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探索
—以诸暨市为例

□　郑　重，任凌奇，吴　洵，白郁欣，邓子健

[摘　要]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县域尺度的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是建设美丽国土、提升城乡环境品质的重要环节，
对于加强特色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具有实质性的引领作用。文章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对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的内容与要求，明确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两个层次(县域和中心城区)的景观风貌资源要素评价方法与3个尺度[县域、城(镇)
区和乡村 ] 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核心要点。同时，构建了特色管控和通则管控相结合的成果体系，其中特色管控面向景观风貌
代表性区域，包括以“定特色、定结构、定边界”为要点的县域样板区规划引导和以“优结构、优用地、优指标”为要点的城
市重点片区规划引导，并将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为后续重点区域和节点的详细规划与设计提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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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Zhong, Ren Lingqi, Wu Xun, Bai Yuxin, Deng Zijian
[Abstract] County level landscape features special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autiful coun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system. It helps guide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With a review of th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bout landscape feature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evaluation of landscape feature resource at two levels and key points at three scales. Meanwhile, it 
establishes a combined product system in which characteristic control deals with typical landscape feature areas, including model 
areas controlled by “character, structure, boundary”, and important areas controlled by “structure, land, indices”. Relevant planning 
content is incorporated into county level territorial space plans for the guidance of subsequent detailed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ajor areas and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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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浙江全面实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该行动是深
度融合国土空间治理、城市与乡村有机更新、美丽城
镇与乡村建设等的一项系统集成工作。在此背景下，
浙江各县 ( 市 ) 纷纷组织编制县域层面的特色景观风貌
专项规划，作为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的顶层设计。

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
内容与要求

随着我国“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

0引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深入人心，美丽中国、
“两山”理论、美丽乡村等建设要求也相继提出，城乡
尺度的景观风貌保护和特色彰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浙江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十余年来
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取得显著成效的
同时，依然普遍存在城乡风貌协调性不够、城乡景观风
貌品质差异大、城市特色彰显不足等问题。为打造整体
大美、凸显浙江气质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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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依法提出或者明确规划条件时，应
当根据详细规划将城市景观风貌控制和
引导要求列入规划条件”等条款 [2]。不仅
城市的特色景观风貌需要精准界定，县域
其他空间的特色景观风貌也应如此，需结
合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使用的底图底数，
有条件划定位置精准、边界吻合、数据精
确的县域和城市的特色景观风貌区。

(3) 加强风貌管控意图的规划传导。
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或城市设计属于

非法定类规划，需要借助控规才能实现
对开发建设行为的约束和引导，而以“城
市形象”为导向的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和
以“土地出让”为导向的控规对建设行
为的管控意图容易出现不一致。因此，
在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需从生态廊道、
视线廊道、公共空间体系、天际轮廓线

等方面对特色景观风貌区域提出相应的
基准控制指标，明确下位规划编制和开
发建设的特殊管控要求，从而充分保障
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发挥效用。

(4) 详细制定面向实施的行动计划。
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具有面向行动的

抓手性特征，一般采用问题导向的分析
方法，在理性规划框架的基础上，结合
城市特色梳理风貌建设行动的诉求，顺
应城市形象宣传的营销方向，明确规划
实施的职责分工、项目库、行动计划等
内容，从而满足近期实施的需求 [3]。

2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编制

2.1技术思路
城乡景观风貌是由自然山水、历史

图 1  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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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域、全要素的空间资源管控将得到
进一步强化。“综合视野、区域尺度、全
局要素”将成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和管控
的重要趋势。个别省份在省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过程中就如何从省域尺度优化景观
风貌和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开展了景观风貌
专项规划研究，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特色
风貌规划》《浙江省大花园规划》探讨了
省级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技术路线和内容
框架。省域层面对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探
讨围绕特色资源识别、特色空间界定、景
观要素管控等内容展开，但在精准度和落
地性上存在欠缺，县级尺度相对而言更为
理想。具体而言，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能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深
化、细化：

(1) 全面识别城乡景观风貌资源。
特色风貌是对地域形象的高度概括，

具有历史沉淀、形态延续和有序演进三
大特点 [1]。无论是显性的物质空间形态
还是隐性的精神和文化属性，都必须在
足够大的空间尺度才能予以呈现和感知。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确立之前，我国城、
乡空间分别受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管控，两种规划在管控对象、管控重点、
管控手段上都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城市
和乡村景观在管控深度、资源利用水平
上都有所不同，大量位于乡村地区或跨
行政地域的特色景观风貌资源受到忽视。
因此，建立面向县域尺度的景观风貌评
价体系，科学全面地识别城乡景观风貌
要素，是实现系统性打造城乡景观风貌
的前提基础。

