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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区划决议案》中商业区公共空间
设计管控解读及启示
姜芊孜，尹一泓，宋　凤

[摘　要]商业区公共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管控能够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与品质。已有研究多
关注商业区公共空间的功能及其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对其设计管控的研究相对较少。详细解读了《纽约区划决议案》中商
业区公共空间的设计规定，分析了商业区公共空间的设计管控策略，并得出4点启示：搭建多尺度、全域全要素框架，加强
设计管控的指导性与落地性；制定“量化为主，刚弹结合”的设计管控标准；优化容积率奖励机制，加大奖励力度；完善审
查与监管制度，加强多部门协同及公众参与，以期为我国商业区公共空间的设计管控与品质提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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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of Commercial Public Space Design in New York City's Zoning Resolu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JIANG Qianzi, YIN Yihong, SONG Feng
[Abstract]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public space, its design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vitality and quality of urban public space.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functions of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 and its 
role in urban regeneration, but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ts design control. The design regulations of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 in New York CIty's Zoning Resolution are interpreted in detail, design control strategies for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 are analyzed, and four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building a multi-scale, all-area and all-elements framework; 
establishing a "quantitative-based, rigid and elasitc combined" design control standard; optimizing the floor area ratio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ncrease the incentive; improving the review and supervision system. The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control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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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层面的落实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我国商业
区建筑在规划之初通过划定建筑退线来区分 CDPS，但
是随着商业区建筑密度和开发强度逐渐增大，CDPS 活
力不足、形式单一、形态失控、品质较低等问题日益凸
显。究其原因，是针对 CDPS 所制定的统一、明确且实
操性较强的设计管控要求较为缺乏。

国内外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多聚焦于公共空间的
某一特性或功能，如公平性、可达性、可参与性、内
生活力等；对 CDPS 的研究则多从城市设计、城市更
新等视角出发，关注城市扩张、城市商业区活力丧失

0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开放的、免费的、全天候的
人群活动场地，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发生器”。商业区
公共空间 (Commercial District Public Space，以下简称
“CDPS”) 以步行环境为主，室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兼
具广场与绿地的双重作用，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
部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管控是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重
要方面，包含空间评价、政策制定、运营维护等多个环节，
主要通过设计要素的空间落位，以及设计管控要求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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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关于设计管控的研究也多集中
在城市规划层面，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城
市美好环境为目标，关注城市设计管理
技术及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等内容。
目前国内有关城市空间设计管控的研究
多从精细化方法出发，探讨城市风貌及
建筑风貌的改善与发展，鲜有学者从设
计管控的视角来审视与反思我国 CDPS
的设计。国外虽有从政策、管理层面解
析 CDPS 设计管控的研究，但多集中在
单一方面 ( 如奖励机制 )，缺乏对 CDPS
设计管控制度的全面分析。

《纽约区划决议案》是世界第一部
综合性区划条例，在公众对城市公共空
间的迫切需求下应运而生。为提高街景
品质，提升社区商业街使用者的体验感，
《纽约区划决议案》制定了专门议题对
纽约市的 CDPS 进行设计管控。本文详
细解读了 2023 年 7 月更新的《纽约区划
决议案》( 以下简称“2023ZR”) 中第三
条 ( 商业区法规 ) 第七章 ( 城市设计特别
规定 ) 第七部分 ( 公共空间 ) 的内容，从
设计规定和管控导则两方面系统梳理了
纽约市对 CDPS 的设计管控策略，并与
我国上海市现行 CDPS 管控的相关要求
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我国 CDPS 设计

管控有所借鉴。

1　2023ZR中CDPS的设计规定
解读

2023ZR 对 CDPS 的设计规定由设计
标准和管理标准组成。设计标准对 CDPS
及相关要素的尺寸、位置、朝向等方面
进行指导、约束设计；管理标准从访问
时间、申请机制等方面限制对 CDPS 的
开发与使用。

1.1　量化约束公共空间的总体布局
2023ZR 将 CDPS 分为“街角公共空

间”和“跨街区公共空间”两类。前者
是指 CDPS 位于两条或两条以上街道的
交叉口，大部分 CDPS 属于这种类型；
后者是指 CDPS 或其部分区域连接着两
条平行街道或夹角在 45°以内的街道。

