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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色彩是城市特色和个性的重要表征，可以展现城市文化和精神，帮助市民感知、阅读和记忆城市。世界许多城市都

十分重视城市色彩管理，并将其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也逐渐开始重视城市色彩规划，然

而在编制技术和管理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滴水湖核心片区色彩管理研

究，借鉴日本城市色彩管理的实践经验，探索重点地区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色彩规划实施机制，形成从战略目标向实施

管理的有效传导路径。构建城市色彩的规划管控体系、实施管理指导与城市治理范本，以推进城市色彩规划对建设项目

实施的综合指引，保障色彩管理的时效性、操作性与示范性。

Urban color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ity. It can show urban culture and spirit, and help 

citizens perceive, read and remember the city. Many cities in the wor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urban color management, and take 

i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of cities. China has gradually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urban color planning, but the prepa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olor management in Dishui Lake core area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Lin-gang Special Area,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color planning in key areas, and form an effective 

transmission path from strategic objectives to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and constructs a planning control 

system,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guidance and urban governance mod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of 

urban color plann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timeliness, operability and demonstration of col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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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8年，上海市召开实施《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年）》动员大会提出

关于推进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要加强

城市设计，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

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

和管控。城市色彩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城市精神

具有突出作用。

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的梳理归纳，得出

一些规划管理的实践经验：在规划编制管控方

面，色彩规划强调与风貌专项规划体系相适

应，将色彩规划重要内容融入风貌专项规划编

制中。色彩规划编制注重其内在的系统性，体

现在色彩提取分析、色彩基础数据库建立、规

划推荐色彩框架建立和色彩的规划运用等方



62 | 规划实践

面[1]。在色彩管理方面，色彩规划成果注重与规

划管理的有效衔接。其成果主要应用在两个方

面：一是规划管理部门向具体地块提供色彩设

计条件的依据，二是对于具体的地块设计方案

的审批依据[2]。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的城市色彩管理工作

均处于起步阶段，色彩管控从战略规划到实施

操作的传导路径尚不明晰，相关技术规范与管

理规定仍在制定的过程中。针对当前城市色彩

管理存在的问题，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和国内

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滴水湖核心片区（以

下简称“临港滴水湖核心片区”）正在开展的

色彩管理研究，探讨如何设置合理、适用、实用

的规划实施机制来指导各层次色彩规划的研

究与编制。寻找色彩管理的突破口与创新点，

通过建立规划管控体系和实施管理指导来保

证色彩规划在实施管理阶段的有效性与可操

作性，并形成具有前瞻性、时效性的城市治理

与公众教育范本，延展色彩管理的内涵与外

延，以期对城市同类地区提供借鉴。

1   实施难点剖析

1.1   法律法规缺乏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缺少对城市

色彩的规划控制要求。建设部2005年颁布的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在城市规划编制的内