(2) 精准界定景观风貌特色空间。
清晰界定景观风貌特色空间是规划

编制、建设管控和土地出让的前置条件。
《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中明确提
出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将重要的
城市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山体、
水系、视线廊道等的保护和控制要求作
为强制性内容，确定坐标界线”“城市
景观风貌重点管控区域应当编制详细城
市设计”“城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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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公共空间、建筑及街道界面等要
素共同构成的物质空间形象，既包括自
然景观，也包括人文景观 [4]，同时还包
含了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精神和情感内
涵。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保
护既有风貌要素和特征，并在城乡发展
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强化和延续 [5]，因此
景观资源的识别、评价是编制景观风貌
专项规划的前提。首先，通过分析景观
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潜在的结构
性关系，提炼特色风貌的总体定位和空
间结构；其次，提出不同空间层次景观
风貌塑造的核心要点和规划抓手；最后，
通过管理机制、项目库、支撑平台等予
以保障落实，从而构建“资源—目标—管
控—实施”的技术框架 ( 图 1)。

2.2重点内容
2.2.1构建两个层次的景观资源综合
评价体系

目前已颁布的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
编制指南 ( 或设计指南 ) 中对景观风貌专
项规划的编制要求重点围绕跨区域尺度
的特色风貌区域和城市景观展开。例如，
2019 年 6 月颁布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指南》在“6.9.3 城市风貌特色
塑造”章节中提出“妥善处理自然与城
市、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综合确定城市
与山水林田湖草相协调的空间格局与形
态；完善城市景观结构，组织城市公共
空间系统；划定城市设计重点控制区”[6]。
2021 年 7 月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
设计指南》提出了跨区域层面开展城市
设计的要求，包括“协调人居环境建设
与区域自然生态、历史人文资源的关系，
凸显跨区域空间特色，为城市群、都市圈、
发展廊带、一体化示范区等跨区域的协
调发展提供支撑”[7]。

因此，在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中，
应从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开展对景
观风貌要素的评价。县域层面的评价可
以分析和判断区域性特色资源的空间分
布特征与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同

时也可以分析景观要素之间潜在的结构
性关系，从而预测未来有望形成的区域
性特色空间格局，避免跨区域、高价值、
潜在性景观风貌资源因地方行政管理部
门认知的局限性或行政单元的地理空间
限制而被忽视。中心城区层面的评价可
以识别中心城区景观系统建设存在的结
构性问题，从而提出系统优化景观结构，
精细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区的对策。

景观风貌的综合评价既包括对资源
本身特色性、稀缺性、影响力等“价值度”
的评价，也包括人对景观环境美学感受、
游憩体验等“感知度”的评价。该评价
遵循“以地理特征为基础、以人文底蕴
为内涵、以建设基础为重点”的思路。

县域层面景观资源评价的核心目的
是识别和划分特色鲜明的景观次区域，
因此评价对象以县域代表性的景观要素
为主，关注景观风貌资源的资源类型和
空间形态两种属性。资源类型属性包括
自然环境、历史人文、建成环境三类；
空间形态属性包括点状、线状和面状三
类。对于建成环境这一资源类型，考虑
到县级行政单元包含的乡镇 ( 街道 ) 和村
庄数量众多，无法逐一对景观风貌要素进
行识别和遴选，因此对乡镇 ( 街道 ) 和村
庄建成环境的评价需弱化“价值度”评价，
强调“感知度”评价。以国土空间规划中
确定的现状城镇建设区范围 ( 面状要素 )
作为乡镇建成环境评价的空间对象，根据
现场考察获得的“感知度”评价结果，将
其划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级；由于村
庄建设水平较为平均，仅将获评 AAA 级
景区的村庄、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浙江
省美丽宜居示范村等 ( 点状要素 ) 纳入评
价范围，其余村庄忽略不计。

中心城区层面景观风貌评价的核心
目的是反映城市建设对自然景观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水平以及对人工环境的景观
塑造能力。该层面的景观风貌评价参照
城市设计的分析方法和控制对象，着重
关注空间形态属性，对点、线、面要素
进行精细化识别和分析。同时，借助无

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加强对城市三维形象
的认知。

两个尺度的评价均采取分类、分级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首先，识别和遴选县域
和中心城区的景观风貌资源要素；其次，
根据景观资源的“价值度”评价和“感知
度”评价结果对景观要素进行分级；最后，
通过权重分析法、信息量权数法、专家估
测法等确定各因子和权重。
2.2.2明确3个尺度的景观风貌专项
规划核心要点

目前国内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实践主
要包括 3 个尺度，即宏观尺度 ( 如中心
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中观尺度 ( 如城市
重点片区或景区的景观规划 ) 和微观尺度
( 如城市重要节点设计和村庄居民点整治
规划 )[8]。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 3 个尺度
对应的规划内容与传统景观风貌专项规
划有所区别。

