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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设计的公共艺术专项规划技术路径探讨
□　薛　威，李和平

[ 摘　要 ] 公共艺术作为城乡空间中一种要素类型，是艺术介入城乡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文章明确了公共艺术概念，分析
了公共艺术在城市空间中的“四性”效用，辨析了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在问题意识、目标方向、价值导向、空间主体等方面
的交织，以及目前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在内涵认知、参与主体、技术方法和实施体系等方面的区隔。同时，以《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设计指南》为基础，提出在叙事理念、空间主体、技术手段、实施路径方面的公共艺术专项规划“八定”技术路径，
并在城市设计确定性底线管控的基础上协调艺术创作的不确定性，促进城乡空间的高质量、可持续艺术介入，把更多美术元素、
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以提升城市的审美韵味和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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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oute of Public Art Specialty Plan for Urban Design/Xue Wei, Li Heping
[Abstract] As an element of urban rural space, public art contributes to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in improving the aesthetics of spac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contributions of public art,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art and urban design in problem, 
vision, value, and subject, and their difference in connotation, participation, technique,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Guideline 
of Urban Design in Land and Space Pla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technical route of 8 specific measures in narrative concept, space 
subject, technical approach, implementation path etc. On the basis of bottom line control of urban design certainty, the uncertainty 
of aesthetic creation is introduced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spati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art intervention, and art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the aesthetic quality and cultural taste of cities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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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公共艺术作为城乡空间中一种要素类型，是艺术介

入城乡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手段。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
空间出现公共艺术风貌失调问题，未能有效发挥公共艺
术在城市空间塑造中的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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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作为城市环境品质提
升的有效工具，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地位愈加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指出城市设计是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的重
要理念与方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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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借鉴欧美
公共艺术专项规划经验，从城市空间视角出发全面解析
公共艺术效用，并依托于城市设计，科学确定公共艺术
专项规划内容重点，以统筹指导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

1公共艺术的概念内涵及效用

1.1 公共艺术的概念内涵
当代意义的公共艺术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国家

提出的“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 [1]“艺术在都市中”①等
建设主张。虽然国内外学者从社会学、艺术学及建筑环
境等学科提出公共艺术的概念，但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认
识。近年来，公共艺术成为建设研究热点 [2]，许多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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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已开展公共艺术的专项规划工作，
将公共艺术专项规划纳入城市综合规划
体系，并将其作为建设高质量空间环境
的重要技术工具。本文参考芝加哥、波
士顿和伯明翰等城市公共艺术规划 / 战
略的战略文本，并结合既有的研究成果，
将公共艺术定义为：以城乡公共空间文
化彰显与地方塑造为目标，以探寻居民、
地方、时间关系为创作路径，以包含且
不限于雕塑、壁画、装置、光艺术、街道
家具、建筑立面等艺术形式为外在表现，
能进入、可体验、促理解的城乡公共空间
艺术营造活动。其中“能进入、可体验、
促理解”指向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艺术
性和在地性 3 个基本属性，公共性要求
公众能够并且方便进入公共艺术场地；
艺术性要求公共艺术能够给公众带来艺
术审美体验；在地性要求公共艺术根植
于地方环境，促进地域文化的阐释、显
现与被理解。

公共艺术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西方
引入我国，表现形式以雕塑、壁画为主。
虽然我国学者逐渐重视艺术介入空间规
划的作用 [3-4]，并开展了公共艺术规划的

引介与研究工作 [5-6]，但在实践中仍存在
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不协调的问题，公
共艺术与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缺少有效的
协调途径。

1.2 公共艺术的“四性”效用
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人

们逐渐认识到公共艺术的多能性，如
Selwood 概括公共艺术具有强化地方特
色、吸引投资、推进文化旅游、提高土
地价值、创造就业机会、增进空间使用、
减少破坏行为等效用 [7-8]。对公共艺术效
用的认识影响着公共艺术的运用方式，
认识公共艺术“四性”效用有助于设计
者全面把握公共艺术在城市空间中的运
用。

