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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内容纵向传导的现实困境及建议
□　杨一帆，常嘉欣，胡　亮 ，李　茜

[ 摘　要 ] 城市设计内容有效的纵向传导是其成果充分落实到实际建设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通过对三种层级城市设计核
心工作内容的梳理，论证了城市设计内容纵向传导的理论可行性，随后从设计范围的统筹、工作深度的划分、成果转译形式
的规范性和针对性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城市设计纵向传导具备理论基础但现实传导薄弱的矛盾进行了初步解析，以期促进城
市设计工作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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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Longitude Delivery of Urban Design Contents/Yang Yifang, Chang Jiaxin, Hu Liang, 
Li Qian
[Abstract] The effective longitude delivery of urban design content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econditions of urban 
design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ree levels of urban design to prove the theore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longitude delivery of urban design, then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reatrains from four aspects, respectively 
is: the arrangement of design scope, the division of design depth,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ertinence of urban design 
delive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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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种空间引导、管理手段，
城市设计在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上发挥着积极
作用。当前，城市设计及相关工作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量学者从城市、区段和地块三个层级着手，对城市设
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应用的主要方法、递交成果的表达
形式和实施策略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20]。
然而，这些研究更多聚焦于城市设计如何在单一层级的
空间上提出引导和管控要求，对相关要求在不同层级之
间的贯通和落实关注较少。部分研究虽然探讨过城市设
计在不同层级之间的贯通和落实问题，但是多局限在多
个城市设计要素在两个层级间的传导落实 [21] 或个别设

计要素在多个层级之间的传导落实 [22]。在实际建设中，
城市设计内容自上而下的有效传导是落实城市发展意
图，将宏观目标深化落实到具体用地，与现实操作相匹
配的重要条件之一 [22]。基于此，本文将对不同层级城
市设计的工作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关注城市设计相
关内容在不同层级之间传导和落实的现状特征及问题，
具体包括工作范围的统筹、工作深度的划分、成果转译
形式的规范性及针对性四个方面。

1 不同层级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内容梳理

城市设计涉及的内容广泛，加上不同城市的发展
条件和规划设计目标等因素各异，城市设计在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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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内容和形式也相差甚远。本文尝试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为基础，
重点梳理多年来被业界广泛认可的工作内
容，并将其作为城市、区段和地块三个层
级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内容(表1～表3)。

1.1 总体层面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
内容

总体层面的城市设计以城市整体
空间为工作对象，核心工作内容是明
确城市特色定位，系统梳理城市空间结
构，引导城市整体建设形态的形成，是
指导培育和形成城市整体风貌的“设计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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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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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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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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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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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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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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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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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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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构
想