(1) 宏观尺度是以生态格局和观赏游
览为重点的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在县域尺度，保护和优化自然生态
景观格局，传承和彰显地域文化，丰富多
元化、趣味性的游览体验是主要任务。该
层面的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应重点把握高价
值特色风貌区(以下简称为“县域样板区”)
的特色管控，主要包括生态空间、特色景
观区域和景观通道三方面。生态空间是县
域样板区特色风貌的基础本底；特色景观
区域是县域样板区景观风貌的核心载体，
应明确其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要素类型，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和“三线”
划定的控制要求确定核心景观区域的范
围；景观通道是展示和领略城乡景观风
貌特色的路径，包括车行和慢行通道，
其沿线景观风貌的控制引导至关重要。
对于县域其他地区，采用通则管控。

(2) 中观尺度是以公共空间塑造和三
维形象优化为重点的城 ( 镇 ) 区景观风貌
专项规划。

城 ( 镇 ) 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往往与
城市设计相结合，包括总体城市设计和
重点片区的详细城市设计。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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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县级城市普遍面临城市战略景观区
域破坏严重、“山水城”关系不协调、
高价值景观区域与土地开发利用不匹配
等问题。由于城 ( 镇 ) 区“涂脂抹粉”式
的景观风貌整治如同“隔靴搔痒”，需
在总体城市设计确定的景观框架下，对
重点片区采取详细城市设计和有机更新
规划相结合的思路，提出景观风貌优化
导向下的公共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优化
方案。在此基础上，结合景观风貌管控
的核心要点，针对性地提出有机更新中
再开发地块的高度、强度、建筑退让、
贴线率等特殊控制要求。例如，环山地
带重点关注高度控制和视线廊道，滨水
地带重点关注临水建筑立面密度和滨水
界面等。城市一般地区也采取通则管控
的方式。

城 ( 镇 ) 区景观风貌管控的主要工具
是控规、地块设计条件、各类实施细则
和设计规范 [3]。因此，城 ( 镇 ) 区景观风
貌专项规划需充分考虑与控规、城市设
计和城市有机更新规划等在编或既有规
划的衔接关系，预留与以上规划的接口。

(3) 微观尺度是以乡村风貌分区引导
和景观风貌特色村识别为重点的乡村景
观风貌规划。

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中对村庄风

貌的引导以通则管控为主，根据县域空
间文化地理分区 ( 如山区丘陵地带、平原
河谷地带等 ) 对广大村庄进行分区引导，
同时识别出景观风貌资源禀赋优越的村
庄作为未来建设管控和引导的重点对象。
下一阶段的乡村规划和设计将从村域特
色乡土景观与村庄居民点人居环境提升
两方面详细展开。

乡村规划和设计是重塑乡村风貌的
主要规划工具。随着新一轮“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乡村设计的编制，大
量原先缺乏建设管控引导的乡村建设将
会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

2.3实现路径
不同层面的不同区域 [ 如县域样板区

和县域其他地区、城 ( 镇 ) 区重点片区和
一般地区 ] 对景观风貌管控的要求不同，
为保障管控意图的落实，首先需充分考
虑县、镇、村三级事权，明确各层级在
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实施中的权限，
并且将强制性规划内容纳入相应级别的
国土空间规划中，城 ( 镇 ) 区通过控规形
成明确的管控要求并转化为地块出让条
件的“两度两率”等约束性指标；其次，
需充分对接“十四五”期间的工作重点，
制定年度景观风貌建设计划；最后，需

有专职管理部门确立考核、激励和督查
机制、制定保障政策等，将“技术内容”
转化为“管理内容”，从而推进城乡风
貌整治提升的长效化运营 ( 表 1)。

3诸暨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实践

3.1景观风貌综合评价
3.1.1构建景观风貌评价体系

诸暨市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市域群
山环抱，地势南北向渐次倾斜，形成通
道式平原，国土面积约为 2　301　km2，总
体呈现出“两山 ( 东部会稽山脉低山丘陵、
西部龙门山脉低山丘陵 ) 分踞、八水 ( 浦
阳江纵贯南北境内，8 条支流呈叶脉形展
开 ) 汇流、山环水绕”的山水格局。

在县域尺度上，自然地理类景观风
貌要素包括山体、水体、湿地、河湖、
农田等。本文通过地形地貌、农业种植、
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叠加分析，形成
全市 12 个地理分区，为构建县域城乡风
貌整体格局提供重要依据。历史人文类
景观风貌要素包括历史文化村落、古镇
古街、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和代表性建筑、
区域绿道、古驿道等。通过文化要素空
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可识别出若干代表性
文化分区、文化走廊，对于县域文化网

表 1  县域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编制与管理

空间
尺度 管理界限

规划编制与审批 三级联动规划管理和项目实施
审查监督

县 镇 县 镇 村 

县域 县域样板区 组织编制风貌管控图则并负责
审批；强制性内容纳入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