为保障 CDPS 的基本功能，2023ZR
运用定量数据约束两类 CDPS 的整体空间
布局。条例规定新建 CDPS 的形状要较为
规整，且总面积不得小于 185.8 m2，选址
不得位于现有街道同侧或另一侧 CDPS 的
53.3 m 范围内，以避免场地浪费和空间利
用低效。在单体空间规划方面，2023ZR

从可见度、场地长宽比等方面规定了每个
CDPS 的主次空间设计标准 ( 图 1)，避免
局部视野受阻、产生灰色空间，同时制定
了朝向设计标准以保证场地阳光充足。

跨街区公共空间有一项建筑退线的
特别规定，若建筑墙体与其相邻，且该墙
的长度超过 36.6 m，则建筑应在 18.3 ～
27.5 m 处后退至少 3 m。

1.2　确保公共空间内外的通达性
1.2.1　人行道正面区域的通透性

为保证CDPS的无障碍性和连通性，
2023ZR 将 CDPS 与街道相邻处 4.6 m 以
内的区域划定为人行道正面区域，该区
域内 50% 的空间需要宽阔开敞，不应有
障碍物。同时，为方便步行者从街道进入，
入口区域需具备连续的开敞空间。见图 2。
1.2.2　内部循环道路的可达性与
无障碍性

为保证公共空间内部的可达性，
循环道路应连接 CDPS 正面毗邻的所有
街道与公共空间内的主要元素。道路宽
度至少为 2.5 m，且应至少深入空间的
80% 处。在障碍物方面，若 CDPS 的面
积＜ 929 m2，障碍物的最大占地面积
为 CDPS 面积的 40%；若 CDPS 的面积

主要空间的形状应符合基本规
则，方便从相邻的建筑和公共
空间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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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次空间设计标准说明图

图 2 人行道正面设计标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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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m2，障碍物的最大占地面积为
CDPS 面积的 50%；对于带露天咖啡厅
的公共空间而言，障碍物最大面积占比
为 50% 或 60%。
1.2.3　细化公共空间内部设计标高
要求

CDPS 的设计标高不得低于相邻街道
的平均标高，也不得高出 0.6 m 以上。
但若 CDPS 的面积≥ 929 m2，20% 以下
的区域可在距离街道 7.6 m 以外的范围高
于平均标高 0.6 ～ 1.2 m( 图 3)。如果地
铁站出入口位于人行道区域内，则在出
入口上方构筑物各个方向 4.6 m 的区域
内，CDPS 应与相邻人行道保持同一标高。
场地内台阶的最小踏面宽度为 43.2 cm，
高度范围为 10.2 ～ 15.2 cm。
1.2.4　保障公共空间的全时性

2023ZR 通过一系列管理标准来保证
CDPS 的全时性。除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
的夜间关闭时段外，所有 CDPS 均应随
时对公众开放。但为避免犯罪事件的发
生，以及露宿者长期逗留产生的不良影
响，业主可以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夜
间关闭的申请 ( 图 4)。

1.3　考虑多样化的服务设施设计
服务设施是CDPS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可使用程度影响着市民的公共生活质
量，2023ZR 要求每个公共空间都必须具
备座椅、种植池等服务设施。
1.3.1　必备服务设施

(1) 规定座椅的数量与种类。增加座
椅不仅能促进 CDPS 的便利性，还可改善
场所的可观赏性。2023ZR 的座椅标准旨
在提升整个 CDPS 的空间体验感，对数量
和种类都做出了相关要求，还涉及座椅边
缘需光滑平整及表面安全等内容。除此之
外，为保证座椅符合人体力学，满足社交
需求，座椅标准还对高度、深度、靠背的
角度、离墙距离等要求进行了细化。

(2) 绿化种植的数量与要求。公共空
间内部的绿化十分重要，拥有完善的绿化
空间会吸引公众开展多种类型的活动。
2023ZR 要求所有的 CDPS 至少要种 4 棵

树，一半的树木应与地面齐平种植或种植
在没有凸起路缘石的种植池内，并设置半
径大于 0.75 m 的可透水多孔表面，这样
的设计不仅方便市民在场地内行走、活
动，还能保证树木的良好生长。种植池
的面积要占 CDPS 面积的 20%，除了与
地面齐平的种植池，其他种植池的半径
不得小于 0.6 m，并且应根据不同的植物
类型设置不同的种植池高度及土壤深度。
例如，在种植乔木时，应选择较为成熟的、
胸径至少为 10 cm 的树种，为保证其良
好生长，每棵乔木需要至少 5.7 m3 且深
1 m 的土壤。

