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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观下的高品质城市设计框架与实施路径
——以深圳为例

陈　程，汪　莲，李　晨

[ 摘　要 ]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由效率优先转变为品质优先，城市设计面临资源认知与利用不足、城市
品质管控技术弱化、空间营造偏离人本导向等诸多挑战。基于价值营造和资源优化的城市运营观正是对城市设计高品质诉求
的积极回应，通过深入剖析城市运营观下的城市设计框架，包括新内涵、新方法和价值导向，以深圳为实践样本，从以资源
价值挖潜塑造城市品牌、以城市产品落实设计意图、以多主体协商保障公共利益 3 个方面探讨高品质城市设计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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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Urban Design Under the Operation Concept/CHEN Cheng, 
WANG Lian, LI Chen
[Abstract] At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priority is changing from efficiency to 
quality, which has caused multiple challenges in urban design involving limitation of resource cognition, weakness of urban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and deviation of humanistic orientation in space construction. City-operation-view based on value creat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high-quality appeal of urban design. The new connotation, new method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urban design under the concept of urban operation are discussed. High-quality urban design with Shenzhen 
as a practical sample i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developing city brand through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resource value, 
implementing design intention with urban products, and guaranteeing public interests with multi-subject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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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发布，明确了城市设计在提升国土空间品
质中的重要作用。随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
因势利导，探索了城市设计顺应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
准体系重构大局的技术思路、方法和实施管理路径。
如何将城市设计转变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空间治理工具，
充分发挥其在营造城市活力、特色风貌等方面的优势，
引领高品质城市建设、提升人们的家园幸福感，成为

0　引言

自2018年《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现阶
段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与战略导向 [1]。城市的规
划、建设、治理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回应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对城市设计工作提出了以高品
质营造和精细化管理为核心的新目标。2019 年《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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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重要议题。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空间规划

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急需进一
步拓展城市设计的研究深度与探讨其价
值逻辑，并将其有机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对此，城市设计需基于对人居环
境多层级特征的系统辨识和对多要素特
征的统筹协调，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对其
价值内涵和关注对象进行必要的拓展，
需脱离局限于空间实体的设计，落实“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2]，推动城市空间
和生态空间的融合 [3]，从关注“物”转
向真正关注“人”，从通行的技术手段
转为差异化和精细化的设计应对。此外，
为编制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城市设计，
需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全要素综合管
控的新要求将城市设计目标提升到全新的
高度 [4]。因此，与其追求一种预定的“终
极蓝图”，不如努力去构建一个具有外
部适应性和内部可调整性的行动框架，
做出某种程度的调适以应对客观条件的
变化。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应适应当前社
会经济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的变革需求，
从理论方法、价值导向和运作实践上进
行适时调整与完善。基于此，本文首先
剖析城市设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
新挑战，追溯城市设计演进的历程，探
讨城市运营观下城市设计的新内涵、以
产品运营为主的管控方法及以人与家园
为本的城市设计价值理念；其次，结合
深圳高品质城市设计样本的先行经验，
从以资源价值挖潜塑造城市品牌、以城
市产品落实设计意图、以多主体协商保
障公共利益 3 个方面探讨高品质城市设计
的实施路径，以期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1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设计面临
的新挑战

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设计

担负起高品质城市空间治理工具的特殊
使命：一方面需要着重提升资源与生态
价值，强化特色资源要素，提高国土空
间品质；另一方面需要探索营造全新类
型的空间场所，积极回应新时期对于人
本体验、城市品质和公共活力的追求。
在此背景下，城市设计面临理念转变、
方法提升等诸多挑战，急需转换当前角
色以顺应城市发展逻辑的转变。

1.1　城市资源认知与利用不足
在城市快速建设过程中，空间冲突

日益加剧，折射出城市资源分配的问题。
传统的城市设计专注于拓展空间实体和
环境设计过程，局限于形体环境的美学
目标和对物质空间的图景式描述。这种
认知限制了城市设计作用的发挥，反映
到空间资源的利用上表现为：城市中一
些零碎、闲置、荒废的地带本可转型为
城市的优质资源，但城市粗放式、掠夺
式的低效开发利用导致城市全资源的循
环利用能力薄弱，未能实现城市资源系
统内部的最大化循环利用；对于资源类
空间的被动刚性管控，虽然保障了资源
底线，但是缺乏提升治理水平与空间品
质的动力 [5]。