—
制定行动计
划和项目库 

样板区涉及乡镇参
与样板区重点项目
的选址与方案评审  

样板区涉及村庄负
责协调配合、落实
管理

市级 

县域其他地区 制定风貌管控通则、编制并审
批城市设计；强制性内容纳入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组织编制城市设计；
强制性内容纳入乡镇
级国土空间规划

—
制定行动计划和项
目库

协调配合、落实管
理 

 县级 

中 心
城区

重点片区 组织编制景观风貌管控图则并
负责审批；强制性内容纳入县
级国土空间规划

—

制定行动计
划和项目库 

—  —

市级 

一般地区 组织编制非重点片区城市设计
并负责审批；强制性内容纳入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县级  

乡村 村庄规划和村庄设计审批 组织编制村庄规划和
村庄设计

监督审查 监督审查 实施执行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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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建设起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建设基
础类景观风貌要素除了包括镇 ( 街 ) 和村
庄建设本底，还包括因文化旅游或特色
产业发展而对环境景观进行精细化打造
的区块和廊道，如景区、特色小镇、乡
村风情线等。

在中心城区尺度上，点状景观要素
包括交通枢纽、重要公共建筑、地标建
筑、大型城市雕塑、大型桥体、小型公
园或广场 (3　hm2 以下 ) 等。线状景观要

素包括城区特色街道，如迎宾大道、街
道环境整治示范街、步行街、滨水绿带、
登山路道等。面状景观要素包括城市公
共中心区、特色商业街区、景区、大型
公园或广场 (3　hm2 以上 ) 等。

根据专家估测法、因子分析权重法
和层次分析法等确定各级景观要素的分
值及三类因子的权重 ( 表 2)，并基于 GIS
空间叠加分析，得出县域 ( 图 2) 和中心
城区两个尺度的景观风貌综合评价图。

3.1.2评价结论与规划运用
从县域评价结果得出 5 点结论：一

是中心城区景观要素集聚，形成鲜明的
景观核心。二是东西两区作为示范引领。
西部马剑镇、五泄镇区域着色明显，光
斑分布较为均质，连绵成片，有形成县
域样板区的潜质；东部山下湖镇、枫桥
镇、赵家镇等乡镇均有较为明显的光斑，
但光斑点状集聚，未能连绵成片，需对
光斑断裂区域进行特色资源点的发掘和

图 2  县域景观风貌综合评价图 图 3  县域景观风貌总体格局图 

历史人文单项评价结论

建设基础单项评价结论

自然环境单项评价结论

景观风貌评分高

景观风貌评分低

自然环境评分高

自然环境评分低

人文底蕴评分高

人文底蕴评分低

建设基础评分高

建设基础评分低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中心城区范围
风貌重点建设乡镇
重要景观风貌节点
美丽乡村
大型景区或特色风貌区

图例

表 2  诸暨市景观资源综合评价体系

空间尺度 评价因子
空间形态属性

点 ( 权重 0.15) 分值 线 ( 权重 0.35) 分值 面 ( 权重 0.5) 分值

县域景观
资源分类

自然环境 水库、湖泊 1 级 (3 分 )
2 级 (2 分 )
3 级 (1 分 )

区域性河道 1级(10分)
2 级 (6 分 )
3 级 (3 分 )

山体、湿地、自然景观
类景区 

1 级 (20 分 )
2 级 (15 分 )
3 级 (10 分 )

历史人文 历史文化村落、历史文化街区、
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和代表性建
筑等

1 级 (5 分 )
2 级 (3 分 )
3 级 (1 分 )

区域绿道、古驿道等 1级(10分)
2 级 (6 分 )
3 级 (3 分 )

大型遗址公园 ( 包括历
史文化遗产或农业文化
遗产等类型 )

1 级 (20 分 )
2 级 (15 分 )
3 级 (10 分 )

建设基础 村庄建设基础、特色景点或节
点 ( 如高铁站 )、地标性建筑 ( 如
西施大剧院 )

1 级 (3 分 )
2 级 (2 分 )
3 级 (1 分 )

乡村风情线 、乡镇特色
街道 ( 如迎宾大道 )、
街道环境整治示范街等

1级(10分)
2 级 (6 分 )
3 级 (3 分 )

城镇建设基础、其他类
景区 ( 如主题游乐场、
特色小镇 )

1 级 (10 分 )
2 级 (5 分 )
3 级 (3 分 )

 中心城区
景观资源
分类

包括交通枢纽、重要公共建筑、
地标建筑、大型城市雕塑、大型
桥体、小型公园或广场 (3　hm2

以下 ) 等

1 级 (5 分 )
2 级 (3 分 )
3 级 (1 分 )

城区特色街道 ( 如迎宾
大道 )、街道环境整治
示范街、滨水绿带等

1级(10分)
2 级 (6 分 )
3 级 (3 分 )

