄罗斯风情街

日
俄
战
争
炮
台

肃
亲
王
府
旧
址

关
东
厅
博
物
馆
旧
址

旅
顺
博
物
馆

START

白
玉
塔

日
俄
监
狱
旧
址

博
物
馆

艺
术
展
览
馆

派
出
所
旧
址

关
东
州
厅
旧
址

老
式
汽
车
博
物
馆

大
和
旅
馆
旧
址

俄军指挥堡中山广场 俄罗斯风情街 莫斯科购物广场 日俄监狱旧址 白玉塔 关东州厅旧址 老式汽车博物馆 日俄战争炮台

文化体验行路线：  国际会议中心出发  串联文化资源景点：18个  建议游览时间：一天  集中展示：文化街区、历史遗迹

历史文化观光的都市街区

建议观览时间 15min 20min 30min 45min 20min 20min 45min 20min 30min

午
餐

晚
餐

早
餐

公
交
车

步
行

步
行

南山风情街

公
交
车

公
交
车

旅顺博物馆

45min 20min

公
交
车

步
行

历史遗迹资源的历史街区

游览路线

历史资源点

历史片区 

紫——文化体验行

四.管控骨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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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骨架体系 项目问题挖掘 项目优化策略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项目管控路线

五.实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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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城市设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分区城市设计

重点地段
城市设计 详细规划

分区规划专项
规划

专项
行动

修建性详细规划

开发建设

设
计
标
准

数
字
平
台

保障体系

3

1

2
4

项目管控技术路线

五.实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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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引导城市功能向北延伸，打造集金融、研发、文化、休闲等功
能复合型的城市公共中心区域，未来将形成一湾两岸空间格局
的顶级现代滨水活力功能区，是展示未来大连城市形象的新标
志性区域。

形态管控
轴线引领：打造一个全新的金融、研究和发展以及文化轴线，产业轴线。
路径疏导：吸引力的绿色及文化路线将人们带到海边，并设置景点。
分区衔接：打造一系列清晰界定的特征分区，联系老城与开发区。
公共岸线重塑：打造45公里长的公共海岸线，以及100公里的内陆骑行和
人行线路。

大连总设 中心城区（核心区）总体城市设计 钻石湾地区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传导与
延续

钻石湾地区

大连钻石湾概念规划

钻石湾地区

引导与
深化

以中心城区（核心区）为例，大连总设对分区总体城市设计的传导

五.实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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