(1) 塑造空间个性。作为城市空间重
要审美对象，公共艺术通过独特的造型、
色彩等表现媒介，创造强识别性的城市
空间样貌，塑造城市美学的个性标识点。
在我国城市快速建设的背景下，公共艺
术常被寄予塑造空间个性的厚望，但是
常常因追求大体量和奇观，而忽视与环
境协调的问题。在进行空间塑造中，我

们应该认识到装饰美化和个性彰显仅是
公共艺术的效用之一，小体量作品也可
为日常场所赋予个性，正如伯明翰公共
艺术战略提出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
特点、历史、怪癖和口音，需要不同的
艺术作品来真实反映”。

(2) 提高经济活性。景观再造是全球
资本流动下城市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公
共艺术通过营造强吸引力的地方景观，
彰显城市的创新与活力，提升城市的声
誉。同时，公共艺术可作为提高经济活
性或开启转型发展的触媒点，以艺术和
媒体的“乘数效应”形成城市经济加速器，
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甚至是非线性的提升，
这对致力于突破自身限制、实现短期高
回报的城市政府颇具吸引力。例如，位
于英国盖茨黑德 A1 高速公路旁废弃煤矿
区的“北方天使”雕塑，自 1998 年安装
后每年接待旅游者 40 余万人，奇迹般地
扭转了盖茨黑德当地青年人口外流的颓
势，并加速了地区产业转型，极大提高
了英格兰东北地区知名度和促进了经济
发展。然而，各地政府在关注公共艺术
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应避免片面强调
景观消费、忽视生活场所营造与艺术创
新的关键作用，否则公共艺术将异化为仅
供高收入阶层享有的声望文化 [9]，或导致
政府因冒险式支出产生巨大财务风险。

(3) 促进社区韧性。在欧美国家的许
多城市，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寻求人与地
方历史和文化关联、促进居民身份自豪
感、认同感和恋地情结的艺术，成为创
造人与日常场所持久互动的重要工具。
公共艺术将不同背景的人聚集起来以共
同反思地区历史与个人身份，形成个人
参与地方叙事的场所锚固点。多元参与
可以创造群体间交流行为并缓解社会排
斥，在激发公共领域活力的基础上促进
社区治理韧性。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在
节日期间会装扮城市广场的小型雕塑作
品，装扮后的雕塑能够与节日氛围贴合，
增强场所黏性和归属感，触发居民对地
域文化的思考，这种人与环境的持续互

表 1  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区隔

城市设计 ( 底线管控的确定性 ) 公共艺术 ( 艺术创作的不确定性 )

内涵认知 发展趋势从静态蓝图式标准化空间生产管
控的宏大叙事，向对多样特征动态涌现的
观照和场所精神营造演变

发展趋势从精英艺术家公共空间雕塑、
壁画创作、公共空间装饰向艺术介入
公共领域、公众参与演变

技术方法 注重协调统一的逻辑生成，现有技术核心
构成以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园林学科
为主，艺术设计理论、技术方法有待进一
步增加

体现为将参与者独特创意融入公共领
域的过程，不同艺术形式存在差异，
从公共空间整体出发，以艺术为统筹
的多层次公共空间体系有待整合强化

参与主体 城市设计师、规划建筑师、管理部门等，
政策鼓励公众参与，但实施手段及效果仍
需优化

管理部门、艺术家及艺术从业者、少
数社区营造项目引入公众参与、建筑
师如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等

实施体系 全国层面的城市设计制度基本建立。2017
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明确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
过程的地位；《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
南》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
本建立基础上，明确城市设计是国土空
间品质提升重要工具，提出多层次、系统
化整体性空间组织安排与空间创造技术途
径，提出设计思维、问题导向、整体统筹、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原则，以实现“一
张蓝图”制定科学性和艺术性