街道建设基础、城市公
共中心区、特色商业街
区、景区、大型公园或
广场 (3　hm2 以上 ) 等

1 级 (25 分 )
2 级 (15 分 )
3 级 (1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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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管控地带定位图 ( 图 6，表 3)。其
中，重点管控地带定位图明确了为实现
核心景观风貌要素保护和利用需重点设
计与管控的空间实体范围。“一表”为
建设引导控制表，以文字和数据相结合
的形式明确县域样板区的特色定位、总
体风貌格局和开发建设策略等引导性内
容，以及重点风貌管控地带边界、规模
和重要景观风貌要素管控要点等强制性
内容。
3.2.2以“优结构、优用地、优指标”
为重点的城市重点片区规划引导

根据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优化格局，
识别出需要重点整治或建设控制的 7 个
片区，包括 6 个有机更新片区和 1 个规
划新建片区。

对于 6 个有机更新片区，需运用城
市设计系统性思维重构片区景观体系，
规划主要成果为“3+X”图和“一表”。
其中“3”为景观结构引导图、土地利用
优化图、有机更新引导图，“X”为其他
需要重点控制的内容 ( 图 7，表 4)。其中，
有机更新引导图明确了拆除、整治、改
善地块的分布和环境景观整治提升的措
施；其他需要重点控制的内容视片区景
观风貌特征而定，如对于位于陶朱山脚
浦阳江畔的一江两岸区域，“X”图为开

塑造，从而形成县域样板区。三是培育
扶持东南片区。东和乡与东白湖镇各自
形成团状光斑，但两者空间距离过远，
近期联动发展难度大。四是其他乡镇挖
掘孵化。因特色景观风貌不鲜明，打造
县域样板区尚不成熟，需加强特色资源
发掘利用。五是生态走廊初具雏形。贯
穿市域南北的浦阳江在北段、中段的开
发利用程度较高，未来沿线乡镇的经济
业态将迅速调整、升级和重组，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业、电子商务和
文化创意等产业，构筑起诸暨市产业发
展和城乡风貌的新高地。因此，县域层
面景观风貌建设重点围绕中心城区、西
部、东部和东南部 3 个乡镇集群及浦阳
江生态经济带展开。规划形成“两山为屏、
一核引领、一轴联动、三区协同、百花
齐放”的诸暨市县域风貌总体格局 ( 图 3)。
其中，“两山”为东西部山体生态屏障；
“一核”为中心城区景观核心；“一轴”
为浦阳江生态经济走廊；“三区”为 3
个县域风貌样板区；“百花”为多个特
色风貌节点。

中心城区评价结果 ( 图 4) 反映出 4
点问题。一是景观系统尚未成型，优势
景观资源高度集中在西施故里、城市广
场、一江两岸区域。二是高景观价值用

地开发利用消极，如浦阳江、五泄江滨
水一线用地和环陶朱山公园用地缺乏特
色景观资源点。三是城北工业片区是中
心城区景观价值洼地，产城空间的景观
风貌以北二环为界呈现出显著差异。四
是大型开放空间慢行联系薄弱，如陶朱
山公园东西两侧与高湖湿地公园、五泄
江公园的慢行交通分别在三江口和望云
路区域断裂。

因此，中心城区景观风貌重塑重点
围绕景观体系健全、滨江环山等高景观
价值区域有机更新、环境友好型园区建
设和游览感知系统组织展开。通过“一
廊缝山湖、一环串多区、两水活六片、
五带魅力游”四大策略重构中心城区景
观风貌格局 ( 图 5)。

3.2特色管控
3.2.1以“定特色、定结构、定边界”
为重点的县域风貌样板区规划引导

针对 3 个县域样板区，通过特色定
位、风貌结构、景观通道等引导管控，
形成地域特征鲜明、建设品质优越，用
于对外宣传和对内示范的代表性空间。
规划以“三图 + 一表”的管控图则传达
景观风貌管控意图。“三图”为总体风
貌格局图、景观要素和景观通道分布图、

图 5  中心城区景观风貌格局优化图

 陶朱山公园

高湖湿地公园

重要景观片区
重要景观节点
重要山体景观
产业园区风貌片区
教育园区风貌片区
繁华都市风貌片区
城郊美镇风貌片区

图例

图 4  中心城区景观风貌评价图

景观风貌评分高

景观风貌评分低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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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县域样板区建设引导控制

类别 具体内容

景观风貌
优势

有壶源江、布谷湖、汤江斗岩、五泄景区等风光旖旎的自然山水；紧邻杭州、黄山国际黄金旅游带，是壶源溪流域乡村旅游带上的
重要节点，旅游区位优势明显；十四都村基本符合乡村新社区申报条件；依托重要景区建设，五泄—浣江景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提升优化
方向

