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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把脉高质量城市建设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

城市设计是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取向，塑造高品质空

间形态环境与人性化场所，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吸引力

的重要手段。

▲

《沈阳总体城市设计》（以下简称《城市设计》）与《沈

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同步推进，

通过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开展工作。《城市设计》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为根本遵循，衔接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紧密

围绕国家中心城市总目标，建设“一枢纽、四中心”，

从全域自然、历史、人文生命共同体视角出发，充分

挖掘“山、水、林、田、湖、草、沙、雪、城”等特

色景观资源，梳理大山水格局，延续大历史文脉，重

塑大都市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具有北国 “大

气、舒展、浑厚”气质的美丽国土风貌。

▲

坚持“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有人文的城市有新

活力”和“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园美城、

以业兴城”的理念，展现“文韵盛京、绿水屏山、城

塔形胜、活力家园”的特色城市意象。将自然、历史、

人文与城市有机融合，使沈阳成为具有高品质人居环

境、高效率城市空间、高获得感城市体验的幸福之城。

城市设计



印象沈阳

城市愿景

设计目标

文化提升篇：文韵盛京

水绿提升篇：绿水屏山

空间提升篇：城塔形胜

魅力提升篇：活力家园

实施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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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融合的

古都



山水资源优越的

城市



开放包容大气的

都市



四时活力有序的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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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为魂，
传承盛京原型的历史营城智慧

文化提升篇



打造“一核两轴”的
文化传承体系

▲

以盛京皇城为原点，盛京都城为核心，南北向的文化
传承轴连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北塔、中心庙、南塔、
浑南新城中心等，串接古今未来；东西向的历史展示
轴贯穿铁西工业片区、满铁附属地、奉天商埠地、盛
京都城等各个时期的文化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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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两轴示意图



地载门地载门

小西边门小西边门

西塔延寿寺西塔延寿寺

南塔广慈寺南塔广慈寺

天坛天坛

大东边门大东边门

东塔永光寺东塔永光寺

地坛地坛

小东边门小东边门

大北边门大北边门

小北边门小北边门

北塔法轮寺北塔法轮寺

大西边门大西边门

小南边门小南边门

大南边门大南边门

天佑门天佑门

福胜门福胜门

皇宫皇宫

德盛门德盛门

内治门内治门

外攘门外攘门

抚近门抚近门

怀远门怀远门

传承历史文脉，
塑造中华文化地标

▲

清盛京城采用了内城与外城两套城墙制式，外城即郭城
以内区域为盛京都城，内城即城墙以内区域为盛京皇城。
空间布局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汲取了“坛城”思想，同
时实践了《周礼·考工记》营城礼制。目前，该区域是沈
阳乃至东北地区历史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区，承载着沈阳
2300 年的建城史，彰显着古都文韵风采。

盛京都城示意图

夜景鸟瞰意向图



构建多重
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历史城区 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文化名村
及传统村落

整体保护由盛
京城、满铁附
属地、商埠地
等构成的历史
城区。

保护已公布的
3 处世界文化
遗产、31 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99 处
省级文物保护
单 位、184 处
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保护已公布的
盛京皇城、中
山路、铁西工
人村 3 片省级
历史文化街区，
以及其他具有
保护价值的历
史地段。

保护已公布的
1 个中国历史
文 化 名 村、2
个省级历史文
化 名 村，4 个
中国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街区
及历史风貌区

工业遗产

保护沈阳铸造
厂和老龙口酒
厂 2 个国家级
工业遗产项目。

历史建筑

保 护 已 公 布
的 236 处 历
史建筑。

历史景观

保护盛京八景、
古河道、东陵公
园、北陵公园及
山水名胜等历
史景观资源。

非物质
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以山水为根，传承“背山通海，
两脉拱卫,北美南秀，东山西水”
的大山水画境