缺乏全国层面的政策引导，以公共艺
术为对象的实施体系仍不完善。国内
仅浙江以《城市景观风貌条例 (2017
年 )》专章提出公共艺术促进内容要求。
少数城市编制了公共艺术或雕塑相关
规划。现有政策包括 1993 年建设部
《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全国城
雕建设指委会《关于城市雕塑建设工
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 建办〔2006〕
137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
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 ( 建科
〔2020〕79 号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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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联系正是社区精神形成的源泉。
(4) 激发城市创造性。当代的公共艺

术实践已经从纪念碑的表现形式中解放
出来，迸发出大量的艺术创新。公共艺
术能为艺术家及有创造力的市民提供创
作机会，同时人们不止步于简单地观看
公共艺术，而是积极讨论和体验公共艺
术，并成为公共艺术的创造者、参与者
甚至领导者。当代的公共艺术基于材料
和技术创新，以空间想象和创造重新诠
释时代与地方故事，展现了人类的想象
力和创造精神。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培
养市民创造力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至关重
要，应通过积极扶持艺术创新，鼓励居
民创造性诠释其生活世界，并吸引创意
人士定居，进而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2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交织与
区隔

2.1 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交织
公共艺术是城市设计中城市空间风

貌塑造的重要内容，公共艺术与城市设
计在问题意识、目标方向、价值导向、
空间主体 4 个方面紧密交织 [10]。在问题
意识方面，城市设计与公共艺术都反思
了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建设的功能主义弊
端；在目标方向方面，城市设计和公共
艺术都将打造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作为
共同目标和方向 [11] ，二者的区别在于城

市设计面向空间规划的具体问题及对空
间品质进行底线管控 [12]，避免最坏结果
出现。但由于艺术创作具有不确定性，
无法对公共艺术进行硬性管控；在价值
导向方面，公共性是城市设计和公共艺
术的价值导向，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就像一
张桌子同时将人联系和分离开来 [13]，城
市设计以综合环境为设计手段打造市民公
共交往的空间舞台 [14]，公共艺术则是超
越了单纯审美范畴，以平易近人的姿态
促进居民生发公共意识；在空间主体方
面，公共空间是两者的共同工作场域，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对
象，而公共艺术强调了在公共空间中营
造其与城市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
等的语境关系，即公共艺术的在地性 [15]。

2.2 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区隔
目前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存在内涵

认知、技术方法、参与主体、实施体系 4
个方面区隔。城市设计对空间品质底线的
确定性管控与公共艺术不确定性艺术创作
实践之间缺乏有效对话与传导手段，在实
际建设过程中将不利于高质量城市空间的
塑造。城市设计注重协调统一的逻辑生成，
而公共艺术强调对非标准未知经验的探寻
及克服工业生产造成的机械复制 [16]，因
此公共艺术常常缺失多层次的公共空间体
系统筹。目前，我国城市设计制度基本建
立 [17]，但针对公共艺术的管控引导内容

有待强化，与欧美国家层面的“公共艺术
百分比”“国家艺术基金”“激励性区划
(Incentive Zoning)”等②相比，我国公共
艺术尚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省级层
面的管理办法及城市层面的专项规划，缺
少针对公共艺术制度的保障体系 ( 表 1)。

3基于城市设计的公共艺术专项
规划“八定”路径

编制公共艺术专项规划是沟通城市
设计空间品质底线管控确定性与公共艺
术创作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例如，美
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公共艺术规划包
含在公共空间总体规划中，公共空间总
体规划又与历史保护等 11 项规划构成城
市综合规划体系，公共艺术规划即被纳
入综合规划体系 ( 图 1)。公共艺术专项
规划的编制，可基于《指南》确立的城
市设计指导思想与技术路径，内容重点
可从叙事理念、空间主体、技术手段、
实施路径 4 个方面展开 ( 图 2)。