增加特色景点：景观节点密度较高，但知名度较高的节点较少
优化镇区风貌：3 个城镇属于诸暨市的后发乡镇，城镇建设本身较为滞后，风貌平庸，城中村是普遍形态
加强交通建设：山区交通不便，景观风貌重要节点之间交通联系不便，曲折迂回

形象定位 原乡野趣·活力山林
功能定位 省内知名户外运动休闲基地、乡野风光与生态农旅体验区、红色文化与人文传承体验区
发展策略 建议通过政策扶持和奖励补助，引进知名的户外运动旅游和相关类型开发公司入驻，通过企业投资和市场化运作助推西部乡镇协同

发展，向主题化、高端化的文旅城镇群发展，进而引领区域内的城镇和乡村风貌升级，激励引导农民自发加强村居建设和美化田园
景观

总体风貌
格局

“Y”交通轴线：依托 S308 省道及其延伸线和草青线 ( 升级扩宽）形成交通动脉
三大风貌区：活力山林风貌区、未来乡村风貌区、原乡野趣风貌区 
6 个功能片区：山体运动区、五泄风景区、大唐街道城镇建设区、山体公园、两个生态山体区域

美丽载体 美丽城镇：同山镇 ( 省级样板区 )、马剑镇 ( 省级样板区 )、五泄镇
美丽乡村：五泄十四都村、西皇村、马剑石门村、上和村、栗金村等
其他美丽载体：五泄景区、开元芳草地酒店、马剑老街、登山攀岩俱乐部、丛林探险基地、露营基地、采摘基地、布谷湖景区等

重点控制
地带 ( 约为
40　km2) 

马剑五泄段：重点加强 S308 省道延伸线沿线道路环境景观优化和山体景观修复；近期重点落实五泄景区北入口建设，景区新建建
筑不宜突破 24　m，建筑风格宜清新素雅；重点推进马剑和五泄镇区老旧小区整治工作，镇区新建建筑高度不宜突破背景山体高度
的 1/3；进一步凸显十四都和马剑老街传统特色风貌，强化传统民居建筑特色和医药文化

同山布谷湖段：建议在同安公路集镇入口建设酒文化主题公园；修复同安公路、青同公路路面及打造两侧景观节点，结合酒元素建
设“同山赋”“三碗不过岗”等标志性建 ( 构 ) 筑物，进一步烘托同山旅游风情小镇氛围；新建环湖游步道，含桥梁、驿站、景观
节点等绿化工程，实现布谷湖环游步道大环线建设；将布谷湖环湖游步道与建成区相连，打造 20　km 的生态休闲游步道

发高度引导图，从在岸和对岸两个方面
提出了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前者保障
江景开阔，后者保障山城和谐。“一表”
为重点片区风貌建设管控一览表，明确
了片区景观优化方向、近远期更新地块
和近期工作重点、土地再开发的方向等

引导性内容和高度、强度、视线廊道等
约束性内容，为后续控规修编提供依据。

对于规划新建片区的指引参照《浙
江省国土空间设计技术指南 ( 试行 )》要
求，在满足城市设计一般区相关要求的基
础上，重点关注其特殊条件和核心问题 [9]。

3.3通则管控
通则管控针对县域其他地区、城市

( 镇 ) 一般地区和乡村地区。对于县域其
他地区，需密切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按照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
类型划分，从风貌保护和塑造角度，将

图 6  县域样板区管控图  

总体风貌格局 景观要素和景观通道分布 重点管控地带分布

特色功能区
景观轴线
美丽城镇
特色风貌区

现状重要节点
建议新增节点
美丽村庄
重要景区
车行线路
慢行线路

美丽城镇
重要风貌节点
美丽乡村
美丽村庄 ( 村域范围 )
重要景区
通行线路
重点管控地带范围

图例

图例
图例

五泄镇区

同山镇区

马剑镇区

S308 省道延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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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风貌管控要素细分为山体、河
流水系 2 类，农业空间风貌管控要素分
为农田、村庄 2 类，还包括城镇空间风
貌管控要素。其中，生态空间风貌管控
重点关注优化景观格局、畅通生态网络、
消除生态威胁影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等方面 [10]。农业空间风貌管控重点关注
传统农村农业景观保护，统筹高标准农
田建设、乡土景观塑造、人居环境改善。

对于城市一般地区，采用分区引导
和系统引导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中心城
区景观风貌结构确定四类景观风貌区，
在细化落实分区风貌格局的前提下，对
开敞空间系统、慢行系统、游览线路等
系统性内容进行逐一引导。镇区空间情
况较复杂，规划提出外围 18 个镇区在风
貌建设上存在的核心问题，明确优化提
升方向和管控重点区域，并反馈到乡镇
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下一阶段将通过编
制镇区详细城市设计予以落实。