另外，我国地方政府虽然已经在城
市的投资和建设、运营与管理方面进行
了相应探索，但是针对后续城市建设实
施阶段的各项资源利用与组合时序的通
盘考虑不足，因而很难将潜力资源有效
转化为可运营的资产，造成公共资源部
分配置失效，亟待探索城市存量公共资
产、潜力资源的整合效益。因此，城市
设计作为空间资源再分配的手段 [6]，需
要更合理地利用城市各类资源，促进城
市发展方式的进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结合国土
空间规划对城市设计的新定位，根据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下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系
统优化要求 [7]，转变城市空间设计的传
统视角，突破对城市资源的传统认知，

注重特色资源的识别，以善治思维有效
整合、串联特色资源，达到全资源的平
衡适配，是城市设计急需应对的问题。

1.2　城市品质管控技术弱化
城市品质是对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和

地域人文精神的综合反映 [8]。然而，在
当前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与建设监管过
程中面临空间失序、使用率低、封闭化
等低品质困境。城市设计利益最大化的
导向往往使得城市建设的经济性大于品
质性 [9]，尤其是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粗
放发展阶段，城市开发建设的周期短、
速度快，城市设计因受浮躁环境的影响
而缺乏针对性的细致研究与推敲，城市
精神、文化内涵等内在价值要素缺失或
滞后，一些潜在、多元的空间价值被忽略。
在以增长主义为导向的粗放发展阶段所
形成的制度与技术惯性，使得城市设计
理念未能通过较为有效的途径落实至开
发建设层面，城市空间设计本身也缺乏
可遵循的标准，阻碍了城市品质的提升。

随着当前城市建成环境要素的复杂
化以及空间资源、产权关系、参与主体
的多样化，城市设计仍然延续着以往的
“惯性”设计方法，单纯功能性、技术
导向性的城市设计成果已经无法有效协
调后期的建设、施工、运营等环节 [7]。
加之在城市设计实践中存在多个开发项
目各自为政的建设行为，造成了空间秩
序失衡和整体关联性欠缺的问题，且在
实施过程中评价反馈机制与设计活动呈
现分离状态，无法形成实施的调校、干
预和优化机制，这些都对城市品质提升
产生消极作用。

1.3　空间营造偏离人本导向
在增长主义导向下，由于对城市规

模扩张和现代化发展的迫切追求，空间
设计的人本内涵被忽略 [10]，城市建设往
往以粗线条、模糊化、均质化的思维模
式与设计手法应对实际需求，具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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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主义”“形式主义”的营造倾向。在
此导向下，“人”的具体意义被消解，
个体特性变成集体共性，使“人”成为
一个剔除需求差异、生活文化差异的集
体概念。由此，空间营造的人本导向在
大量实践中出现了偏离，城市的地域特
色被趋同化的空间环境设计侵蚀，如：
为营造出气派的资本图像而忽略市民的
感受，城市中硬质铺装的大广场、宽阔
的景观大道等一味“求高求大”的风貌
塑造现象层出不穷；对城市片区中沿街
店铺招牌等的统一化、运动式“美颜”，
使得城市风貌趋同、个性鲜明的视觉意
象逐渐丧失；城市社区街道步行区域缺
乏座椅等休憩设施，慢行道则缺乏遮阴
绿植、风雨连廊等环境友好设施，功能
单一的社区公共空间漠视使用主体的身
心需求，这些都反映出城市设计未能有
效支撑丰富的活动交互与休闲体验。服
务于假想“人口”的规划逐渐走向真实“人
群”的对立面，牺牲了空间品质的真实
价值，人们在这样的场所中体验到的是
枯燥乏味的空间感 [11]，这也使得城市设
计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常常成为一种“口
号”，逐渐沦为其他目标的“挡箭牌”[12]。

2　以城市运营观构建城市设计
框架：新内涵、新方法和价值导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设
计产生了由形体美化向运营策划的根本
性转变，脱胎于城市经营理念的城市运
营模式正逐渐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主流
模式。在城市运营观的推动下，城市被
作为产品进行设计和经营，城市设计通
过创新全过程的城市产品治理手段和方
式，以人与家园为本进行策略型的完整
价值营造。见图 1。