城
市
心
理
体
系

郑正 ◆ ◆ ◆ ◆ ◆ ◆ ◇ ◆ ◆ ◆ ◆ ◆ ◆ ◆ ◇ ◆ ◇ ◆ ◆ ◇

孙骅声 ◆ ◆ ◆ ◆ ◆ ◆ ◆ ◆ ◆ ◆ ◆ ◇ ◆ ◆ ◇

扈万泰 ◆ ◆ ◆ ◆ ◆ ◇ ◆ ◆ ◇ ◆ ◆ ◇ ◆ ◇ ◆ ◇ ◆ ◇ ◇

熊明 ◆ ◇ ◆ ◇ ◆ ◆ ◆ ◆ ◆

钟威 ◆ ◆ ◆ ◇ ◇ ◇ ◆ ◆ ◆ ◆ ◇

段德罡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宇星 ◆ ◆ ◆ ◆ ◆ ◆ ◇ ◇

卢济威 ◆ ◆ ◇ ◇ ◆ ◆ ◆ ◆ ◇ ◆ ◆ ◆ ◇

王一 ◇ ◇ ◆ ◇ ◆ ◆ ◆ ◆ ◆ ◆

扈万泰 ◆ ◆ ◆ ◆ ◆ ◆ ◆ ◆

金广君 ◆ ◆ ◆ ◆ ◆ ◆ ◆ ◆ ◆ ◆

宋聚生 ◆ ◆ ◆ ◆ ◆ ◆ ◆ ◆ ◆ ◆ ◆ ◇

肖静 ◆ ◆ ◆ ◆ ◆ ◆ ◆ ◆ ◆ ◆

汪坚强 ◆ ◆ ◆ ◆ ◆ ◇ ◆ ◆ ◆ ◆ ◇ ◆ ◆ ◆ ◆ ◆ ◆ ◆

牟宏宇 ◆ ◆ ◆ ◇ ◆ ◆ ◇ ◆ ◇ ◆ ◆ ◆ ◆ ◆ ◆ ◆ ◇

许立峰 ◆ ◆ ◆ ◆ ◆ ◇ ◆ ◇ ◇ ◆ ◆ ◆ ◆ ◆ ◇ ◆ ◆ ◆

邓慰旺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一帆 ◆ ◆ ◆ ◇ ◇ ◇ ◆ ◆ ◇ ◇ ◆ ◇ ◆ ◆ ◆ ◆ ◆ ◇ ◇ ◇

单峰 ◆ ◆ ◆ ◆ ◆ ◆ ◆ ◆ ◆ ◆ ◆ ◆ ◇ ◇ ◆ ◆

王建国 ◆ ◆ ◆ ◇ ◆ ◇ ◆ ◆ ◆ ◆ ◆ ◆ ◆ ◆

陈天 ◆ ◇ ◇ ◆ ◇ ◆ ◆ ◆ ◆ ◆ ◆ ◇ ◆ ◆

段进 ◆ ◆ ◆ ◆ ◆ ◆ ◆ ◆ ◆ ◆ ◆ ◆ ◆ ◆

表 1  总体城市设计核心工作内容梳理

1.2 区段层面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
内容

区段层面城市设计的工作对象是城
市中观尺度空间，具体来说是城市中功
能相对明确，且环境的整体性较好的地
区 [23]，其核心工作内容是落实并深化总
体城市设计的要求，如城市风貌特色、
整体空间结构等，同时建立区段空间发
展目标，营造特色场所，提出指导区段
空间与形态塑造的管控要求。

1.3 地块层面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
内容

地块层面的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

结合最为紧密，直接指导开发建设。这
一层面的实践工作更多的是针对特定问
题 ( 或对象 ) 的理念创新与手法探索，学
术界对核心工作内容形成的系统性共识
相对较少。从作用角度看，这一层级的
城市设计有助于协调建筑设计融入区段
整体的场所营造，同时其也是一种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对地块开发进行详细策划
与经济效益比较研究的重要手段。

2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城市设计
内容纵向传导的现实困境

城设计工作内容自上而下的有效传

注：研究学者仅列出第一作者，“◆”为对应层级城市设计工作内容，“◇”为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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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层级的城市设计能够清晰准确地落实
本层级城市设计提出的设计意图和导控要
求。因此，各层级城市设计都要明确自身
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深度，以确保其导控要
求能在相应层级的空间得到落实。

2.1 城市设计的纵向传导已有基本
框架

从近20年来城市设计的工作实践看，
各层级的城市设计工作内容可被纳入统一
的工作框架，包括确定发展目标及特色定

导是城市设计编制成果能够落实的重要条
件之一。就某一层级的城市设计而言，既
要“向上”承接，落实上一层级城市设计
提出的发展意图，形成本层级明确的发展
目标策略和措施，又要“向下”延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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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项
目
安
排