(3) 明 确 垃 圾 桶 的 数 量 与 位 置。
2023ZR 对垃圾桶的数量和位置有着严格
要求，从而保持场地的干净整洁。公共空
间内部每 139.4 m2 应提供一个垃圾桶，
当场地面积大于 557.4 m2 时，每增加
185.81 m2 都应再额外提供一个垃圾桶；
设置露天咖啡厅或餐厅的 CDPS 亦需额外
提供垃圾桶。同时，在座椅区域 15.2 m
半径范围内应设置垃圾桶，垃圾桶的容积
至少为 0.09 m3，开口至少为 30.5 cm。

此外，为促进 CDPS 的便利性和安
全性，2023ZR 对照明、自行车停车位、
自动饮水器及标识系统也做了详细规定。
1.3.2　非必备服务设施

在 CDPS 内设置售货亭和露天咖啡
馆需经过申请与批准，以确保设置的售
货亭和露天咖啡馆能提供较为优美的景
观及足够的公共座椅，补充周边功能，
促进公众使用，且不会对广场的能见度
和畅通度产生不利影响。

CDPS 内每 464.5 m2 可设置一个面
积不超过 9.3 m2 的售货亭 ( 可设置为杂
志摊或饮料亭 )，其不得位于人行通道，
必须是符合建筑规范、充分开放且透明
的一层建筑物；露天咖啡馆的设置要求
是其应为一个永久开放、配有服务员，
且无顶棚的餐厅。

售货亭或露天咖啡馆的面积不应超
过 CDPS 总面积的 20%，不得超过 CDPS
临街面积的 1/3，并且必须位于场地边缘。
在标高方面尽量与广场和人行道保持同

一高度。在营业时间上，每年必须至少营
业 225 天，而淡季时则应保证在不营业
期间能完全被移出公共区域，其先前占用
的地方可以继续供公众使用。

1.4　提升建筑界面的多功能性与
美观性

建筑界面的良好设计能够为公众提
供便捷通畅的建筑入口、市民停留休憩
的空间，使 CDPS 与商业建筑相连接，
从而打通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微循环。

(1) 建筑界面的多功能性。建筑底层
应有至少 50% 的正立面要面向 CDPS 或
其毗邻的拱廊，且应设置零售业、服务
业等业态，设置这些业态的空间要占用
奖励后开发的建筑正立面，进深至少为
4.6 m，并让使用者可以从 CDPS 的主要
空间、毗邻的拱廊或设施，以及临街街
道直接进入。见图 5。

建筑入口应位于 CDPS 主要空间的
3 m 半径范围内，建筑入口或大厅所占
用的正立面宽度不得超过 18.3 m，也不
得小于 6.1 m。

(2) 建筑外立面的美观性。一层或高
度在 4.3 m 以下面向 CDPS 的建筑墙体，
至少有 50% 的区域应使用透明材料，不
透明区域都应使用装饰材料处理，或者
种植高度在 4.6 m 以上的植物来遮蔽，
以提升建筑外立面的美观性。

2　2023ZR中引导CDPS的设计
管控策略

2023ZR 对 CDPS 的设计管控策略包
括全域全要素框架、奖励性机制、精细
化条例、多机构协调管理和后期监管机
制 5 种，对纽约市商业区的公共空间景
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2.1　以全域全要素框架明确空间
品质要求

在全域层面，2023ZR 将各尺度的规
划目标整合在一起。除本文解读的 CDPS
专题外，2023ZR 还针对居住、商业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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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导致实践中 CDPS 景观同质化的
现象出现。因此，1961 年《纽约区划决
议案》在修订时增加了弹性条例规则，
即在刚性条例的基础上设置许可范围或
设定非必要条件，如“CDPS 内任何一
点不得低于相邻街道的平均标高，也不
得高出 0.6 m( 刚性条例 )，但面积大于
929 m2 的 CDPS，20% 的区域可以高出
相邻街道 0.6 ～ 1.2 m，高出的部分不
得位于任何街道 7.62 m 范围内 ( 弹性条
例 )”。为方便对《纽约区划决议案》的
内容进行大幅度修改，弹性条例主要是
通过特别许可的方式调整原有的规定。