2.1　内涵解析：从物质空间设计
到资源价值营造

我国传统的城市设计思想源于《周

礼·考工记》中的营造制度，“匠人营国”
的“理想蓝图”[13] 蕴含着城市营建的理
念内涵，这在《孟尚君》《后汉书》《营
造法式》等文献中得到了继承并在不同
历史时期有所发展。在我国传统的城市
营建思想的影响下，“城市规划的对象
城市作为个体，是安民之所，城市空间
的形成具备选址、布局与营建的过程”[14]。
由此可判断，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城市的
认知便是基于“城市是可以被营建出来”
而形成的一个物质空间集合，对城市营
建的谋划和设计过程即为当代城市设计
的开端。

在经济全球化和公共管理转型的宏
观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城
市，其开发建设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环
境品质，城市设计的需求也由此空前兴
盛。但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城市规
划建设领域，城市设计的理论体系尚未
建构完善，城市设计的工作核心尚未明
确，这进一步影响了城市设计的实践操
作性。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城市
经营理念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与管理
中的先天性凸显，这些国家通过城市经
营高效地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涵养税源
以确立城市的财政基础，并与市场经济
所导致的外部负效应相制衡，达到维护
公共利益的目的。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
验，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城市规划
建设领域引入国外关于城市经营的理念，
这些活跃的理论探索使得人们对城市设
计工作的整体认识得以深化。1991 年，
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提
出“城市设计应当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
过程”。随后，国内大多数城市政府在
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趋向于采用以经营土
地为核心的“资金获取指向型”城市经
营模式 [15]，而所谓的“空间生产”也在
各城市“生根发芽”[16]。城市规划中的
城市经营、土地资本化和政府运作模式
企业化倾向影响着城市设计内涵的转变，
加之公共物品与市场产品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使得由城市设计成果带来的社会、
环境效益成为土地未来开发的“敲门砖”，
这也是政府进一步申请土地利用权限的
重要依据。

然而，城市经营作为市场经济的一
种体现物 [17]，在具体实践中，资金导向
的经营思路往往导致城市资源的过度开
发及非人性化空间的泛滥，城市设计逐
渐沦为城市形象工程的招商工具和宣传
手段，其提高城市空间环境品质的初衷
被长期搁置。随着我国城乡土地管理体
制、住房制度和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的推
进，以粗放式的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城市
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城市的产业、环境、
文化、基础设施等资源价值开始显现。“政
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
运用政策、法律和市场的手段对城市资
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
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过程的城市
运营”应运而生。随后的理论及实践探
索使得城市设计的空间政策属性越发凸
显，而发挥城市设计在统筹协调和整合
城市建设发展中的综合作用，又增强了
城市建设项目运营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在从单纯的物
质空间形态设计工具向引导城市空间综
合发展的政策工具演变的过程中被赋予
了城市资源价值的运营职能 ( 图 2)，已
成为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策划、运作、管

图 1　以城市运营观构建城市设计框架：新内涵、
新方法和价值导向示意图

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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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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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运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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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三
重效益 [20]。

随着城市物质形态认识论发生变化，
城市运营导向下的城市设计应以产品运
营思维来谋划，从更整体和宏观的视角
出发，将城市设计的工作对象拓展到能
够“设计”的城市的所有部分，并为环
境品质提升、公共空间维护、城市景观
风貌塑造提供多元的控制引导手段。在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设计作为支撑
规划管理的手段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12]，
正如《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 试行 )》中提出的“开展总体城市设计
研究，将城市设计贯穿规划全过程”的
总体要求，城市设计需要持续探索与“五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架构的融合
与衔接，并在编制审批、监督管理的不
同阶段发挥不同的反馈作用，突破以往
长期作为总体规划专章或城市设计专项
规划的限制。

由此可见，城市设计的意图应贯穿

理可持续运行等一系列工作的技术依据、
操作平台和政策保障。经由城市设计模
式以及城市设计项目的衔接与城市人口、
土地资源、地域空间、自然景观、历史
文化、产业结构、经济功能、城市形象
等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城市效益
的更大化及空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