吴良镛 ◆ ◆ ◆ ◇ ◆ ◆ ◆ ◆ ◆ ◆ ◆ ◇ ◆ ◆ ◇ ◆ ◆ ◆ ◆

张闯 ◆ ◆ ◆ ◆ ◆ ◆ ◆ ◇ ◆

郑正 ◆ ◆ ◆ ◇ ◆ ◆ ◆ ◆ ◆ ◆ ◇ ◆ ◆ ◆ ◆ ◆

赵健 ◆ ◆ ◆ ◆ ◆ ◆ ◆ ◆ ◆ ◆ ◆ ◆

孙骅声 ◆ ◆ ◆ ◆ ◆ ◆ ◆ ◆ ◆ ◆ ◇ ◆

朱子瑜 ◆ ◆ ◆ ◆ ◆ ◆ ◇ ◆ ◆ ◆ ◆ ◆ ◆ ◆ ◆ ◆ ◆ ◇

吴松涛 ◆ ◇ ◆ ◆ ◆ ◆ ◆ ◆ ◆ ◆ ◆

刘雷 ◆ ◆ ◇ ◇ ◆ ◆ ◆ ◆ ◆ ◆ ◆ ◆ ◆ ◆ ◆ ◆ ◆ ◇

金广君 ◆ ◆ ◆ ◆ ◆ ◆ ◆ ◆ ◆ ◆ ◆ ◆

运迎霞 ◆ ◆ ◆ ◇ ◆ ◆ ◆ ◆ ◇ ◆ ◆ ◆

肖静 ◆ ◆ ◆ ◆ ◇ ◆ ◆ ◆ ◆ ◆ ◆ ◆ ◆ ◆ ◇

王一 ◆ ◆ ◆ ◆ ◆ ◆ ◆ ◆ ◆ ◇ ◆ ◆ ◇

汪坚强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哲嵩 ◆ ◆ ◇ ◆ ◆ ◆ ◆ ◇ ◇ ◆ ◆ ◆ ◆ ◆ ◆ ◆ ◆ ◆

吴颂 ◆ ◆ ◆ ◆ ◆ ◆ ◆ ◇ ◆ ◆ ◆ ◆ ◆

周维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梦茹 ◆ ◆ ◆ ◇ ◆ ◆ ◆ ◆ ◇ ◆ ◆ ◇

注：研究学者仅列出第一作者，“◆”为对应层级城市设计工作内容，地块层级城市设计相关文献未能就其核心工作内容形成系统性共识，因而不做区分。

表 3  地块城市设计核心工作内容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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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明 ◆ ◆ ◆ ◆ ◆ ◆ ◆ ◆ ◆ ◆ ◆ ◆ ◆

夏静 ◆ ◆ ◆ ◆ ◆ ◆ ◆ ◆ ◆

李麒琳 ◆ ◆ ◆ ◆ ◆ ◆ ◆ ◆ ◆ ◆ ◆ ◆ ◆ ◆

刘红杰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区段城市设计核心工作内容梳理

注：研究学者仅列出第一作者，“◆”为对应层级城市设计工作内容，“◇”为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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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明确功能与土地利用要求、确定空间
形态、组织公共空间、塑造景观特色、明
确建筑控制要求六个方面。因此，从工作
体系和流程上来说，城市设计内容的纵向
传导已经具备初步的基础。

基于已有框架，研究对当下各层级
城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的纵向连贯性
进行梳理 ( 表 4)，发现部分定性工作内
容已经能够实现相对连贯的纵向传导。

城市设计主要工作内容
纵向传导的连贯性

总体城市设计 区段城市设计 地块城市设计

确定发
展目标
及特色
定位

明确发展目标
保护与利用自然、历史资源
设定特色定位
制定策略原则

明确功
能与土
地利用
要求

优化用地布局
完善功能组织
测算建设规模、开发强度
提出地下空间利用要求

确定空
间形态

保护山水格局
明确空间形态结构
控制建设高度
提出天际线设计引导
优化道路格局

组织公
共空间

明确公共空间系统
提出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设计要求
引导公共空间活动使用
确定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组织交通系统与活动出行

塑造景
观特色

组织景观系统
确定景观分区
构建景观视廊与眺望系统
塑造景观节点、地标
提升城市道路、水绿环境
提出城市色彩控制与引导
提出夜景照明控制与引导
提出城市家具、公共艺术控制与引导

