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山东省城市设计典型案例

2022 年，全省各级城市设计主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城市设计，形成一批优秀

成果，对各地完善城市空间形态、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指导建

筑创作、营造宜居宜业宜人活动空间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经各

地推荐和专家评审，现遴选部分城市设计典型案例，供学习借

鉴。

一、青岛西海岸新区总体城市设计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围绕创新力对自然、人文、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解析和资源挖掘，提出生态力、吸引力、

聚合力、科创力、亲和力五力汇聚齐发的创新发展思路，筛选

15 个关键节点进行设计示意，创造活力城市空间，将西海岸新

区建设为能聚人、能汇智、能创造、有活力、有人气、有热度

的创新示范新区。在技术思路、方法和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建立了区级、功能区、相关部门的三级管控传导方

式，为新区下层级规划编制和建设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二、济宁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通过规划评估梳理现状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公众参与

等方法对济宁城市风貌进行科学研判，勾勒出“文化脉、蓝绿

网、发展轴”的城市特色空间骨架，并对城市空间格局、建筑

风貌、建筑色彩、夜景照明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建立“严格、

中等、一般”三级管控体系，引导调控城市空间格局优化、协

调风貌特色塑造，促进中心城区能级提升和都市区融合发展。







三、聊城市主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以“两河明珠、幸福聊城”为愿景目标，以“水脉文韵、

古今共融”为风貌定位，塑造河湖市城一体、古今文脉交融的

城市特色风貌。依托大数据、GIS 技术平台、POI 设施可达性及

空间句法等进行分析评估，对现状城市热点分布进行判断，对

城市风、热环境进行模拟，整合生态环境与城市信息数据，为

总体设计提供科学的数字化支撑，确立以生态为基底、文化为

基因的多层次城市格局，构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之城。通过导

则指引、优化管理、行动落实三类途径完善城市设计编制和实

施体系，引导近期重点项目实施。







四、淄博市主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从宏观层面对主城区空间特色进行评估，提出“河入城、

城遇山、绿色活力新淄博”的城市总体空间形象定位，构建一

廊三心十字发展带的城市总体景观风貌框架，确定城市风貌特

色，提出四大提升策略：联水筑心的空间提升策略、新风齐韵

的风貌提升策略、拥河环山的生态提升策略和点亮淄博的活力

提升策略。







五、烟台市建筑风貌特色和管控规划

在城市总体尺度，对建筑风貌构成及规划管控理念、内容、

方法和成果形式进行创新性探索研究。通过梳理建筑风貌要素

类型及空间分布，分析现状风貌主要问题。按照总体协调、分

区突出倾向、局部彰显特色的原则，划分建筑风貌区，建立分

区、分类、分级的建筑风貌规划和管控体系。各风貌区管控要

求以分区风貌图则的方式落实，管控内容主要包括屋顶形式、

屋面色彩、立面色彩、形式风格等，特色区段建筑风貌管控内

容还对屋面材质、立面材质、形式细部等作进一步引导。





六、菏泽市定陶区城市风貌及城市设计

从城市风貌认知、风貌定位、风貌营造、风貌示范和风貌

实施五部分内容，回答了定陶风貌是什么样、定陶风貌如何表

现、定陶风貌如何导控等问题，形成“认知+解读、目标+策略、

框架+内容、导控+行动”的城市风貌及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的总

体思路，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水城相

依、文化彰显的定陶地域特征和历史特色。





七、潍坊市乐道院历史文化片区城市设计

通过对全球 312 个国际和平城市的谱系研究，凝练出“国

际人道主义网络的新支点、国际和平城市营建的新标杆、文化

引领城市更新的新典范”的设计定位。应用历史资源包络解析、

人群活动 LBS 数据分析、生态大数据统计、Mass motion 人流模

拟等数字化城市设计技术，并通过多规协同规划、分期实施计

划、收支成本估算，全面提高成果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





八、济南唐冶北城市设计

以“绿色、生态、智慧”为发展理念，以“低碳发展、高

端融合、创新服务”为目标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

结合国际贸易中心产业需求，构建“一心、两轴、五组团”功

能布局。实行“快链慢享、绿色生态、品质魅力、创新高效”