2.2　方法构建：以产品运营为主
的管控创新

现代城市设计产生的背景是城市功
能日趋复杂和技术的进步、后工业社会
的各种变化和人性回归 [18]。自 20 世纪以
来，影响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
复杂，区域发展战略及各种政策和管理
机制的作用越发重要，新技术的出现给
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研究带来的挑战日益
增多，最终导致现代城市规划趋向于综
合和宏观，这与以塑造城市物质空间环
境为主的城市设计逐渐分野。城市设计
开始在弥补过去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

足的基础上，以整合提高环境质量为目
标，“从人的物质、精神、生理、心理、
行为规范诸方面的需求满足来考虑综合
性的城市环境设计”[19]。在此目标下，
需强调通过城市设计来提高物质环境营
造的精细化程度，且更关注城市设计与
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以此来平衡
城市不同维度的发展要素。

鉴于此，探讨以运营为导向的城市
设计方法，根据城市空间发展的客观规
律理顺编制、审批、实施、评估等程序，
从多角度干预城市建设，创新城乡规划
的思维方法和运行逻辑成为必然。具体
而言，就是把城市资源理解为产品，将
城市品质提升过程视为产品的营造和运
营过程，兼顾城市价值与市场诉求，通
过触媒项目与行动计划在不同规模和尺
度的地区进行城市设计策划研究，做到
从目标到项目再到行动安排的统筹协调，
为城市空间公共产品从顶层谋划到项目
建设落地提供全链条的跟踪服务，进而

图 2　城市设计内涵从物质空间设计到资源价值营造的演变示意图

欠缺城市设计理论体系或城
市设计工作核心

沦为城市形象工程的招商工具和
宣传手段

以粗放式的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城市经营模
式难以为继

国内分权制、分税制和行政管理
的辖区制等体制环境

城乡土地管理体制、住房制度和城市公共
事业改革

城市政府 城市政府、私营部门 城市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

形体的设计 空间生产 空间运营

城市空间的选址、布局与营建 城市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升级 城市产业、环境、文化、基础设施等资
源的价值显现

城市建造 城市竞争力提升 城市资源整合、优化、创新和增值

计划经济

城市设计即为城市营建的谋
划和设计过程

城市设计
价值体现

发展困境

关键参与者

空间侧重

空间需求

社会目标

制度环境

发展理念

阶段

城市营建

20 世纪 80 年代前

城市经营

20 世纪 80—90 年代

城市运营

2000 年后

城市设计被赋予了城市资源价值的运营职能，
成为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策划、运作、管理可
持续运营等一系列工作的技术依据、操作平
台和政策保障

由城市设计实践带来的社会、环
境效益都成为土地未来开发的“敲
门砖”，是政府进一步申请土地
利用权限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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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的全过程，不
仅为城市建设的多维主体参与提供支撑，
还应为规划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奠定基础。
这与以管控导向为特征的城市设计观念
相契合，即通过产品化的创意设计和项
目导控指引，指导城市设计、建筑设计、
开发导控等的有效落实，形成由目标到
手段再到形态的全局性认知逻辑。

2.3　价值导向：以人与家园为本
的价值营造

1996 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在《伊斯
坦布尔宣言》中提出“我们的城市必须
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
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其对城市的研究开始注重满足人的空间
权利和需求。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的城
市设计价值导向的演进具有相似性，即
从权利主导的不同表现、技术主导的建
设影响、历史人文思想的回归到生态文
明理念的共识都有相似性。当下，从城
市居民的公共利益视角来审视城市公共
空间、提升空间场所的吸引力和活力是
城市设计相关领域共同关注的内容，并
且强调城市设计所具备的“非物质性”
属性 [21]，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因此，突破单一人本观的局限，把握好
城市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物质空间这一
底层逻辑，进一步明确人的需求和发展
是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应以居民的主
观感受为重要衡量标准及指引，将关注
对象从抽象量化的指标规范转为现实世
界中真实多元的生活方式，从个体的视
角营造城市空间，综合考虑不同人群之
间的审美偏好和个性特质，注重从物到
人、从空间到场所、从标准化到体验化
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以人
民为中心”。因此，城市设计应融合更
多元的价值观念，回归“人本”和“家园”，
追求生态宜居、文化传承、地域彰显、
智慧创新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综合效