明确建
筑控制
要求

明确建筑风貌
提出建筑界面控制与引导
提出建筑群体形态、控制与引导
重点建筑形态设计

表 4  各层级城市设计主要工作内容纵向连贯性梳理

以明确发展目标及特色定位为例，三个
层级的城市设计均围绕着明确设计对象
空间发展目标，认知和梳理设计对象及
其周边地区自然山水环境、历史文化、
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空间资源，以及
挖掘城市风貌特色等重点内容展开。尤
其是发展目标、自然历史资源梳理等内
容均可在上一层级的城市设计工作内容
中找到直接的描述和要求，可作为设计

依据并通过相应的方式方法予以落实。
此外，各个层级城市设计受制于编

制目的和方法的差异，其成果内容和形
式也有差别，在统一的框架下，需通过
一定的转译工作才能部分实现间接地纵
向传导。例如，总体层面的城市设计更
关注城市整体层面的空间结构要素风貌
特色、景观系统等内容，会对相应的高
度控制做出要求，这为区段层面城市设
计中的建设规模测算提供了依据。同理，
总体层面城市设计中的景观分区可以为
区段层级的视线廊道控制、眺望点选取，
地块层面的建筑高度、标志性节点设计
等具体的建筑控制要求提供选址、高度
控制等设计依据。

2.2 城市设计的纵向传导鲜有实践
案例

城市设计工作内容的纵向传导有一
定的路径和基础可循，但典型案例却鲜有
论及。更为常见的情形是，编制城市设计
时仅将上一层级的城市设计作为参考，通
过“另起炉灶”分析论证提出“优化”方
案，进而“推陈出新”开展城市设计工作。
例如，在总体城市设计编制阶段，需要梳
理时代背景、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城市
建造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城市特色资源
禀赋，解读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要
求，确定城市的形态格局和景观框架，而
到了区段城市设计的编制阶段，即使规划
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规划设计人员也
习惯于从社会发展背景、城市特色资源等
宏观视角出发，对城市的空间特色进行重
新解读分析，进而提出新的设计要求。这
一过程存在大量重复性工作，导致城市设
计编制的工作效率较低，也不利于上一层
级城市设计编制成果的贯彻落实。

3 城市设计的纵向传导薄弱的成因

3.1 设计范围嵌套叠合，缺乏统筹
城市设计对象的范围划定并无严格

依据，往往是城市政府、业主根据实际
开发建设需要来确定。这导致城市设计的

 

 
 

 
 
 

 

 
 

 

 

 

 

 

 

 
 

 

 

 

 
 

 

 

 
 

 

 

 
 

注：　表示当前对应层级城市设计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工作内容；   表示尚存争议的工作内容；  表示对应层级城
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中有对该项内容的直接描述或相关要求；   表示对应层级城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中有
对该项内容的间接描述或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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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存在大量嵌套、叠合等现象，即使在
同一层次也常常出现多个尺度不一的设计
范围。面对多个范围重叠、要求不一致的
成果共存且缺乏统筹整合的情况，下位的
城市设计尚且难以获得明确的设计要求和
依据，相关导控要求的纵向传导和落实更
是无从谈起。特别是“城市中功能相对独
立，并具有环境相对整体性的地区”的区
段城市设计，其设计范围划分方式灵活，
在城市重要地段会获得诸多的关注，导致
同一地段会被中心区城市设计、滨水地段
城市设计和历史地段城市设计等多个城市
设计项目覆盖。不同项目由于编制主体、
侧重点的差异，针对同一地区提出的导控
要求往往也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出现矛盾
冲突。在缺乏有效统筹机制的情况下，这
不仅使下一层级城市设计编制工作者无法
获取唯一有效的设计依据，还降低了城市
设计的公信力。