2.4　以多机构协调管理确保建设
与运营合规

负责管理 CDPS 的机构和部门主要
有建筑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社区
委员会、市议会和纽约市城市登记处。
由这些机构主导的一系列审批程序，是

业区中不同用途的公共空间构建了不同
的控制指标框架，对其他特殊用途区内
CDPS 的管理制定了条例。从宏观到微观，
从区域到社区，从整体规划到独立地块
规划再到要素单体规划，根据需求灵活
调整 CDPS 乃至整个公共空间的布局和
形态，以适应不同城市商业区风貌特色
的保护与更新。

在全要素层面，从空间布局到入口
循环，从座椅、种植池、售货亭等服务
设施到建筑底层、建筑入口等建筑界面，
2023ZR 建立了精细化的要素系统，依据
各要素功能性质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
针对单个要素制定独立的规划设计标准
并使各标准相互协调。全要素管控有效
地指导了设计与施工，有效提升了城市
公共空间品质。

2.2　以奖励性机制驱动空间建设
为促进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场所，提

升城市高密度街区的空间品质，《纽约
区划决议案》在 1961 年修订时便开始由
“禁止性”消极控制转向“鼓励性”积
极引导。容积率奖励和建筑面积豁免是
常用的奖励手段，通过这些手段鼓励私
人部门建设 CDPS 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业主可通过提供地面空间给公众使用来
建造高度更高、面积更大的建筑。同时，
他们还肩负着维护和管理公共空间的责
任。一般来说，高开发强度的用地才允
许获得 CDPS 的容积率奖励，当容积率
为 6.0 或 6.0 以上时，每建设 1 平方英尺
(1 平方英尺＝ 0.093 m2) 的 CDPS 对应的
奖励额度也不同。

在奖励机制的引导下，纽约市的私
人开发商在 1961 年之后建造了 600 多个
CDPS，总面积已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面
积的 10%，这些 CDPS 有效缓解了纽约
市人口密集、城市开放空间不足的问题，
使阳光穿透街道，促进空气流通，保证
了公共健康。

但早期决议案条例中的奖励机制缺
乏规范和管理，因此很多场地被建在不
便公众进入的灰色空间。为解决这类问

题，《纽约区划决议案》制定了更加详
尽的设计标准和审批、管理流程，设计
管控策略逐渐完善。

2.3　以精细化条例确保空间品质
底线

精细化条例是强制要求的量化指标
或规定，分为刚性条例和弹性条例。在
纽约市，若违反决议案中规定的条例，
会被判为“轻罪”。
2.3.1　刚性条例

刚性条例通过设定指标值对设计进
行硬性要求与约束。2023ZR 中采用了许
多明确的数据来约束 CDPS 的设计和场
所要素的安置，并使用“应”(shall)、“必
须”(must)、“不能”(not) 等强制性文字，
保证法规条例的严谨、规范。
2.3.2　弹性条例

在早期的《纽约区划决议案》中，
过多的刚性条例使设计指标过于简单和

图 5 建筑底层设计标准图示

图 3 标高设计标准说明图

图 4 夜间关闭申请流程图

向规划委员会
提交申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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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设计元
素及其位置、
开放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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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议会成
员、区主席

以投票多数
决定授权市议会 听证会

提交 40 天内发
表意见

20 天
内

50 天内

驳回 超出期限

通过 授权

不通过

不授权 不批准

批准

申请失败

申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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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 CDPS 的开发与建设的“敲门砖”
和“通行证”。

CDPS 的审批程序根据空间类型分为
羁束型、裁量型和认证型。羁束型适用
于纽约市较早期的广场，裁量型适用于
被认为具有重要影响或复杂性的 CDPS，
而认证型则适用于 2023ZR 中绝大多数的
CDPS。开发建设 CDPS 首先需取得城市
规划委员会主席的证明，该证明的申请
要包含分区地段平面图、开发场地规划、
建筑面积计算、注册景观设计师的设计
图等；其次，申请需通过规划局、社区委
员会等机构和召开听证会等程序进行层层
审批，批准后还需进行备案并申请建筑许
可证 ( 图 6)。除此之外，售货亭、露天咖
啡馆的安置及夜间关闭申请，也要经过类
似审批，以此保证纽约市 CDPS 的品质。