益，为实现城市“五位一体”综合发展
做出指引 [22]。这一价值导向在空间上的
转译是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合共生
的美好家园，展现兼具人文关怀和文化
内涵的工作、生活场景，尤其是在政企
合作模式下更趋向于进行实施性的城市
设计，其核心是针对存量型地区采取中
宏观研究、微观指导落实的全过程设计，
以公共利益与日常生活为设计导向，实
现城市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复兴。

此外，面对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革
与价值取向更迭，城市设计、城市更新
以及各类主题式城市提升行动必然要与
“人”的感知相耦合，以体现日常化与
人性化的潜在关系。在宏观上以与城市
整体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为切入点，
在中微观上以人们具体的使用体验与感
受为关注点，通过塑造场所精神和提高
空间环境品质，满足市民对美好城市空
间与城市生活的向往。这是营造人居环
境的重心所在，也是对以人与家园为本
的价值导向的体现，同时可以作为一种
有效的城市设计治理工具，通过精细化
的治理措施对新时期的城市设计与管理
进行引导。

3　深圳高品质城市设计实施路径

城市设计思维是一种兼顾时间和空
间维度的品质营造思维，城市经营和运
营导向的城市设计对制度设计、资源维
护、产品体系方面的策划运营进行了拓
展，融入了更多的城市研究和社会思考，
并从空间的单一逻辑向经济、交通、建筑、
景观、工程的复合逻辑演进。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其城市设计工作不断结合城市发展的需
要拓展自身的内涵。近年来，深圳的城
市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逐渐成为一
种更为柔性的品质设计，其围绕“美学、
舒适、活力”的场景特征展开，从以资
源价值挖潜塑造城市品牌、以城市产品

落实设计意图、以多主体协商保障公共
利益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城市的品质提
升创造技术条件与实施路径。

3.1　以资源价值挖潜塑造城市品牌
城市运营导向下的城市设计将城市

品质提升过程视为城市资源价值营造与
运营过程，以产品运营思维为依托，把
更广阔的区域及资源纳入设计视野。深
圳作为高密度、高建成度的城市，不得
不深度发掘山海资源、公共资源的价值
潜力，追求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城市
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原来关注土地资源
向关注全域所有资源拓展，通过空间的
“价值转向”来提升资源利用水平与资
源价值，针对潜在生态、历史人文价值
地区以及城中村、旧工业区等潜在活力
地区进行资源价值识别与策略营造，结
合以人文、艺术和生态体验为主导的市
民需求变革，形成包含城市生态、文化
的城市空间产品体系 ( 图 3)。

一方面，识别并转化生态产品价值，
改变原来将山、河、海作为城市生活“背
景”，甚至作为城市消极空间的做法，
创新性地引导自然生态环境由单纯的“资
源”认知概念向“城市休闲产品”概念
转化 [23]，拓展城市产品的边界，同时在
生态治理的设计产品化方面进行创新性
的探索，这也是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时代
所倡导的资源观的。在全市层面，依托
“山海连城计划”，在梳理深圳山、海、
城关系的基础上，将“生态资源”与“城
市生活”有机链接，通过打造生态廊道、
各级公园，形成完整连续的城市蓝绿生
态网络，使自然与城市生活更好地渗透融
合，打造深圳又一张城市新名片 [24]。在
社区层面，深圳景田社区在用地面积为
1.96 km2 的片区内打造了全深圳首个包
含 15 个口袋公园的社区公园群，使闲置
的空间资源“重披新装”；在存量城区
进行“针灸式”增绿，将杂物堆放地、
不可进入的灌木丛等消极空间创新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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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为公共休闲生态空间，并策划丰富
多元的主题 ( 包括宠物主题、交通安全主
题、岩石主题、飞鸟主题等 )，满足当前
人们以趣味、体验、创意、活力为导向
的空间需求，将其吸引力范围拓展至全
市层面，形成城市品牌理念下的生活美
学产品。