3.2 工作深度彼此交叉，上下层级间
缺乏技术互信

不同层级城市设计间的工作目标及
内容在深度上存在交叉，是掣肘城市设计
纵向传导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实践中，每
个层级城市设计的工作目标往往不清晰。
上位城市设计“一管到底”，干扰下位城
市设计工作的正常开展，或者下位城市设
计撇开上位城市设计基本要求“另起炉灶”
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一方面是不同编制单位 ( 主体 ) 之间缺乏
技术互信，盲目跨越工作层级，涉及其他
层级城市设计核心工作内容，贪多求全；
另一方面每个编制主体都希望能在自身的
设计中推陈出新以彰显能力。

例如，部分总体城市设计“对下”
缺乏信任，在成果中会对建筑贴线率、城
市家具设计和街道小品等地块层级城市设
计的重点工作内容给出详细的设计导则，
设计深度过深。其出发点本是为下一层级
的城市设计工作者提供技术指导，但在实
践过程中，由于总体层面城市设计未深入
研究微观的空间问题，提出的指导要求过
于具体却并不准确，反而限制甚至干扰了

下位城市设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此外，即使上位城市设计能够基于

本层级的工作重点，对下位城市设计提
出切实有效的针对性导控要求 ( 如建筑高
度控制 )，但下位城市设计的编制单位由
于“对上”缺乏技术信任，往往“另起
炉灶”开展规划设计，导致原有的要求
难以得到延续和深化。

3.3 不同层级城市设计成果转译缺乏
统一的技术规范

虽然各层级城市设计内容可以被纳
入统一的工作框架内，但是在目前的实
践工作中，其成果转译而成的设计导则
并无规范的表达形式。不同层级导则控
制内容的分类不尽相同，如区段城市设
计导则中对建筑形态的控制要求在上级
城市设计中普遍无直接对应分类，需从
总体城市设计对建筑风貌、景观视廊的
控制要求中寻求设计依据 ( 表 5)，这给
城市设计内容的纵向传导带来了不便。
此外，城市设计术语也存在不统一、不
规范的现象。上下层级城市设计针对同
一内容的表述方式不同或所用术语内涵
交叠，不利于城市设计内容的纵向传导。

3.4 上级城市设计成果针对性弱，
不足以作为下位工作技术依据

重设计轻管控是我国城市设计工作
长久以来的弊端 [20]。如效果图、总平面
图、空间结构图等常见的成果虽然直观，
但是难以直接对城市空间起到管控作用。
为此，各省市借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技

术方法，以制定城市设计导则的方式落
实城市设计的导控要求。研究对 13 个省
市 ( 天津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江
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州市、
云南省、哈尔滨市、南京市、重庆市、
深圳市 ) 制定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相关技
术管理文件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导则中
主要的内容还是空间结构、开放空间系
统等设计性的引导内容，真正的管控性
内容十分有限 ( 表 6)。

一方面，城市设计缺乏权威性的评
估机制。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重编制而
轻评估，对于城市设计评估的实践与研究
更是凤毛麟角。既有城市设计评估往往
更关注实施情况，包括城市设计指导空间
建设实施的完成度、与法定规划的衔接
度、实施效果的公共价值等，对城市设计
成果本身的评估相对较少。季松等人在对
2007 ～ 2014 年的 18 个城市设计评估进
行梳理时发现，仅有 4 个评估以城市设计
项目本身的优劣为评估对象 [24]。

另一方面，对作为管理依据的城市
设计导则的研究不透，城市设计导则的
针对性不强。很多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
内容主要是通则式的要求，针对性的管
控内容相对较少。研究梳理了 2005 年以
来各地出台的 19 部城市设计导则①，发
现同一部导则中不同片区间的内容重复
拷贝的情况屡有发生，如多部导则中区
位、功能不同的片区的街道界面控制要
求完全相同。该类控导要求看似细致却
并未言明片区街道特色，难以为实际建
设传达明确空间设计要求，导致城市空

城市设计主要工作内容
纵向传导的连贯性

总体城市设计 区段城市设计 地块城市设计

明确建筑风貌
提出建筑界面控制与引导
提出建筑群体形态、控制与引导
重点建筑形态设计

表 5  建筑控制内容的间接纵向传导

 

