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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a transformative stage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urban street renaissance movement embod-

ies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has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vival of stree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

lems and challenges of urban streets, two types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have

been formed: city design guidelines covering macro-, meso- and micro scales, and

regional guidelines covering newly built areas, renewal areas and integrated urban ar-

eas. Guidelines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design guidelines for guiding space design,

design manuals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with multi-

ple contents.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ield

surveys and emerging multivariate data tools, starting from the city, then to the

block and street levels. The guideline design proceeds logically from problems and

objectives to strategies and designs. Functionally, the guideline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traffic, place and landscape. The design method of zon-

ing, grading and classification is adopted. At the same time, targeted design at the

micro level is carried out. The working methods of guideline formulation are usual-

ly based on cross-system and cross-field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vari-

ous for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andards, the im-

plementation of renovation projec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mechanisms

are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guidelines. Although initial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the subsequent practice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and

further researches need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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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而转型的标志之一是城

市街道的复兴运动，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对于街道的转型与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导则引领了规划行业的三个转变，即走向社会公众、走出规划部门和走近市

民生活。规划实现了逐步的从专业技术领域走向了社会公众关注的视野，从规划管理

部门走向了交通、建设、市政等多部门的联合协作，从关注机动车交通、关注城市景

观风貌到关注普通市民百姓特别是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

目前，国内街道设计导则的研究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国外的街道设计导

则的总结性介绍，提炼我国相关工作的可借鉴经验；第二种是结合实际开展的某一个

街道设计导则项目实践，分享项目成果的核心技术内容。因为国内起步较晚，因此关

于普适性的街道设计导则工作定位、导则类型、主要内容、编制方法、实施路径等方

面的全面总结性研究仍较少，也是本文尝试分析的主要内容。

提 要 中国城市正经历着高速度增长

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而城市街道

的复兴运动是转型的标志之一，街道设

计导则的编制对于街道的转型与复兴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街道设计导则基

于城市街道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目前已

形成了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设

计的城市类导则，以及针对新建地区、

更新地区或综合城区的地区类导则两种

类型。导则同时可以分为指导空间设计

的设计导则、面向工程建设的设计手册

以及兼具多种内容的综合型导则。导则

的研究方法通常结合传统的田野调查与

新兴多元数据手段，从城市入手，再到

街区和街道。导则的设计方法，逻辑上

从问题和目标，到策略和设计；功能上

按照通行、场所、景观三个维度进行分

析，采用分区、分级、分类的设计手法，

同时微观层面会“一地一策”开展设计。

导则的工作方法通常跨系统、跨领域地

开展沟通协调，同时进行多种形式的社

会公众参与。推进标准的完善，改造项

目的实施以及创新机制的探索都是导则

主要的实施路径，虽取得了一定突破，但

后续难度仍然很大，需继续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 街道设计；街道复兴；导则；需

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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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的街道设计工作定位