由于村庄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农村住
房，实施主体大多是农民，因此采用图
文并茂、通俗易通的形式，对县域五大
文化地理分区的村庄分别围绕四大类 14
项要素制定美好乡村建设的正、负面建
设行为指引手册。

3.4规划实施保障
本次规划是在浙江省全面开展城乡

风貌整治提升优化行动的背景下编制的，
根据行动要求，省、市到县 ( 市、区 ) 均
成立了城乡风貌专班办公室，这是负责
指导和监督各级城乡风貌管控工作的专
职管理机构。在实体化运作中，上级城
乡风貌专班办公室建立了技术专家服务
和学习培训机制，定期开展技术服务和
组团帮扶活动；建立了调研服务机制，
定期开展对下级城乡风貌专班办公室的
调研督导和考核。该制度的确立为诸暨
市城乡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和建设管理提
供了制度保障。在本次规划编制过程中，
积极与诸暨市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三
区三线”、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用地布

表 4  重点片区风貌建设管控一览

类别 具体内容

规划策略 两岸缝合：通过道路和桥体的步行化改造，打造连通东西两岸的慢行绿道系统，串
联沿岸自然、历史等景观风貌资源
山水通达：通过道路和桥体的步行化改造，打造连通东西两岸的慢行绿道系统，串
联沿岸自然、历史等景观风貌资源
古今相映：彰显历史文化要素，意向性恢复老城墙、老火车站遗址风貌，凸显中水
门遗址、西施殿等历史文化资源点

景观结构 “大江织绿袖”：全面提升浦阳江两岸空间景观品质，优化利用特色景观资源
“一环缝两岸”：打造景观环路，将“一江两岸”城市功能有机连接，形成整体
“百花齐绽放”：优化彰显现状资源点，形成特色鲜明、内涵丰富、风貌优越的景
观节点
“三廊连山水”：依托现有建设格局，规划控制北、中、南 3 条山水廊道，实现山
水景观有机融合

重点整治
区范围

西至陶朱山山脊线、北至大桥路和太平桥、东至城市广场、南至滨江南路与浣纱横路，
总面积约为 130　hm2

有机更新
指引

将“一江两岸”区域用地分
为现状保留区域、拆除重建
或新建区域和有条件逐步改
善区域，其中拆除重建或新
建区域是对片区景观风貌负
面影响较大、需重点管控的
区域，包括暨阳记忆区块、
环五角广场区块、青悦城南
部区块、陶朱山脚北部入口
公园等；有条件逐步改善区
域主要为现状住宅，局部住
宅为城中村或拆迁安置房，
建议优先整治

重
点
管
控
内
容
 

重要
廊道

城市广场—五角广场—青悦城—陶朱山
廊道；人民路轴线

重要
界面

浦阳江沿线、陶朱南路沿线、人民路沿
线、苎萝东路沿线

建筑
组合
关系

沿江高层建筑不得连续 4 幢及以上同
一高度一字排开；沿江高层建筑最大面
宽不得超过 45　m；建筑群组组合应当
疏密有致，高低错落

建筑
群与
山体
关系

沿江建筑群组应该起伏变化，形成的天
际线与山体背景相呼应，水面与建筑之
间有层次较丰富的绿化过度，丰富天际
线层次

其他管控
引导说明

建筑风貌：环绕五角广场和城
市广场形成连续多变的建筑群
体；滨水一线用地建筑开发首
层空间宜设置商业休闲等公共
功能，形成滨江连续的城市界
面；公共建筑宜采用现代建筑
风格，滨水商业建筑可采用坡
屋顶形式，新建住宅采用公建
化立面形式，鼓励采用落地玻
璃和金属材质立面
地标建筑：滨江、山顶、公园
入口需结合桥体、观景构筑物、
景观建筑等打造新地标
交通组织：对太平桥进行步行
化改造，在滨江南路和浣纱横
路之间新建道路桥，缓解景观
风貌核心管控区的机动车交通
拥堵
历史复原：意向性恢复老城墙、
老城门等重要历史文化要素，
丰富滨水空间人文气息，彰显
地块文化底蕴

建筑
高度

从在岸景观控制和对岸景观控制两个
方面提出控制措施：在岸景观控制主要
控制建筑与江的关系，保障江与建筑之
间的景观视线开阔；对岸景观控制主要
控制建筑与山的关系，保证建筑群体与
山体关系和谐
在岸景观控制：当 H/D ＜ 1/3 时，能
看到建筑整体，视野较开阔；当 H/D
为 1/3 ～ 1 时，尺度舒适，有街道感；
当 H/D ＞ 1 时，建筑高耸，逐渐产生
压迫感。为保证疏阔悠远的景观感受，
对一般临江建筑高度 H 与退岸线距离
D 的关系控制在 1/3 以下，可形成开阔
的江岸空间，重要地区公共建筑可除外
对岸景观控制：陶朱山山脚、浦阳江对
岸建筑眺望高度不得高于背景山体高
度的 2/3，重要标志性建筑除外