3.1 叙事理念互动以定域、定向
公共艺术专项规划应按照《指南》

提出的“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问题
导向的原则，为公共艺术创作提供明确
的地方场域背景与宏观叙事方向。一方
面，为公共艺术项目策划勾勒地方背景，
以为艺术介入具体场域打下基础，主要

图 1  美国阿灵顿公共艺术规划与规划体系的关系 图 2  公共艺术专项规划编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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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地方场域及语境，以提供艺术介入本地场域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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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观照多种层级空间，协调全尺度要素以统筹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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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总体
规划

雨洪总
体规划

切萨皮
克湾保
护规划

给水总
体规划

社区能
源规划

公共空
间总体
规划

城市森林总体规划
公共艺术总体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规划

再利用
项目实
施规划

卫生排
水总体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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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包括梳理地区发展计划与愿景，城
市设计及其他规划的管控与许可条件，
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及积极、消极问题
因素等。在强调艺术主观性、不限制创
造性的同时，通过明确地方场域与语境，
提醒艺术参与者“褪去自我”而以居民
为本进行设计 [18]，将公共艺术融入城市
文化和社群生活。另一方面，明确宏观
叙事方向，以为艺术策划叙事主题打下
基础。在宏观叙事方面，可将居民、地方、
时间关系作为创作核心，在城市设计形
态及功能要素的基础上强化艺术审美、
地方叙事与场所精神。例如，阿灵顿公
共艺术规划以联邦、历史、全球为主题
方向，并强调各方向下的具体创作主题
需与阿灵顿地方感产生共鸣。

3.2 空间主体互耦以定位、定量
《指南》提出城市设计应按照城乡

融合整体统筹的原则，基于多层级人居
环境空间特征的系统辨识，将多尺度要
素进行统筹与协调，以提升国土空间的
品质。公共艺术专项规划应基于城市设
计确定的不同层级和尺度空间要素，建

立公共艺术与城乡多层级公共空间、多
尺度空间构成要素的耦合关系。通过观
照多层级空间特征系统以提取公共艺术
区域，在多尺度要素统筹协调中整体经
营公共艺术结构，并预估公共艺术布局
总体数量 [19]。例如，阿灵顿公共艺术规
划在详细分析该郡景观与开放空间、基
础设施及廊道、社区和聚集场所等物理
空间要素基础上，形成城市廊道、自然
廊道和交通线路 3 个带型公共艺术布局
结构，规划内容包括近远期在内的共 50
项公共艺术项目 ( 图 3)，从而将公共艺
术纳入环境整体设计，并提前谋划。

3.3 技术手段互鉴以定级、定性
《指南》提出在技术途径上运用设

计思维，借助规划传导，实现公共空间
系统建设及宜人场所、活力空间的塑造，
并提出特定领域类专项规划城市设计方
法的运用要点。目前，公共艺术专项规
划虽未被纳入《指南》所列出的特定领
域类专项规划，但应在技术手段上明确
运用设计思维，确定公共艺术项目优先
级，界定艺术表现形式及属性，使专项

规划有效指导具体公共艺术实践。公共
艺术专项规划可综合考虑场地可达性和
可见度、场地容量和兼容性、艺术提升
潜力或外部性价值、场地所有权、资金
情况，以及城市设计、规划及相关开发
政策等，并结合广泛的公众参与过程以
确定潜在项目机会，明确规划的优先次
序。同时，从城市设计角度出发，注重
城市门户、公园、休憩用地和步道、历
史建筑和遗址、公共文化机构、关键目
的地、街景及重要道路交叉口等公共艺
术项目的建设，以增强城市的设计感，
并提高公共空间的场所感和居民对地方
的认同感 [20] 。同时，在开展公共艺术专
项规划实践中，应将需求强烈且资助丰
富的项目作为优先项目。