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城市居民关系最为密切

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胡晓

忠，唐雯，等，2017）。街道是日常生活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自

由空间（张宇星，2017）。街道设计不仅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内

容，更是当前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首要切入点（金山，2017）。

欧美的街道设计导则大多由交通部门主导编制，主要目的是促

进交通转型，应对工业化时期小汽车过度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

城市病，重点在改变居民出行与生活方式。2004年发布的《伦

敦街道设计导则》是世界上第一本城市街道设计导则，随后，

美国、德国、纽约、布扎比、新德里等国家和城市陆续发布了

自己的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2017年5月，美国发布了《全球街

道设计指南》（美国全球城市设计倡议协会、美国国家城市交通

官员协会，2018），这些导则与指南都反映了城市在一定发展阶

段街道人性化转型的需求。

我国街道设计导则工作起步较晚，源起与发展主要基于城

市整体转型的大趋势。2016年，上海编制并发布了国内首个城

市级街道设计导则，导则聚焦规划治理能力提升而形成的一系

列创新实践的成果，为城市规划转型提供了上海经验（张帆，

等，2018）。随后，北京、广州、南京、厦门、珠海等许多城市

陆续开展了相关的导则编制工作。与欧美等国外导则所不同的

是，国内的街道设计导则多由规划部门编制，是城市整体转型

发展的需求，更加关注街道建设方式、建筑环境、历史风貌传

承等问题。推广人性化街道设计远不只是设计方法的传播，而

是需要管理方式、标准规范、制度设计等方方面面系统性、深

层次的变革，是我国在城市建设新时期转型需求的一个缩影。

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即是为推动这种深层次的转型，而做出的

尝试之一。

1.1 主要问题、挑战及产生原因

作为城市中重要的交通空间与公共空间，大部分街道的问

题是尺度过大、步行空间缺乏、功能多元不够、环境品质不高

（赵宝静，2016）。而当前街道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设计理念、技

术标准与管理机制三大方面。设计理念方面，以车为本，机动

效率优先的思路仍然在国内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而且很难动摇，

规划、交通、交警、绿化等部门往往各执一词，很难互相认可

与协同。技术标准方面，当前尚未建立完善的基于需求而设计

的技术体系，以及当前仍为现代主义理论之下形成了强调效率、

以车为本的技术标准体系。由于设计费用与工程规模造价挂钩，

而设计师的技术理性尚未建立，催生了一定数量的非理性设计。

街道设计在规划体系中的缺位也导致了街道设计工作是后期工

程主导，缺乏对于街道空间整体性的设计考虑。管理机制方面，

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基于管理效率的条线管理无法解决彼此

交叉部分的问题（表1）。街道是城市复杂性的窗口，对于街道

的管理尺度很难掌握。当前的情况是，基于公共利益没有对私

人利益加以合理的管理，要么过渡干涉私人权利，要么过于放

任，管控太松，沿街乱停车、乱摆摊严重影响秩序，要么沿街

封店或者店招整治，街道变得单一失去多样性与活力。市民的

有限参与以及决策权缺失使得街道并不完全是为市民而设计。

所有当前街道存在的问题都与当前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

切相关：理念上，快速发展阶段对于效率的追求及对于公平的

漠视；能力上，快速建设的要求与有限的财政投入及技术水平

的局限存在巨大的鸿沟。

1.2 工作定位：理念、方法、实践与机制的转型

在各地的街道设计实践中发现，因为发展阶段以及项目类

型不同，每个城市的委托方诉求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

有如下几个方面共性的需求：首先，最突出的是委托方希望通

过项目形成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广泛共识；第二个比较实际的

需求是希望能够优化规划管控，指导土地出让阶段街道空间的

设计要求；第三个方面是形成标准规范，管控审批街道设计项

目，指导项目实施；最后也是最难的，就是促进后续街道空间

管理机制的形成。当然，除了上述四个主要的方面，还会有一

些如过程中对于地块审批项目参与及指导、街道工程项目对接、

街区更新设计、街道改造设计、街道设计专项规划编制等等不

同的诉求。

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基于管理部门编制导则的

诉求，街道设计导则工作的主要定位与作用是促进城市中“道

路”到“街道”的转变，实现城市街道的复兴。具体来说，主

要包括促进理念、方法、实践与机制的转变四个方面。

一是引领理念转变，从“以车为本”到“以人为本”，促进

管理者、设计师、建设方、专家、社会形成普遍共识，共同促

街道空间组成要素

道路红线

城市道路（含红线内

的道路、照明、护栏、

交通标志、标线、可变

车道、座椅、路口诱导

屏等设施）

公交站台

垃圾箱、行道树

户外广告设施

市政管线

信号灯、电子警察等

建筑退界空间

外摆家具

相关部门及权属单位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路政局、各区建交委\建管委\
交通委

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上海市路政局、各区建交委\建管委\
交通委

公交公司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管线公司（上水、燃气、电力、信息）

上海市路政局

交警部门

业主具有使用权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业主所有

负责阶段

规划

建设、养护、

运行、管理

规划、监管

建设

维护、管理

建设、保护、管

理、监督检查

监督管理

规划

建设、维护、管理

监察

建设、维护、管理

建设、维护

监督管理

—

资料来源：街道设计标准项目组整理.

表1 街道空间组成要素、权属部门及负责阶段
Tab.1 Ｃomponent elements, ownership departments and responsibility stage of
stree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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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以人为本”的街道转型；