 

 
 

注：   表示当前对应层级城市设计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工作内容；   表示尚存争议的工作内容；  表示对应层级城
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中有对该项内容的直接描述或相关要求；   表示对应层级城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中有
对该项内容的间接描述或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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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土地出让条件等城市设计实施路径，
但是在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法定规划或
土地出让条件的过程中，其内容经过多
次传递、转译，存在变形与失真，难以
准确传导落实。

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城市设计管
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城市设计技
术导则，对全国的城市设计技术规范进
行进一步引导，同时鼓励省级主管部门
设立省一级城市设计专项办法，确立城
市设计方案制定、实施和评价反馈的工
作规范。有需要的地区，可根据自身发
展情况，因地制宜设立市级城市设计编
制办法、实施办法，确立适合本地的城
市设计管理制度。

4.2 明确编制层级，建立纵向传导
框架

首先是编制体系从“体系不明”走
向“分层明确”，通过各地城市设计管
理制度的建立，明确城市设计与法定规
划体系的衔接关系，确定总体城市设计、
区段城市设计和地块城市设计三个层级
的核心内容，注重对上一层级核心内容
的深化和落实，以及对下一层级内容的
指引和管控。其次明确总体城市设计向
下逐级分解落实的机制，将总体城市设
计的内容通过区段设计、地块设计在空
间单元上逐级深化、细化，重点明确空
间与形态设计刚性内容的落实方法。

4.3 规范成果表达，保障核心内容
传导

在全国和地方细化的城市设计技术
导则中提出不同层级城市设计成果的基
本技术要点。城市设计成果需从“内容
庞杂”走向“管放清晰”，突出本层级
城市设计的刚性内容，不对下一层级核
心编制内容做过多要求，本层级不能得
到细化的内容应由下一层级城市设计加
以说明；加强对公共空间的管制，强化
建筑形态控制及城市风貌空间引导，强
调底线管理，形成可监控、可考核的成
果体系；弱化对“市场有效”领域的管控，

间设计的雷同。此外，针对不同城市的
导则内容也有相仿。周梦茹等人在对提
及滨水区建筑天际线及视线控制的城市
设计导则进行梳理后发现，多份不同城
市的成果采用了相同或极为相似的空间
形态指引图 ( 图 1)[5]。这种不同城市使用
雷同设计导则的情况更助推了“千城一
面”的恶性发展。

4 城市设计纵向传导强化建议

4.1 完善地方法规，确立城市设计
地位

2015 年 12 月底，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明确强调了城市设计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要加强城市设计、建立城市设计制
度、推动城市规划改革。在此背景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7 年 3 月正式颁
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提出“城市
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贯穿于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明确了城
市设计的地位，标志着城市设计管控工
作建章立制的开始。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因没有明确
的法定地位，城市设计对城市建设的引
导和约束往往力不从心。虽然各城市均
在积极探索将城市设计成果纳入法定规

城市设计层级 管控性内容 ( 有管理量化标准 ) 引导性内容 ( 无管理量化标准 )

总体城市设计 特色意图区划定 (4)；自然资源保
护 (6)；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7)；风
貌特色分区 (7)；城市色彩分区 (2)；
高度分区 (7)；重点地段控制 (4)；
视线廊道及眺望系统控制 (8)

目标定位 (8)；空间结构 (7)；功能布局 (3)；
景观风貌结构 (7)；天际线设计引导 (9)；交
通组织 (5)；公共空间系统 (7)；公共活动组
织 (7)；环境设施设计 (3)；夜景照明设计 (3)；
主要功能区环境 (1)

区段城市设计 高度控制 (4)；视线廊道控制 (4)；
界面控制 (5)；街道控制 (3)；特色
意图区 (1)；建筑控制 (6)；水体及
两岸控制 (1)；城市色彩 (2)