另一方面，针对以往潜在活力地区
特征价值识别缺失的问题 [25]，深圳的城
市设计从新资源观视角营造城市空间，
使城市空间契合新的使用需求，满足城
市发展的需要，重塑片区的价值与场所。
以深圳本土著名的金威啤酒厂的改造为
代表，城市设计在重新梳理啤酒发酵罐
群、灌装车间等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工
业元素的基础上，通过精心策划、运营，
最大化地挖掘遗产价值，同时兼顾城市
价值诉求与市场诉求 [26]，将新产业的空
间需求融入其中。改造后的金威啤酒厂
通过成功的运营极大地提升了品牌效益，
成为城市中活跃的艺术文化空间，并在
2022 年举办的第九届深港城市 / 建筑双
城双年展中推动了历史资源、商业产品与
公众活动的多元互动，使得承载深圳城市
印记的历史工业建筑焕发出新的活力，其
也由此升级为深圳的新晋城市文化产品。

3.2　以城市产品落实设计意图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产品设计

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工作内容。具体而
言，此时的城市设计不再局限于空间形
态的蓝图表达，而是在通过政策设计推
动实施的同时 [4]，借助规划传导过程将
设计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城市产品，并
落实设计意图[2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深圳的城市设计适时回应政府引导建设
及管理空间的迫切需求，在城市设计制
度模式、运作体系及实施机制等方面不
断探索、完善 [28]，逐渐转变为引领城市
品质提升的治理工具。随着深圳的城市
建设由增量转向存量，规划工作重心也
逐渐转向规划实施。

在顶层策略设计上，深圳经过一系
列规范标准及管理制度的创新探索，在
制度层面为城市设计作用的发挥提供了
更切实的保障，如 2018 年《深圳市重点
地区总设计师制试行办法》的颁布，有
力支撑了城市重点地区的精细化管理[29]。
随后，深圳分别于 2019 年、2020 年完成
了《深圳城市设计编制技术指引》( 试行 )、
《深圳市城市设计工作管理研究》[30]。前
者进一步规范了城市设计的编制要求、
运作及成果实施过程，明确了“总体—
片区—地段”层面的城市设计层次划分
及相应的行动边界；后者旨在优化城市
设计管理思路，保障城市设计核心意图
在规划实施中得以实现。

在技术模式上，深圳的城市设计以
触媒项目与行动计划为依托，引导成果
转化为项目行动 [31]，通过项目行动推进
实施，形成总体城市设计、核心地段城

市设计、重要节点城市设计等多尺度的
城市设计实施路径，为城市空间公共产
品从顶层谋划到项目建设落地提供全链
条的跟踪服务。例如，在深圳南山区的
城市意象设计中 ( 图 4)，为避免传统城
市设计存在的内容庞杂、成果泛化问题，
该设计以品质提升行动为导向，融合城
市产品运营思维，分解整体城市设计的
空间营造策略，着力推动先导项目与催
化项目的落地，以实施为导向制定行动
计划 [32]。在整体层面，紧抓城市特色和
空间品质，塑造城市意象，推动形成广
泛共识；在实施层面，制定品质提升行
动，将重点片区设计作为重要抓手，分
解形成大南山公园群、南头社区微更新、
南山创新大道等一系列重点空间规划建
设的若干城市“产品包”。

在实施落地的路径上，深圳的城市
设计整合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和管

图 3　资源价值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产品体系示意图

图 4　深圳南山区城市意象设计实施路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南山区城市意象设计》项目图纸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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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作为城市生活“背
景”的山、河、海……

1. 对接政府行动规划
2. 确立一批核心项目
3. 制定实施行动计划

1. 深化局部城市设计
2. 制定空间设计指引
3. 提出实时操作建议

传统历史遗产 + 当代历
史资源 ( 如城中村、旧工
业区等 )

整体城市意象

树立城市意象目标；确定空间意象格局；提出改造提升策略

……



96 第 39 卷　2023 年第 10 期        

理的力量，构建由城市设计研究、规划
编制、土地出让和建设项目实施组成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发挥设计在运营
思维下的价值转译与导控作用。例如，
深圳前海系列规划设计通过设计实施的
过程链条将设计理念与目标转化为高品
质的城市设计产品，并为空间产品的生
产策划、设计、运作、管理和传播推广
提供全过程的运行技术依据、操作平台
和政策保障，在面向市场时有效提升了
设计产品的品控和实施能力。同时，将
城市设计直接作为管控依据，通过产品
化的创意设计和项目导控指引，有效指
导了城市设计、开发导控、建筑设计等
过程，其中前海 2、9 单元综合应用了精
细化的空间营建技术，成为具有示范意
义的单元规划案例。