背靠长白山余脉，面向辽东湾
医巫闾山山脉、长白山山脉环绕
辽河以北生态发展示范区展示北国生态壮美
辽河以南高质量城镇发展区尽显秀丽风光
东部棋盘山山脉、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区
西部自然水域、坑塘水田密集区

▲

背山通海：

▲

两脉拱卫：

▲

北美南秀：

▲

东山西水：

水绿提升篇



构建“亲山近水”
的山水格局

▲

将城市东部山地丘陵绿化景观引入城市，
完善河、湖、湿地水网系统。

区域山水格局示意图



构建大河湾纽带，
营造大山水画境

市域风貌示意图

▲

完善辽河、浑河、蒲河、北沙河、绕阳河、柳河、
养息牧河、秀水河等 26 条河流水系，卧龙湖、财湖、
秀湖等 29 处湖泊水库与巴尔虎山、七星山、棋盘山、
陨石山、马耳山等山体的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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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文化+自然风光+慢生活

▲

将辽河、浑河、蒲河等河流建设成“水质健康、

生 态 稳 定、 物 种 多 样、 景 观 优 美、 文 化 丰 富” 的

大尺度自然生态之河，展现壮美、辽阔的大河景观。

辽河

浑河

蒲河



织补“水绿纵横”
的生态网络

▲

增加水绿廊道的数量，加大廊道宽度，保护优化北陵公园、东陵公园、
南湖公园、青年公园、万泉公园等大中型公园绿地，增设口袋公园、
街道绿化、立体绿化等形式的小型绿化空间，完善多层次、网络化
城市绿地系统布局。

马耳山

青年公园

全运村科学宫 - 足球公园



构建“三环四楔”
的景观体系

▲

将城市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处绿楔渗透入城，
形成连山绿带和水脉绿带。构建三环高速路生态环，
新二环快速路活力环、南北环城水系公园环。

主要生态绿地 

主要水系 

图例

三环四楔示意图



城市绿肺+通风廊道+都市田园

▲

通过四大绿楔修复城市生态系统，构建内外联通的通风廊道，保留
郊野田园，调节城市微气候， 打造“会呼吸的绿色空间”，实现都市、
田园交融共存的生态格局。

沈阳世博园

浑南市民公园



延续“城方郭圆、四塔拱卫”的
传统格局，强化公共中心核心凝
聚，塑造有序的城市形态

空间提升篇

形
塔
胜

清代盛京城在传统都城建造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了
坛城思想，同时也符合易经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内城为方形，皇宫居中。外郭为圆形，周长16公里，
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敕令，以沈阳古城为中心，在
东西南北四方各距中心庙2.5公里的地方修建四塔
四寺，分别是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南塔广慈寺，
北塔法轮寺，让四塔四寺形成护佑。

▲

城方郭圆 : 

▲

四塔拱卫：



建设“一核九心”
城市公共中心

一核

▲

以盛京皇城为中心的城市文化核。

北部副城中心北部副城中心

永安中心永安中心

中德园中心中德园中心

浑南新城中心浑南新城中心

沈抚中心沈抚中心

东塔王家湾中心东塔王家湾中心

沈阳北站中心沈阳北站中心

盛京皇城文化核盛京皇城文化核

五里河奥体中心五里河奥体中心

沈阳站中心沈阳站中心

城市公共中心示意图

▲

沈阳站中心、沈阳北站中心、五里河奥体中心、东塔王家湾中心、
永安中心、中德园中心、浑南新城中心、沈抚中心、北部副城中心。

九心



打造八条
城市发展走廊

▲

延伸“八门八关”传统格局，连接八条城市出口路，形成“黄河北

大街廊道、沈营大街廊道、南北快速干道廊道、富民街廊道、北一路

廊道、东北大马路廊道、沈辽路廊道、东陵路廊道”，涵盖金融商贸、

高新科创、都市生活、滨水宜居等功能，展示城市优美的景观形象。

四心八脉示意图

八
门  

八
关

小北边门、大北边门、小东边门、大东边门、
大南边门、小南边门、大西边门、小西边门

指内八门与外八门之间的区域

地载门、福胜门、内治门、抚近门、
德盛门、天佑门、怀远门、外攘门

内八门：

外八门：



构建城市眺望系统

▲

在公共空间、门户节点、浑河沿岸地区筛选出南湖公园、
沈阳站、沈阳北站、浑河大桥、南京桥、奥林匹克公园
等景观眺望点。重点打造眺望点及视廊范围内的城市景
观节点与特色景观区域，满足市民观景游憩的需求。