的提升策略，打造城市之门地标名片形象，突出国际服务窗口

定位，整体实现济南贸易中心战略目标。





九、济南历城区洪楼 TOD 规划研究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作为济南市 TOD 综合开发试点、美丽幸福河湖示范工程，

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按照“三个融合、五个引领”理念，着

力打造绿色生态长廊、滨水休闲连廊、城市科创走廊，构建“环

山大产业创新圈”，打造济南中央创新区、城市科创会客厅。三

个融合：校地融合，利用山大校园带动城市创新发展；城网融

合，借助城轨系统引流互联创新生活；产城融合，营造产业硅

巷置入未来都市社区。五个引领：洪楼教堂引领重点风貌、TOD

站点引领片区开发、蓝绿生态引领开放体系、运营核算引领项

目实施、设计导则引领空间管控。







十、聊城高铁新区片区城市设计

结合聊城市高铁新区发展定位及自身发展机遇，以高铁枢

纽为引擎，全面提升产业活力，塑造聊城西部全新的门户片区。

以横向城市综合服务轴、纵向城市公共服务轴为空间骨架，形

成“双轴、双客厅、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各组团在用地布局、

产业策划、开发模式等层级实现高度协同、多元复合，塑造具

有 24 小时活力的未来高铁新区。同时，承接老城肌理，契合生

态本底，构建传承历史文脉、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城水生态空间

格局。





十一、潍坊市中央休闲区核心片区更新及城市设计

以“绿色生态、多元活力、文化慢游、智慧共享、品质生

活”五大理念为宗旨，重构潍坊休闲体系新格局，形成“一核、

五心、一轴、一环、三带、多节点”的城市休闲空间体系结构。

提出引领水绿交织的生态休闲之城、开创数据支撑的智慧休闲

之城、展现特色魅力的文化休闲之城的总体定位，打造环渤海

品质休闲城市。





十二、济南临港开发区风貌规划和城市设计

以“山水临港、生态智谷”为总体定位，对接四港三区，

依托现有产业集群，构建科创孵化、商务商业、乐活宜居三大

体系。总体城市结构为“两轴双环，四核多区”。两轴：虞山路

发展轴、稼轩路活力轴；双环：西部创智生活环、东部环山生

活环；四核：临港门户区、未来社区示范区、临港会客厅、临

港后花园；多区：智谷梦工场、创智未来社区、环山社区等。

建筑风貌定位为“古今交融、蓝绿交织、中西合璧、面向未来”，

划定七大分区。塑造重点与一般风貌控制区，构建特色风貌轴

带与边界，制定建筑高度与天际线、第五立面、主要街道界面

控制要求等。







十三、淄博 CAZ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通过对国内城市建设经验总结，结合淄博的城市发展态势，

提出“拥河发展、张周一体”的发展新态势，融合公园城市、

儿童友好城市、拥河发展等城市发展理念，与城市高架快速路

建设、公园城市建设、会展中心以及孝妇河沿岸建设进行充分

衔接，指导新区开发建设，将新区打造成为多元复合的市民活

力核心、展示城市形象的新窗口、传承本土文化的核心载体。





十四、青岛里院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

里院历史文化街区是青岛市里院建筑最为集中的区域，共

有风貌建筑 106 栋。针对片区整体结构、城市公共界面、未来

保护及开发潜能进行梳理，在近期和中远期的空间结构优化及

城市公共空间的释放和空间提升，以及地下地上发展方面等方

面提出策略建议，同时指导样板段公共城市环境的建设。包含

片区空间城市设计、灯光照明策略、城市公共环境景观规划、

导视标识系统规划、样板段城市环境方案与详细设计等内容。





十五、惠民县古城片区城市设计

以“古城区汇聚新生活”为总纲，以提升文化韵味、增强城

市活力、提高宜居品质为出发点，提出“兵圣故里、活力古城、

魅力家园”的目标愿景，构建“双环串明珠、十字立古城、两

核映今古”总体格局，摹画“一环两垣九海子，三轴六坊十四

景，四门方城映古今”的古城文化魅力空间，提出“水城相映、

多彩流韵、古朴秀丽”的古城特色风貌指引。基于“最好保护、

微小更新、更高价值”理念，建构“马上动、轻投入、慢慢做、

好好干”的渐进式微更新实施路径，促进闲置空间再利用和存

量空间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