二是推动方法完善，是从“工程设计”到“城市设计”，通

过导则的编制与研究形成调研、评估、研究、设计、评价的系

统性街道设计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同时将其与当前的法定规

划编制、专业法规、开发建设模式、管理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

更好的衔接，促进规划、建设、管理的精细化转型；

三是开拓实践创新，从“单维扩张”到“路权重置”，导则

的编制结合试点项目，直接指导街道改造项目，改变以往不断

道路拓宽的普遍现象，重新基于需求分配路权，为慢行争取道

路空间并进行精细化的设计；

四是促进机制转型，从“各自为政”到“多方协同”，对规

划、路政、交通、交警、绿化、市容、基层政府等相关管理部

门的日常工作以及沿线业主和居民的需求进行协同，促进各政

府部门、相关利益主体协同合作。

2 需求导向的街道设计导则类型及主要内容

第一本街道设计导则——《伦敦街道设计导则》（2004年）

奠定了街道导则的经典结构：政策愿景+设计指引+管理实施，

对应了形成共识、指导设计、促进机制健全三方面的编制诉求。

包括我国在内，此后编制的大多数街道设计导则基本没有偏离

这样的结构形式。由于编制诉求各有侧重，一部分将内容重心

放在前端——政策愿景、设计方法与目标，是指导设计的设计

导则；一部分将内容重心放在后端——设计实施细节、建设管

理要求，是面向工程建设的工程手册；但更多是两者兼顾的综

合型导则。在实际工作中，导则的成果内容差异由于编制诉求、

应用范围、应用阶段不同，大多数导则的成果内容是需求导向

下的组合结果。

关于导则的成果形式，不同类型的导则除了传统的导则、

专题研究报告之外，还会有一些用于成果推广、面向公众的的

宣传手册、便于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使用的管理图则、作为管理

依据的指导意见等多种附加成果。

2.1 应用范围：城市导则+地区导则

在我国已发布的城市街道设计导则中，按应用范围，可以

分为城市导则和地区导则两种类型。典型的城市级的街道设计

导则，如上海、北京、厦门等；地区导则，有的针对一个行政区

域，如北京市西城区、南京市秦淮区、深圳市罗湖区等地区的导

则，也有针对特定功能区的导则，如珠海唐家湾新区导则。地区

导则又可以分为更新地区、新建地区、综合城区等多种类型。

2.1.1 城市类：宏观、中观、微观的多尺度设计

城市导则编制的主要目的是在宏观层面，统一观念认知、

设计方法和行动计划，对接中微层面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

理工作。通过街区分区、街道分类、管理分层的方法，应对规

划、设计、管理不同层面的问题，形成城市街道的整体工作框

架。以城市导则《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为例，成果分为“城

市与街道”、“街区与街道设计”、“分类要素引导”以及“实施

与应用”四个部分，厦门导则在上海导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了多尺度的同步设计，分区设计、分类引导及分层管控等内

容，比如分区方面尝试根据厦门城市空间特征与建设使用情况，

对除工业仓储区、城中村之外的地区进行分区，提炼出三类典

型城市地区——历史提升区、更新完善区、新城优化区。在现

状评估和策略提出的同时，结合典型片区设计示意来进行说明。

在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街道设计分类，同样选

取了典型街道开展方案设计。

2.1.2 地区类：新建地区、更新地区及综合城区

地区导则编制的主要目的是在中观层面，针对一般地区或

特定功能区，明确街道问题的系统解决策略，承担专项规划的

作用，直接指导建设实施项目。地区导则主要分为新建地区导

则、更新地区导则及综合城区导则三种类型。

新建地区导则主要针对城市中的新区，结合城市设计方案

及已编控规，对于街道空间提出精细化的设计要求。导则最好

与控详同步编制，控规内容是街道定位、街道设计的重要依据，

最终将导则中的指标要求转化为控规成果，有利于直接指导街

道及地块的建设管控。如《珠海唐家湾地区后环片区街道设计

导则》明确了各条街道的类型、断面设计，以及相关的地块控

制指标、街道环境设施设置标准，并将核心内容纳入到控规附

加图则中，其中与地块相关的管控要素将写入土地出让条件，

从而建立起一条从导则编制到高品质建设的有效实施路径。

更新地区导则主要针对城市中老城区，在复杂现状的基础

上，结合已编规划，对于现状街道空间的更新提出设计引导。

更新地区的街道设计导则编制应当立足现状研究，以问题为导

向，一地一策提出街道更新方案。以《南京市秦淮区街道设计

导则》（2017）为例，该导则以除南部新城以外的更新地区为主

要应用范围，总面积约35km2。通过街道分类规划，划定各条街

道的具体类型和特色风貌街道，明确重要街道范围；通过要素

设计导引，针对现状街道中的普遍、突出问题，提出改造方案。

最新出版的《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2018）也是典

型的更新地区导则。

综合城区导则主要针对综合性城市片区，片区混合拼贴了

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城市街区。在进行街道设计之前，应对

街道所在街区乃至更大片区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街区

层面协调解决人车流线、建设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我国城

市肌理普遍的拼贴特征，宜以建设时期、主导功能为线索，对

城市建设区进行分区，对各分区的道路网络、建设模式、街道

空间进行评估，提出问题导向下的规划策略。在《上虞区街道

设计专项规划及导则》（2018）中，将上虞城区分为了四类地

区：老城区、新城区、规划建设区和工业转型区，针对不同类

型地区的空间与功能格局，提出街区层面的规划和设计策略。

2.2 应用阶段：设计型+工程型+综合型

按照导则所应用的阶段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主要指导空间

设计的设计型导则、面向工程建设的工程型手册以及综合型导

则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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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设计型：指导空间设计的设计导则