目标定位 (7)；空间结构 (6)；功能布局 (6)；
景观风貌结构 (8)；空间形态引导 (7)；建
筑群体形态设计 (4)；公共空间设计 (7)；
公共活动组织 (3)；建筑容量 (2)；交通组
织与交通设施设计 (7)；夜景设计 (4)；环
境设施 (6)；天际线设计 (4)；标志点设计 (3)；
夜景照明 (4)；绿地广场设计 (5)

地块城市设计 界面控制 (7)；街道控制 (4)；开放
空间控制 (6)；建筑控制 (7)；地下
空间控制 (4)；视线廊道控制 (3)

目标定位 (1)；空间结构 (5)；功能布局 (5)；
景观风貌 (5)；空间形态设计 (7)；开放空
间设计 (4)；建筑群体形态设计 (2)；道路交
通设计 (7)；绿化系统设计 (2)；夜景照明 (5)；
环境设施 (8)；天际线设计 (4)；节点设计 (5)

表 6  各省市技术管理规定中管控性与引导性内容的比较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该项内容在 13 个省市技术管理规定中出现的次数。

图 1  通用性的滨水天际线导则 [5]

河流沿线鼓励形成高低错落的建筑空间形态，丰富天际轮廓线。避免纯住宅建筑
沿主要滨河地区连续布局过长，节点位置的建筑宜适当变化。

河道（d>40　m）

纯住宅建筑 公共建筑

河道（d>40　m）

三环路外主要河流两侧空间形态示意图

河流沿线空间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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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度干预和扭曲市场规律，实现开
放、包容、弹性发展。

4.4 优化审批规程，确保行政审批
顺畅

建立健全城市设计分级论证审批规
程，形成依据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技术
指南和城市设计规范成果文件进行下位
城市设计、相关规划、建筑与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的机制。处理好城市设计与法
定规划要求的协调性与互补性，与城市
总体规划同步编制的总体城市设计，以
及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编制的区段城
市设计，其内容和要求应分别纳入相应
的法定规划，并与其一并审批。同时，
要处理好与城市设计管控相关的行政许
可在不同主管处室、科室之间的审查流
转规程，简化程序，确保行政审批顺畅，
落实城市设计管控。

4.5 引入新技术手段，逐步推动管理
现代化

城市设计管理需要从“传统手段”
走向“多维管控”，利用大数据等新技
术提高管理水平。逐步建立城市设计三
维信息化平台，用信息化技术和关键要
素的量化管控实现城市设计管控从静态
到动态、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更加直观、
清晰地体现城市设计成果上下层级间的
衔接关系，提高城市设计核心要素管理
的客观量化比重，从而推动城市设计管
控的纵向传导。

5 结语

现状不同层级的城市设计间设计范
围互相嵌套、设计深度彼此交叉以及城
市设计成果本身缺乏有效、统一实施媒
介等问题给我国城市设计工作内容在不
同层级间的纵向传导带来了重重困难。
基于此，如何合理划分各层级城市设计
的工作边界和工作深度，建立起较为清
晰的纵向传导基本工作框架，提高成果
转译方式与基本术语的规范性并达成共

识，加强城市设计自身的公信力、可落
地性，是学术界急需研究的课题。

[ 注　释 ]

① 19 部城市设计导则分别为：北京市未来
科技城核心区城市设计导则、苏州市总体
城市设计导则、南京河西城区整体城市设
计导则、南京仙林副城白象片区城市设计
图则、厦门集美北部新城城市设计导则、
东莞中心商务核心区城市设计及修建性详
细规划 ( 城市设计导则部分 )、成都市中
心城区城市设计导则、宁波东部新城核心
区城市设计导则、天津市北塘地区城市设
计导则、中新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城市设
计导则、武汉四新新区连通港规划设计导
则、重庆市万州北滨路地区城市设计导则、
济南西客站核心片区城市设计导则、佛山
市新中心区城市设计导则、天津于家堡金
融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导则、宁波湾头地区
城市设计导则、广州大学城城市设计导则、
杭州主城区总体城市设计导则、钱江新城
核心区块城市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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