眺望系统示意图

图例 
交通门户眺望点 
立交桥眺望点 
公园广场眺望点 
交通门户视廊 
立交桥视廊 
公园广场视廊 



魅力天际线

北站金融商贸区

青年公园地区

五里河地区

奥体中心地区



以人民为中心，
全力打造北国活力家园

魅力提升篇



多样化的城市
游憩路线

盛京皇韵游线
▲

围绕盛京都城特色地区，
串联起历史与现代的都市
资源点。

▲

串联浑南中央商务区以
及未来浑南科技中心，围
绕科创前沿游线布置公共
活动空间。

▲

鼓励河畔游线地区布置
游憩设施，强化河畔与周
边地区的慢行可达性。

多彩河畔游线

繁荣都市游线

▲

串联城市公共中心 ，强
化游线上的公共服务及商
业配套，提高服务品质。

科创前沿游线



以人为本的街路更新

▲

体现“两优先、两分离、两贯通、一增加”，即“人行优先、非机
动车优先，人车分离、机非分离，人行道贯通、非机动车道贯通，
增加过街设施”的更新理念，建设安全、绿色、活力、智慧的完整
街道，让街道成为人民的街道。



24小时人群活力图24小时人群活力图

打造温暖
的特色街区

▲

采用动静显隐大数据手段，准确捕捉市民动态的公共空间需求，构
建乐活的生活服务圈，便捷的就业通勤圈，宜人的游憩活动圈，创
造更高品质、更具活力、更加友好的人居环境。

24小时人群活力图



24小时网红打卡胜地

▲

挖掘传承文化资源，更新升级时尚地标，创新打造夜经济、趣生活
24 小时的活力品质空间，品多元文化，享街区繁华，尝百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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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层层传导的
管理实施路径

建立实施建设行动计划
▲

城市设计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土空间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贯穿于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总体
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按照规划层次向下传导，保障规划管理工作实
施落地。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片区规划 控制性

详细规划
修建性
详细规划

总体
城市设计

地块
城市设计

专项城市设计

层层传导

规划条件 项目
设计方案

编制管理阶段 规划条件阶段 方案审查阶段

重点片区城市设计
片区城市设计/单元城市设计/街区城市设计

方面 序号 具体项目

盛京都城综合提升行动

工业遗产保护行动

满铁附属地、奉天商埠地等保护行动

历史景观再现行动

历史文化轴线景观节点提升行动

辽河沿线风貌提升行动

生态绿楔综合整治行动

三环生态带综合整治行动

口袋公园建设行动

天际线优化系列行动

浑河沿线重点地区深化设计行动

重要廊道更新改造行动

城市公共中心风貌提升行动

活力街区城市设计深化

特色街路更新建设行动

城市游憩路线策划行动

完整社区建设行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文韵盛京

绿水屏山

城塔形胜

活力家园



SHENYANG 
URBAN
DESIGN

沈阳市
总体城市设计

▲

《城市设计》采用超越千年的

营城思想，站在生态文明的维度，

系统挖掘整理了沈阳的特色风貌

基因，以展望未来千年的城市雄

心和远见，重新审视和梳理了城

市空间格局。
▲

《城市设计》不断的去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

断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服务品

质、生态品质、文化品质，让建

筑可阅读、街道可漫步、城市有

温度。

▲

秉千年之计，匠造理想之城，

沈阳的未来，让我们共同期待。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千年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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