设计型导则重在前端的方案设计，对于街道空间的整体设

计方案给予详细的设计引导。例如，《昆明市街道设计导则》

（2017）针对目前昆明街道空间失调、场所感缺失、活力不足等

现状核心问题,反思城市规划编制及管理在街道设计方面的欠缺,

借鉴相关城市先进经验,提出目标、策略及相关设计引导条文。

2.2.2 工程型：面向工程建设的设计手册

面向工程建设的设计手册，其主要特征是注重实用，旨在

对街道的空间设计、设施设计、产品选择、材料选择、施工工

艺等细节问题提供具体指导，多称之为“手册”。在表达形式

上，通常根据设计实施流程来组织内容，引导要求按照设施类

别或空间模块形成条目，便于使用者查询翻阅。工程手册具有

时效性，一般会结合实际经验、需求不断更新。

正在编制的《上海市人行道设计手册》（2019）主要面向人

行道改造项目所编制的典型专项工程导则。该手册提出根据空

间资源条件进行人行道设计的方法，对市政设施、街道家具、

绿化种植、沿街界面四大类20种具体设施提出具体要求，包括

设施种类、应用场景以及设计建设指引等方面。《广州市城市道

路全要素设计手册》（2017）同样是一本偏重工程设计的导则，

是为负责广州城市道路设计、建设的部门、机构和团体所提出，

主要应用于城市道路设计、建设实施阶段。

2.2.3 综合型：兼具多种内容的设计导则

综合型导则的主要特征是兼顾愿景构建与技术指引两个主

要内容，同时可以对工程设计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基于我国

当前发展阶段，大多数城市在编制街道设计导则时，既有统一

价值观的刚需，也有提出基本设计要求的必要。综合型导则兼

顾了设计型、工程型导则的功能与特征，将愿景构建与技术指

引相结合。《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2016）是典型的综合型导

则，其制定旨在形成全社会对街道的理解与共识，推动街道的

“人性化”转型。

3 多元技术手段在导则编制中的应用探索

3.1 研究方法：新旧结合+大小兼顾

3.1.1 新与旧：田野调查结合新兴数据

街道是城市复杂性的窗口，因此其现状研究和评价方法也

与城市调研一样复杂而多元：内容既包括街道高宽空间、街面

街墙形式、传统材质植被等带有地方属性的物理特征，也包括

城市性质、街区功能、街道店面、街道活动等反映街道使用与

活力的人本特征，评价方法既可以根据街道功能，也可以根据

街道类型。在大数据分析兴起之前，街道现状调研一般都是采

用图纸分析加现场踏勘的传统田野调研方法，近年来大数据分

析等新兴技术手段加入之后，街道现状调研在广度、深度和多

角度、多层次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传统田野调查方法的优缺点十分显著：优点一是能够得到

街道现状及其使用情况的直观感受，二是对城市的风土人情和

地方特色有直接的体验；缺点一是工作效率比较低，很难在短

时间内对城市街道进行全面摸查，二是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不同调研人员关注点不同，难以对街道进行全方面的剖析。而

新兴的基于多源数的研究方法总体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一是

获取街道信息的广度和便捷程度大大提升。随着社会数据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例如全球街道开放数据（OSM）可以得到全球

主要城市的路网基础信息、POI设施信息，基于高德、百度等

的建筑物接口，可以获取到建筑量、建筑密度、楼层等信息，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交叉分析我们可以计算出城市的路网密度、

街道宽度、街道高宽比、街道设施、公交站点等各种信息及其

在城市中的分布，还可以结合城市历史文物古迹、自然景观、

餐饮设施分布情况分析特色街道的分布，使我们全面迅速地了

解城市街道的整体情况（图2）。二是反映街道与人互动的人本

数据越来越多，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分析街道的特征和使用情

况。例如可用于早晚高峰及夜间等使用特征的地铁客流数据，

能分析交通拥堵路段的车流数据，可揭示人口分布的腾讯热力

数据，能反映旅游地区热度的flicker拍照数据，可呈现城市文

化活动的豆瓣数据等（图3）。基于这些人本性数据，可以从用

户实际使用街道的多重视角分析街道，并通过不同时段的数据

对比，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街道。

传统田野调研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更直

观、微观，在小范围街道环境调研中具有更大优势，后者更客

观、宏观，更适合大范围的城市街道环境调研，使用传统田野

调研发现的问题和特征，可挖掘各类数据扩大范围进行分析与

图1 上海人行道空间设计引导
Fig.1 Guidance of Shanghai pedestrian space design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行道设计手册（在编），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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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使用大数据分析发现的问题和特征，可在现场调研中实