3.3　以多主体协商保障公共利益
城市设计正不断向体系化、品质

化和精细化转变，更多地着眼于以存量
改造来提升城市品质，逐渐成为协调多
元主体利益、保障公共产品价值实现、
体现空间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从国家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探
索可持续更新模式①，再到全国各个城市
在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政策和机制方面
的积极实践，城市正迈向由“开发方式”
转向“经营模式”、从“重建设”转变为“重
运营”的新阶段。

深圳将公共空间视为城市设计管控
的核心要素，通过《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明确的
公共责任与设计要求，建设一套既能保
证公共利益和整体目标，又能满足多元
利益主体的诉求，且趋向实施的城市更
新技术和制度体系。例如，在深南大道
景观设计暨空间规划概念设计的具体实
施方案中不再局限于全盘更新的传统改
造路径，而是采取“针灸式”的精准化
更新方式，分段考虑城区功能主体的诉

求，开展公共空间串联和景观环境优化
设计，以有限的干预实现深南大道全过
程可持续的空间生产。针对不同断面的
改造设计和运营管理需求，通过共同协
商的方式形成合理的公共义务分配规则，
进而形成一个可提升开发价值与实现公
共资源共享的空间设计方案，再以街道
活动空间导则、绿化种植设计导则、海
绵城市技术导则、安全慢行系统导则、
城市家具设计导则、灯光与公共艺术导
则这 6 大设计导则予以明确和实施。深
南大道作为深圳城市发展的东西向主轴，
设计过程融入了人本关怀理念，其所主
张的山海生态、服务设施和公共景观一
体的有机更新，将消极封闭的防护绿带
改造成开放的大道公园，由此其从经济
特区设立之初单一的交通干道逐渐转型
为承载市民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和文化地
标，充分回应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基于城市设计对内涵宽泛的“品质”
的聚焦，在错综复杂的城市利益二次分
配中，为推动社区营造方案和城市更新
项目的落地 [33]，深圳对存量公共资产进
行集聚、重组、设计和运营，以相关收
益促进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并将以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片区统筹规划、更新
单元规划为代表的城市更新规划及其管
控体系嵌入日常的规划管理实践。由此，
以产业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提质为策动，
统筹多对象、多主体、多路径，制订规
划设计和实施方案，推动片区整体活化
和长效运营的城市更新模式应运而生。
例如，在深圳宝安区沙井大街片区的城
市更新中运用“统筹更新、综合运营、
一体化营城”的整体思路，在现存历史
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广府聚落沙井古墟
划定一个重点更新单元，将中央沙井古
墟整体保留且将产权移交给政府，通过
对外围低效用地的拆除重建，实现市场
开发主体的经济平衡，同步落实公共设
施用地，进而在整体运营统筹下引入市
场主体，实现对沙井古墟的整体、长效

运营，降低政府负担，形成“成本共担、
利益共享”的更新路径。

4　结束语

我国的城市发展从资本型增长逐渐
转入运营式增长阶段，呈现出多方利益
博弈的特征，而经营城市的理念已渗透
到规划条件、土地出让、设计方案、开
发建设、投产运营等城市开发的全过程，
这促使城市运营在经营理念的赋能之下，
通过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等
一系列活动，提高城市设计在人文环境、
要素禀赋、产业结构、政府作为等方面
的集合效应，通过专注的精细化运营，
推动功能与价值的再一次提升。

由于“规划工作与政治意识形态永
远也不能完全分开”[34]，制度环境从根
本上限定了城市设计的活动范畴和行为
准则，对此深圳顺应制度环境转型趋势，
在渐进式变革中探索制定具有高度灵活
性和适应性的城市设计运作框架，并在
规划设计实践中关注其与城市更新的系
统性整合，面向未来，以期建立程序稳
定的城市设计体系。在全资源的经营维
护和全周期的项目管理的系列探索中，
深圳通过城市设计整合“建筑”“地景”“城
市规划”，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宜人人居
环境，即一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最优的
城市竞争与发展环境，使城市设计从城
市规划的一门“工种”成为规划管理的“常
规动作”。

[ 注　释 ]

① 2021 年 8 月 31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正式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
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建科〔2021〕
63 号 )，鼓励推动“开发方式”向“经营
模式”转变，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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