高质量公共艺术应通过针对一个地
方的专门设计来实现。公共艺术专项规
划应在评估城市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根据
场地环境色彩、空间尺度、名城保护要
求及视觉影响、肌理关系等城市设计控
制要素，界定公共艺术采用的表现媒介，
以及规模、展示时间等相关属性。美国
城市在公共艺术规划中常以设计导则的
形式进行管理，并作为选择不同专长艺
术家或公众参与方式的基本依据，控制
引导公共艺术作品与环境和谐，与空间
相吻合，避免尺度失调等问题。此外，
为在审美原则下探索新艺术表现形式、
创新造型与材料语言留足创造性空间，
确保公共艺术反映当代专业视觉艺术、
工艺及公众参与水平，通过形式载体将
无形遗产引入城市叙事，在促进广泛传
播的同时实现城市设计场所构建目标。

3.4 实施路径互促以定序、定资
借鉴《指南》提出的公共政策途径

和社会协同方法，建立公共艺术实施组
织程序及投资保障制度，以在规划过程
推进公共艺术项目实现。与传统艺术形
式相比，公共艺术涉及更多人群，实践
过程更为复杂。城市空间包含着不能以
简单线性方式理解的混合故事 [21]，应通

图 3  基于系统空间分析的阿灵顿郡公共艺术规划过程

阿灵顿物理要素：城市廊道、自然廊道、交通
线路

“全球阿灵顿”：展示阿灵顿与国际社会联系
的地方

“联邦阿灵顿”：与联邦政府和哥伦比亚特
区有关系的地方

“历史阿灵顿”：反映阿灵顿历史独特
方面的建筑、地点和社区

阿灵顿已完成公共艺术项目分布图，总计
38 项

规划确定公共艺术项目布局图，包括正
建设及近期项目 12 项，远期项目 38 项

当前项目 
近期项目 
远期项目 
规划倡议

哥伦比亚特区界桩 
历史铁路线 
古迹 
历史街区 
拟登录历史街区 

图例

图例

规划公共艺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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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策引导确立包容性创作过程，探索、
记录被忽视的城市故事并呈现给公众；
以城市设计师、艺术家、管理人员及居
民等多学科跨专业人士为主体，构建专
门的城市公共艺术委员会等机构以促进
群体间开展对话；建立创作前的公众调
查、参与创作、参与艺术品甄选的机制
以保障公共价值；在城市设计中明确预
置公共艺术的空间舞台，公共艺术专项
规划进一步落实城市设计要求，形成互
促互补机制。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合理框定
投资规模及多元化投资主体。借鉴欧美
“艺术百分比计划”、激励性区划政策
等以完善投资保障制度，鼓励与私营或
利益相关方合作，使公共艺术具有多样
性和可持续性，如澳大利亚诸多城市将
公共艺术分小、中、大、重大、标志性 5
个等级，并对应设置了 5 个预算等级与
建设周期，不同等级的公共艺术的审批
主体与管理流程有所区别。

4结语

100 年前美国城市美化思潮教父鲁
滨逊以《现代城市公共艺术》《城市
规划》等著作揭开美国城市空间美化
建设序幕 [22]，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美国城市面貌得到极大改善。需要重申
的是，当代公共艺术绝不等同于简单的
城市美化和装饰，正如芝加哥公共艺术
规划所言：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像和壁画
等，还是城市如何将艺术视野带到街道
等公共领域。本文基于城市设计完善公
共艺术专项规划内容重点，有效指导公
共艺术实践，将对促进城乡空间高质量
发展，更好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具有重
要意义 [23]。

[ 注　释 ]

① 美国费城于 1959 年批准授权第一个百分
比艺术条例，即将不少于 1% 的建设预算
用于公共艺术项目，1960 年美国国家层

面颁布百分比法令，此后迅速影响到欧洲
各国，法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艺术
在都市中”主张。

② 1990 年美国费城最早在区划法中增加公
共艺术激励性区划，即建设公共艺术将给
予开发项目容积率奖励。因刚性的区划法
造成美学与艺术指标难以判断、公共美学
价值无法保障而增设了“自由裁量权”，
规定公共艺术项目由艺术委员会等专业机
构裁定，并作为建筑许可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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