地验证和剖析，二者相辅相成，在街道现状研究和评价中应合

理配合使用。

3.1.2 大与小：城市——街区——街道

街道设计导则不能仅仅研究街道本身，而应建立基于城市

研究为基础的逻辑思路与框架构建。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

是街道的固有属性，这些特征来源于每个城市特有的自然地理

环境、发展过程、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如何基于这些城市特

色进行街道设计引导是每个街道设计导则的核心内容。因此，

街道设计导则的逻辑思路应以城市与街区发展研究为基础，提

出街道优化设计的具体方法和引导，并根据城市发展阶段提出

适宜的街道设计实施建议。

首先，需要明确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功能导向和主

要问题，制定不同区域街道发展目标和应对主要问题的基本策

略，如公交车发展策略、停车策略、重点街区划定等；其次，

在明确区域定位和策略导向的前提下，结合街区现状使用情况，

在街区层面协调解决人车流线、设施分布等一系列问题，如街

道功能设置、车流人流引导，可停车路段划定等；最后，在明

确街道功能的基础上，根据街道现状和发展需求，进行断面优

化、具体街道设计。其中，第一条应在街道设计导则中明确划

定，为具体街道设计提供指引，第二、三条应在具体街道设计

过程中贯彻执行，系统性解决街道问题（图4）。

3.2 设计方法：逻辑+功能+共性+差异

3.2.1 逻辑：问题——目标——策略——设计

街道设计导则工作的初衷是解决城市街道的问题，同时结

合总体目标，提出设计策略及具体的设计要素管控要求。以厦

门为例，导则总结厦门典型街区和街道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美丽厦门、魅

力街道”总体目标及“促进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承载历史

市井的人文活力”、“凸显海滨花园的生态特色”三个子目标，

子目标之下提出一系列的设计策略，从街道设计方法、街道设

计引导、街道设计实施三方面构建街道设计整体逻辑思路，提

出街道空间要素的具体设计要求。

3.2.2 功能：通行——场所——景观

基于街道空间的主要功能，可以对街道进行多维度的分析

及设计。通行是街道的基本属性，街道的通行功能可以分为机

动交通和慢行交通两大部分，不同类型的街道对不同交通的需

求有较大差异；街道还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不同的

公共活动对场所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除了通行和场所外，景

观也是街道主要的功能维度之一，很多城市都因其或优美、或

温馨、或历史、或雄伟的街道而闻名于世，街道是是展现城市

形象的窗口（图5）。

3.2.3 共性：分区——分级——分类

在城市调研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呈现

出来的城市面貌与空间肌理往往差异极大，其发展过程与城市

图3 2017年厦门豆瓣同城分白天/晚上、分类型的空间分布情况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ays/night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Douban in Xia-

men City in 2017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图4 街道设计步骤示意
Fig.4 Steps of street design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图5 街道设计的交通、景观、场所三个维度及数据基础
Fig.5 Three dimensions of traffic, landscape and place in street design and

Data Base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图2 南京秦淮区街道网络数据分析
Fig.2 Analysis of street network data in Qinhuai District of Nanjing

资料来源：南京秦淮区街道设计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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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时期、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同地

区在城市发展中现实面临的问题和未来承担的功能也差异显著，

因此在不同地区进行街道设计时，解决问题的前提、思路和途

径往往也不同。如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三种典型的城市空间

类型（图6）：一是以中山路、鼓浪屿、沙坡尾为代表紧密蜿蜒

的历史地区；二是以禾祥社区、槟榔社区为代表的规整有序的

里弄地区；三是以五缘湾片区、会展中心片区为代表的松散开

阔的新城地区。导则在全域空间对分区进行划示，并选取代表

性街区进行针对性研究与设计（图7）。

分类设计是街道设计导则的核心技术内容。美国倡导完整

街道理念，强调在道路设计中更加平衡地考虑交通、社区和环

境目标：纽约市街道分类方式最为综合，将街道分为一般街道、

林荫大道、慢速街道、公交街道、步行专用道五类；夏洛特市

考虑用地类型和街道类型的组合，把街道分为商业主街、区内

街道、一般大街、主干大道、公园大道五类。阿联酋阿布扎比

街道设计手册中，将用地与交通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进行道路分

图6 厦门三种典型的城市空间类型
Fig.6 Three typical urban spatial types in Xiamen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图7 厦门市街道分区设计引导及典型片区大数据分析
Fig.7 Xiamen Street Zoning Design Guidance and big data design analysis of typical zones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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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按区域分为城市中心区、城镇中心区、商业区、居住区、