2.5　以后期监管机制促进可持续
发展

在管理运营方面，每个 CDPS 每隔
3 年都需要由注册建筑师、景观设计师或
专业工程师向城市规划局和社区委员会
提供一份定期合规报告，并由城市规划
局负责组织与督导，以确保 CDPS 及其
内部各要素都一直符合上述所有规定。
若发现 CDPS 在投入使用之后没有继续
遵守条例，或未能如期上交合规报告，
则被视为违反了法规，将撤销其建筑使
用许可证，或采用适用的补救措施。同
时，监管机制还包括对CDPS的后期维护，
由业主全权负责管理鸽子和啮齿动物、
保养照明设施、更换家具和植物等。

除定期上交合规报告和后期维护外，

学界与公众也发挥了对纽约市公共空间的
监管作用。例如，由哈佛大学教授 Jerold 
S Kayden 与纽约市立艺术协会合作成立
的“APOPS”项目，旨在振兴、管理和
监测纽约市包括 CDPS 在内的所有公共空
间。“APOPS”网站详细公布了各个公共
空间的信息，并提供公众发表意见的渠道，
起到了公众参与监管的作用。

3　对我国城市商业区公共空间
设计管控的启示

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受控制性详细规
划及城市设计的管控与约束，针对 CDPS
的设计管控存在设计策略指导性弱、控制
和引导难以平衡、奖励方法不严谨和力度
不足、审核监管不完善等问题。《纽约区
划决议案》的经验对于我国 CDPS 的设计
管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1　搭建多尺度、全域全要素框架，
加强设计管控的指导性与落地性

国内多数的城市总体设计成果仅对
城市公共空间、公共路径和重要节点等
进行结构性归纳与预留控制，或通过总
平面图、鸟瞰效果图、重要节点透视图
与体块模型对目标愿景进行描述。这类
文件虽在宏观尺度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数
量、布局等进行了规定，但由于缺乏中、
微观尺度的设计标准与规范，无法真正
指导公共空间的详细设计。以《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为例，与
CDPS 直接相关的条例仅在宏观尺度上提
出“到 2020 年，公共开放空间的 5 分钟

步行可达覆盖率需达 70% 以上”。我国
对 CDPS 的设计管控也应考虑在不同尺
度、层次展开 ( 图 7)。在中观尺度上，
在城市总体设计中设置 CDPS 专题，明
确管控对象、管控目的、奖励机制、审
核监管机制、设计规定等；在微观尺度
上，在专题内搭建全要素框架，落位管
控指标，使CDPS的各要素皆有标准可依，
从而指导 CDPS 的落地与实施。

3.2　制定“量化为主、刚弹结合”
的设计管控标准

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侧重指导性、
原则性的建议，普遍以定性控制为主，
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和弹性的约束控制，
导致 CDPS 设计管控的操作性不强。《上
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通过附
加图则内建筑量比例、建筑高度、建筑
物退让等强制规定，对城市中的建筑外
部公共空间提出综合性的设计管控要求，
其中也包括对 CDPS 的要求。但这类控
制要求刚性较强，缺少灵活性及弹性，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我国对 CDPS
的规定条例应增加量化指标，对不同空
间类型、设计指标，以及建成后的质量、
验收要求等进行量化指引。在此基础上，
增加弹性条例规则，逐步制定“量化为主、
刚弹结合”的设计管控标准，确保 CDPS
的设计与建成质量。

3.3　优化容积率奖励机制，加大
奖励力度

从 2003 年起，上海市等多个城市陆
续将“容积率豁免”与“容积率奖励”

图 6 CDPS 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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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DPS 设计管控全域全要素框架图

文件名称 年份 奖励条件 基础容积率
(FAR)

奖励额度 /
倍

奖励
上限

《上海市城市
规定管理技术
规 定 ( 土 地 使
用建筑管理 )》

2010 年 中心城内的建筑基地为
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
的，在符合消防、卫生、
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条
例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FAR ＜ 2 1.0 20%
2 ≤ FAR ＜ 4 1.5
4 ≤ FAR ＜ 6 2.0
FAR ≥ 6 2.5