高度管控
示意图

临江建筑 H/D 超过 1/3，不符合控制要求

视野内陶朱山山脊线

降低建筑高度，满足要求

浦阳江

城市建筑

或将其设置于地块后部，加大建筑后退距
离，满足要求

或者

建筑高度满足在浦阳江对岸的眺望高度低于背后所需要保护的山脊线高度的 1/3建筑高度控制与山体关系图示

H/D 控制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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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都需要强化城乡特色景观资源管
控和利用。本文重点探讨了县域景观风
貌的评价体系、规划成果体系，对实施
管控体系的探索仍停留在管理机构和机
制、项目库和要素保障层面。在大数据
时代，从传统管控走向智慧管控是城乡
风貌景观建设和实施管理的必然趋势，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背景下，如果能借
助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的契机，
搭建县域城乡风貌数字化管控平台，同
时出台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数字化入库
标准，将显著提升城乡景观风貌管控水
平，这对推动美丽国土建设和城乡景观
风貌优化提升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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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特色景观风貌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示例图

三江口岸
现状用地情况：以老旧住宅和新建商品房为主，滨水景观
带较为消极，驳岸以硬质垂直驳岸为主，夜景照明效果不
佳
用地调整：植入开放空间，强化公共活动功能，塑造开放
共享、活力绽放的滨水休闲廊道，缝合陶朱山公园和高湖
湿地公园，实现中心城区两大自然生态空间的空间呼应

浦阳江与五泄江交汇处
现状用地情况：大量农村住宅和少
量工业用地
用地调整：西侧紧邻城西工业园区，
东侧靠近暨阳学院。定位为高端智
慧服务中枢，依托良好的滨江生态
环境建设银湖公园，并增加服务设
施 ( 总部办公、科研办公、人才公园
等 )，为周边工业组团提供生产服务；
拆建周边农房，新增高端住区，建
设高教园区和商业步行街等，联合
东侧高校形成城北生态智慧走廊

新亭埠码头
现状用地情况：少量居住用地和工业用
地，以农林用地为主
用地调整：该片区地处城北经开区东北
侧，现有中心城区唯一的码头新亭埠码
头。定位为港口物流组团，在组团周边
新增物流用地和新型工业用地，配套相
关公共服务设施 ( 商业、教育 )，并保
障浦阳江周边的生态环境，预留沿江绿
带和公园用地，提升区域环境品质

西施故里景区及对岸
现状用地情况：浦阳江东侧为景区一期
用地，二期现状除西施殿外其余多为居
住和工业用地
用地调整：景区二期滨江一线用地北部
以文化、旅游服务功能为主，南部以住
宅开发为主，控制连通山水的景观通廊，
廊道东段打造滨水休闲广场，外围布局
旅游服务和文化展示功能

图 7  有机更新片区“3+X”图

浦
阳
江
生
态
经
济
带

局进行反馈和协调 ( 图 8)，最终以项目
库的形式将城乡风貌重大项目的实施时
序、建设内容、资金估算做了明确安排，
成为诸暨市城乡风貌专班办公室开展城
乡风貌优化提升工作的行动纲领。此外，
诸暨市政府提供了城乡风貌建设相关的
专项用地指标和财政、财税支持，切实

保障城乡风貌重大建设项目的落地实施。

4结语

无论是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
国土空间格局的角度看，还是从彰显城
市特色风貌和塑造高品质人居环境的角

图例 图例

图例图例

新建或更新地块
商业节点
景观节点
城市风貌展示线路
山水通廊

保留地块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教育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教育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重点整治改造区域
拆除重建或新建区域
有条件逐步改善区域
现状保留区域
城市风貌展示线路
重点整治区域

商住用地
安保用地
仓储用地
公园绿地
山体
水域

商住用地
安保用地
仓储用地
公园绿地
山体
水域

80 ～ 100　m
60 ～ 80　m
30 ～ 60　m
18 ～ 30　m
18　m 以下

  

1. 建设步行休闲商业街区
2. 建设新中式文化商业街区
3. 建设品质住区
4. 建设文化或其他公共建筑
5. 西施大道及西施大桥步行化改造
6. 新建道路桥梁
7. 建设西施故里景区旅游配套商业
8. 建设休闲体育公园

1. 建设陶朱山登山步道
2. 打造陶朱山公园入口
3. 休闲口袋公园
4. 陶朱山公园北入口改造
5. 打造滨水文化广场
6. 改造建筑立面形象
8. 建筑功能更新（休闲活动为主）
9. 山体生态修复和景观优化
10. 改造提升艮塔公园
11. 改造南门市场
12. 诸暨剧院建筑形象改造
13. 第一百货建筑改造

景观结构引导图

有机更新引导图

开发高度引导图

土地利用优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