工业区、低活动区六类，按交通分为大道、主路、次街、支巷

四类。从国外各个城市街道分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其划分的

街道类型十分多元，但都是以贴近城市特性、服务城市发展为

目标对街道或地区进行分类，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国目前街道设计分类有两个大的趋势，一是交叉分类法，

按照交通性与场所性维度，对街道进行交叉分类，如《上海市

街道导则》中把交通分为主、次、支三类、场所分为商业、生

活、景观休闲、交通性、综合性五类，《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

设计手册》交通维度增加了快速路，场所维度增加了工业型，

然后把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得到了十分全面的街道类型矩阵。

二是列举分类法，将能突出地域特质的街道类型进行概括，形

成典型街道类型，并基于街道的服务能级，按照城市级（城区

级）、社区级将街道划分为两大类。如《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中城市级街道分为城市商业大街、城市景观大道、特色休闲商

街等五类，社区级街道分为社区客厅街道、社区休闲街巷等

三类。

这两种分类方式各具特色，前者较为全面，几乎可以囊括

城市所有街道类型，比较适合建设情况复杂的超大城市，但街

道分类指向性不明确，需要在下一层次进一步明确反映城市特

性的重点街道类型；后者根据城市特性直接归纳典型街道类型，

具有较强的指向性，比较适合特色鲜明的城市，但典型街道无

法包含城市所有街道类型，应对非典型街道类型进行补充说明。

基于城市特性的街道分类方法，关键在于应基于城市特性和发

展方向，在明确城市街道的构成和特征下进行，为街道设计提

供明确的方向，同时为后续街道建设实施提供指引。

不同类型街道对通行、场所、景观的要求有很大差异，为

系统化引导街道设计，拟从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街道设计引导，

即对各个维度进行分级控制，不同等级对应不同控制要求（表

2）。以厦门市街道分类为例，不同街道类型的设计要求可以根

据功能维度分级控制来进行设计要求引导（图8）。

3.2.4 差异：“一地一策”

虽然根据委托方的诉求不同会产生多种类型的导则，但所

有导则遵循着共同的街道的人性化设计原理，即对城市空间的

人性化需求，可能会随着地理气候、文化环境、发展阶段不同

而有所侧重，但创造良好感受、体验的基本设计原理是一致的。

因此，各个街道导则的具体设计要求是相似的。随着导则编制

数量越来越多，对导则作用和应用的探讨也逐渐深入。用相似

的技术方法来解决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街道问题，已无法满足

当前各地区编制导则的具体诉求，一地一策，因地制宜的制定

设计策略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例如在厦门导则中，我们挑选

表2 街道功能维度的设计要求
Tab.2 Ｄesign requirements of street functional dimensions

功能

维度

低

中

高

通行要求

主要指慢行交通

的优先度需求

以满足机动交通

为主，保障基本慢

行空间

均衡考虑机动与慢

行交通，提供较为

充裕的慢行空间

优先满足慢行交

通，提供充裕的慢

行和活动空间，机

动交通主要为街

道提供服务

场所

主要指街道场所的活跃

度需求

保障街道界面整洁有

序，慢行空间安全连续，

街道设施合理配置

保持一定比例的积极界

面，提供舒适的慢行环

境，按需求设置适宜的

街道设施

提供积极活跃的街道界

面，通过对慢行环境和

街道设施的精心设计满

足使用者停驻、交往、休

闲多种需求

景观

主要指街道景观的精致度

需求

街道立面和街道设施设计简

洁不杂乱

根据街道功能和活动需求对

街道立面和街道设施进行设

计，能够形成各类型街道应达

到的典型形象特征

充分采用自然、人文要素对街

道立面和街道设施进行精心

设计，维护并发扬街道固有的

文化或自然特质，形成具有识

别性的、精致的街道景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8 厦门市街道分类设计要求
Fig.8 Design requirements of street classification in Xiamen city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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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典型街道开展了具体的方案设计（图9）。

3.3 工作方法：多专业+广参与

3.3.1 多专业：跨系统、跨领域的沟通协调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规划设计的工作方法

向多元化发展，街道设计涉及部门和人员十分广泛，牵涉所有

与街道相关的建设者、管理者，如市区政府、街道办、交通、

交警、城建、园林、市政、城管等各个部门，为保证街道的系

统性与整体性，促进街道各功能的协调均衡发展，在导则编制

过程中应加强各管理部门在规划、建设、管理环节的分工合作。

3.3.2 广参与：多形式的社会公众调研互动

街道设计更直接与沿线业主和市民的利益休戚相关，街道

设计导则编制团队应当重视采纳公众意见，向公众宣传导则理

念。导则编制的过程应加强政府、设计师、开发商、沿线业主

之间的沟通，充分调动公众积极性，鼓励各方共同参与街道的

设计导则的制定和实施，具体内容包括：组织各方座谈及意见

征询会、各种形式的问卷调研、组织策划社区活动等。

4 街道设计导则的实施路径与难点思考

4.1 标准修定：街道相关设计标准完善

推动国家及地方的街道标准规范编制是实施导则的重要途

径。上海市地方工程建设规范《街道设计标准》的编制，将上

海导则的创新性内容如街道分类、窄车道、小半径、街道空间

一体化设计等技术内容提升为地方性工程标准，即将对上海后

续所有街道新建及改建项目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然而，除了街道设计标准之外，还有许多现行规范与人性