《上海城市更
新实施办法》

2015 年 按用地面积提供公共开
放空间作为独立用地，
并将产权移交政府

—
2.0

—

按用地面积提供公共开
放空间作为独立用地，
并且产权不移交政府

—
1.0

—

按用地面积提供公共开
放空间作为独立用地，
并且产权不移交政府

—
0.8

—

按建筑面积提供公共设
施，并将产权移交政府 — 1.0 —

按建筑面积提供公共设
施，并将产权移交政府 — 0.5 —

表 1　上海市公共空间奖励制度

条例引入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管控，目
的在于提升项目业主贡献 CDPS 的积极
性与空间设计的创造性。然而，由于奖
励力度较低，且缺乏对空间的质量要求
等，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建成的 CDPS
分布位置随意零散、缺乏景观配套设施
且难以融入整体街区的公共系统，公共
利益未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较低的奖
励额度也并没有很好地激发开发商建设
CDPS 的动力。见表 1。 

我国需要对 CDPS 的奖励机制进行
优化，根据片区建筑密度、基础容积率、
空间类型、奖励条件制定差别化的奖励
额度。例如：在管控文件中依据 CDPS
服务对象、性质功能的不同划分 CDPS
类型，并为每个类型设置相应的奖励标
准，地面广场、休憩庭院等可达性较高
的 CDPS 可提高奖励比例；屋顶花园、
下沉广场等可达性较低的 CDPS 可降低
奖励比例。同时，还应适当加大奖励力度，
增加奖励方式，以激发开发商建设 CDPS
的动力，可以将提高开发商的利润和降
低开发商的成本作为出发点，参考纽约市
的多种奖励方式，如放宽规划条件与简化
审批流程、减免相关费用或通过现金补偿
等方式，提高奖励政策的实用性。

3.4　完善审查与监管制度，加强
多部门协同及公众参与

目前我国对 CDPS 的管控建立在《用
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书》的城市规划
实施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上，审核主体涉
及规划和国土资源等行政部门、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等建设审批部门，在审查制
度上并未形成协调的多机构管理形式。
同时，就《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规
划审批改革实施办法》来看，项目审核
环节主要包括咨询、送审、受理、审理、
作审批决定 5 个环节。虽然对城市景观
有较大影响的建设工程会组织专家参与
评审，但是仍缺乏公众参与审核的过程，
也缺少对 CDPS 后期评估的环节。我国
应将 CDPS 设计总图作为必要审查内容，
制定细致的审查标准；规范审批流程，

加强多审核主体的协同作用；定期评估，
确保 CDPS 始终满足设计规定；完善信息
公开制度，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监督作用。
例如：学界及非营利组织可建立 CDPS 公
开数据平台，将已有及新建 CDPS 的位置、
面积、开放时间等信息及时公布，发挥公
众监督的作用；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CDPS

的前期审批与后期监督。

4　结束语

CDPS 承载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内
容，其空间品质、设计管控策略等应受
到重视。目前，有关 CDPS 设计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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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奖励额度为每提供1 m2 有效面积的开放空间，允许增加的建筑面积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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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尚不充分。本文首先从公共空间的
总体布局、公共空间内外的通达性、服
务设施设计及建筑界面 4 个方面详细解
读了 2023ZR 中 CDPS 的设计规定。其次，
从全域全要素框架、奖励机制、精细化
条例、多机构协调管理及后期监管机制
5 个方面分析了 CDPS 的设计管控策略。
最后，通过借鉴 2023ZR 的经验，与上海
市的相关规划条例进行对比，得出 4 个
方面启示：搭建多尺度、全域全要素框架；
制定“量化为主、刚弹结合”的设计管
控标准；优化容积率奖励机制，加大奖
励力度；完善审查与监管制度。

本文仅针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等文件进行比较分析，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由于相关规定分散在各类
规划导则与文件中，使 CDPS 缺乏系统
的管控要求和标准，其设计、施工及管
理的依据较为欠缺。除此之外，本文所
提出的全域全要素框架属于城市设计中
的专项规划内容，其设计管控的实效性
受到合法化的制约。未来，一方面要结
合我国规划制度、城市 CDPS 发展的实
际及公众需求，建立系统的设计管控标
准，并将其纳入城市规划管理，转化为
实操性、落地性较强的政策；另一方面，
要提高其法定地位，加强设计管控的效
力。除此之外，还亟须开展 CDPS 使用
后的评价研究，结合反馈及评价结果优
化 CDPS 的设计管控要求，进而促进我
国 CDPS 品质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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