化街道设计存在矛盾，例如道路绿地率未考虑不同街道类型的

差异，仅基于不同宽度形成相应绿地率指标；现行住宅间距规

范要求较为严格，难以获得空间比例约为1:1的街道空间；宜人

街道空间鼓励的小退界导致地下市政管线敷设空间局促，与现

行规范存在矛盾；现行的消防规范中对登高场地、登高面等的

要求与小街坊、窄街道设计存在矛盾。虽然存在上述种种矛盾，

但是对于日照、消防、绿化等规范的修改因属于不同行业主管

部门，其进程往往严重滞后，进而成为街道转型的重要阻力。

4.2 街道改造：推进实施街道更新项目

通过街道改造试点项目推进落实导则的设计要求是导则实

施的最直接的形式，例如上海杨树浦路改造项目，探讨了在历

史文化保护背景下街道设计的原则、方法、策略和路径，规划

宽32m的道路从六车道缩减为四车道，同时压缩了机动车道宽

度。天潼路的街道设计整体方案涵盖了道路和交通工程设计内

容，同时也包括了沿线权属单位自身的建筑和场地改造，以及

道路沿线建筑界面和开放空间的等内容。天潼路局部路段对于

机动车道数、车道宽度及路缘石半径进行了适当的缩减。《抢

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珍妮特·桑迪可汗, 赛斯·所罗门

诺，2018）中指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设计法则：车道“少就是

多”。车道越少，效率高，比车道数量多却设计糟糕更能保证交

通畅通。一条没车辆转向设置的双向六车道街道，很可能比不

上一条双向双车道街道。该法则需要得到国内交通领域的认可

与推广。

在上海，试点项目能够推动的主要抓手是规划主管部门掌

握街道设计项目的审批权，规划部门在重点项目中可以要求设

计单位针对街道空间开展一体化设计，但是由于产生了额外的

工作量而设计费用并未增加，因而推动时阻力很大。在广州，

街道改造试点由于是市领导重视而各个区分头推动，但是在其

他大多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大多不掌握街道改造的主要控制

权，想通过试点推动导则实施难度极大。

4.3 机制创新：土地出让管控及机制探索

通过纳入法定规划同时进入土地出让合同是导则实施的重

要手段。一方面，对于原沿街规划指标制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要求极高，如沿街贴线率管控指标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而面临无

法实施而备受质疑，在上海控规没有分层编制的大背景之下，

编制控规时开发主体往往没有明确，无法进行自下而上的需求

对接，深细的管控指标经常面临后续的调整尴尬，如世博B片

区强势央企项目给原规划附加图则的法定地位带来极大的挑战，

图则中的很多设计要求如下沉广场等被取消或者修改。另一方

面，对于大量的沿街已出让土地，实施更新往往没有土地出让

合同的约束，只能通过谈判以及合理的机制设计进行，难度大，

周期长。

街道规划、设计、实施及后续管理的机制创新对于导则的

实施同样重要，例如红线内外一体化建设机制，沿线业主协商

机制，高品质街道建设的资金来源等方面都缺一不可。总体来

说，提升街道空间品质有四个层面的工作，即标准层面、规划

层面、实施层面及机制层面（表3）。然而，对于街道空间的多

头管理格局短期无法撼动，唯有机制层面问题的彻底解决才可

能从根源上解决街道的一系列问题。而当前，促进街道品质提

升的有效路径就是搭建多方沟通协调的平台。

图9 厦门市民族路及厦禾路改造设计示意图
Fig.9 Renovation design of Xiamen Minzu road and Xiahe Road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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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纵观国内外，街道设计导则的出现与发展，是城市在特定

时期发展诉求的体现。我国各地街道设计导则推广编制的几年

间，已积累了许多的实践经验，总体有三个发展趋势：一是大

数据、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街道现状调研、设计评估等方面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度，也拓展了公众参与的

途径；二是不同诉求、不同地区导则编制的差异化逐渐显著，

更加关注引导要求如何落地的实施路径研究；三是研究对象从

街道向街区等相关领域拓展。

好的街道，应该鼓励更多的步行和骑行，因为步行和骑行

能够让人更健康、更幸福和更聪明（塞缪尔·施瓦茨，2018）。

好的街道，应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多元化的经济规模

及类别，为社会底层提供就业；好的街道，应传承历史文化，

激发市民的多样化活动与社交，促进社会融合，体现社会公平；

好的街道，物质环境应该是安全活力、舒适宜人，灵活而富有

弹性；好的街道，应该让使用者可参与、共设计、共建设及同

管理。

对比目标，当前大量的街道问题仍将是城市的长期顽疾。

在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上，没有一个空间问题不是源自于社会经

济问题，没有一个空间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空间技术手段。街

道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问题，根治需要综合的手段，而规

划设计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只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并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我们的城市街道真正走上复兴

之路。

感谢我院张帆、赵宝静、张式煜、骆悰、刘根发、李锴等

对街道设计项目的指导，感谢街道设计项目组金山、刘含等为

本文写作提供的资料。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州

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M].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Guang-

zhou Housing and Urban - R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uangzhou complete street design manual

[M].Beijing:ChinaArchitecture & Bluiding Press, 2018.）

[2] 胡晓忠, 唐雯, 赵晶心, 等. 街道的价值转型与实践策略 [J]. 时代建筑, 2017

（6）: 32-37.（HU Xiaozhong, TANG Wen, ZHAO Jingxin, et al. The value trans-

formation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street [J]. Times Architecture, 2017 (6):

32-37.）

[3] 金山.上海活力街道设计要求与建设刍议[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1）: 73-79.
（JIN Shan. Discussion on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vitality street in Shanghai[J]. ShanghaiUrbanPlanningReview,2017（1）:73-79.）

[4] 美国全球城市设计倡议协会, 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会.全球街道设计指

南[M]. 王小斐，胡一可, 译. 张涛张鎏, 校.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GDCI, NACTO. Global street design guide[M].WANG Xiaofei, translate.

ZHANG Tao, ZHANG Liu, revise.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Science and Tech-

nologyPress, 2018.）

[5]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上海市交通委,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Shanghai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Bureau, Shanghai Traffic Commission,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street design guideline[M].

TongjiUniversityPress, 2016.）

[6]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R], 2018.（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enter, Xiamen Urban Plan-

ning andDesignResearch Institute,XiamenStreet designguideline, 2018.）

[7]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市秦淮区街道设计导则[R]. 2018.（Shang-

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of Qin-

huai district,Nanjing, 2018.）

[8]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虞区街道设计专项规划及导则[R]. 2018.
（ShanghaiUrbanPlanning andDesignResearch Institute,Shangyu street design spe-

cial planning andguideline[R]. 2018.）

[9] [美]塞缪尔·施瓦茨. 智慧街道——城市的崛起与汽车的衰落[M]. 付垚, 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SCHWARTZS.The street ofwisdom——
The rise of cities and the decline of automobiles, FU Biao, Translated. Shanghai Sci-

ence andTechnologyPublishingHouse, 2018.）

[10] 张帆, 骆悰, 葛岩. 街道设计导则创新与规划转型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1): 75-80.（ZHANG Fan, LUO Hao, GE Yan, Thoughts on innovation and

planning transition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J]. Urban PlanningForum, 2018 (1):

75-80.）

[11] 赵宝静.浅议人性化的街道设计[J].上海城市规划, 2016(2): 59-63.（ZHAO

Baojing. Brief probe of humanized street desig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

view,2016(2): 59-63.）

[12] 张宇星. 街道: 重塑自由空间的可能性[J]. 时代建筑, 2017（6）: 12-17.
（ZHANG Yuxing, Street: The possibility of reshaping free space[J]. Times Archi-

tecture, 2017 (6): 12-17.）

[13] [美]珍妮特·桑迪可汗,赛斯·所罗门诺.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M].宋平,徐

可, 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SADIK-KHAN J, SOLOMONOW S,

Streetfight: handbook for an urban revolution,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2018.）

修回：2019-03

表3 街道工作的策略建议
Tab.3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street-related work

分层

标准层面

规划层面

实施层面

机制层面

导向

基于人本主义的标

准完善，精细化的设

计指引

基于社会公平的空

间分配

基于紧迫与需求程

度的局部提升

基于广泛参与的机

制完善

手段

刚性管控

弹性引导

工具菜单

系统完善

整体提升

点、线、面提升

平台搭建

载体

街道设计标准

街道设计导则

街道设计手册

街道系统专项规划

慢行系统专项规划

公共空间系统专项规划

街道与街区改造规划设计

街道与街区改造实施项目

设计机制完善

实施机制优化

管理机制创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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