容与要求中鲜少涉及城市色彩控制的内容。其

中，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都没有提出

城市色彩控制内容的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中仅仅“提出各个地段的建筑色彩的设

计指导原则”；在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时，只

要求“对建筑、道路和绿地进行统一规划”。建

筑设计标准规范也未提出色彩的相关要求。由

于色彩控制的相关成果缺少法定性，实施中缺

乏保障，实施力度会大打折扣。同时，色彩规划

缺少设计规范、技术标准的指导。例如，在《上

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2016年修订

版）》对重点地区附加图则的空间管控中，仅

要求将历史风貌地区的建筑色彩作为必选控

制指标，其他重点地区作为可选控制指标。同

时，该准则仅以“与地区建筑风貌相统一，与

周边环境特征相协调”作为建筑色彩的设计

指导原则，管控要求较为模糊。

1.2   管控体系缺项

城市色彩规划是指对城市各个构成要素

所呈现的公共空间相对综合的色彩面貌进行

的设计、管理与实施计划[3]。这些构成要素包

括很多方面，主要有建筑色彩、绿化色彩、公共

设施色彩、道路色彩、照明色彩等[4]。但国内色

彩规划的控制要素不全面，普遍聚焦城市街道

和建筑，色彩控制要素仅局限于城市建筑外立

面、屋顶色及广告招牌等。此外，色彩管控方面

亦存在管控体系缺乏层次性、管控方式忽视弹

性等问题。一些国内城市的色彩规划停留在主

色调层面或城市色彩总谱层面，且多以强调控

制性的单一管控方式为主，缺少具有针对性、

弹性的多层次规划引导，难以发挥色彩规划应

有的引导作用。

1.3   实施管理困难

在规划实施中，城市色彩管理缺乏有效

可视的管理工具。由于色彩管控不同于开发强

度、建筑高度等控制方式，若简单地将色彩管

控纳入传统规划数据管理平台，易忽略色彩规

划的可视性与复杂性，难以发挥色彩管控的作

用。在成果表达方面，色彩规划多以专业的控

制色谱、配合静态的意向图引导为主，难以向

使用者提供整体、直接的感官认识，往往令使

用者无所适从。

此外，当前的色彩规划在公众参与方面

大都缺乏行之有效的途径，且公众审美存在差

异，导致公众参与的难度较大。大多数城市仅

仅在色彩规划方案编制完成后进行公众意见

征询，并未在调研、评估初期及编制过程中广

泛吸纳公众意见，导致公众对于最终方案具有

较大意见，大大増加了实施的难度。

2   核心研究框架

2.1   案例经验借鉴

国际上的色彩规划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

种是亚洲模式，由政府主导的城市色彩规划，

特点在于其严格的管理方式；另一种是欧美模

式，强调历史街区需要严格科学的色彩修复，基

本以复原为主，而非历史街区一般不作要求，色

彩设计更多地体现在具体地块的开发上[5]。由于

相似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体系，亚洲模式更适合

我国国情。

其中，日本对城市色彩的研究水平在亚洲

地区最为领先。因此，本文主要结合日本在色

彩规划与管理方面的长期研究和实践经验，形

成以“规划管控体系、实施管理指导、公众教

育理念”为主的核心框架。

2.1.1    规划管控体系

（1）分层衔接各级法律法规。在总体层面，

日本新版《城市规划法》要求进行城市色彩专

项规划，2004年通过的《景观法》提出景观规

划中对色彩规划的审批办法和程序；在专项层

面，《建筑基本法》要求将色彩专项设计作为建

筑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户外广告法》 《户外广

告条例》等对户外广告的色彩作了管控要求。

这些法律法规分别明确了城市色彩的控制内容

与实施路径，是规划执行的有效依据。

（2）纳入多元化的管控要素。日本各个城

市的色彩规划普遍对建筑物及户外广告提出

较为详细的管控要求。随着理念的发展，日本

逐渐开始关注建筑之外的其他管控要素，包括

基础设施及城市家具等。例如，《奈良市景观计

划》[6]针对重点地区的铺地、标识、车站等，分

区段制定色彩、材质等方面的要求。

（3）采取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分类管控

方式。日本色彩规划普遍对各类管控要素的用

色范围进行刚性控制（见图1）；但针对一些

特殊情况会采用弹性管控，例如建（构）筑物

的地标作用等。通过明确申报对象的高度和具

体规模，引入“色彩面积比”，在定量管控上作

了有益尝试（见图2）。

2.1.2    实施管理指导

（1）建立层次清晰的管理架构。日本通过

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执行，结合地方政府层面的

横向展开、多方合作（见图3），其整体工作架

构严谨而细致，并且在不同层面均有专门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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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确保各项制度得以实施[7]， [8]91。 

（2）实行权责明确的管理模式。在国家

层面，由国土交通省下属的都市/地域整备局

依据国家法律制定战略性的发展计划，为地

方提供工作方向和实施方针。在地方层面，由

3个主要机构，即景观行政团体、景观整备机

构和景观审议会，对本地区城市的景观发展

提出完整的计划和要求，并保障后续实施和

管理（见图4）[7]。

（3）建立与实施严格的流程制度及惩处

措施。在色彩景观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日本采

取“申报制度”（见图5）、“事前协议制度”（见

图6）和“监督制度”，对建筑物的色彩、材质

等进行审核，保证其符合城市色彩规划的内

容。《景观法》[7]规定了罚则内容，具有真正意

图1  东京滨水景观地区的建筑色彩范围

Fig.1  Architectural color range of Tokyo waterfront landscape are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图2  色彩基准控制面积比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area ratio of color reference control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图3  日本城市景观色彩规划的管理架构

Fig.3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urban landscape color planning 
in Japa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91。

图4  日本色彩规划主要管理机构的权责一览图

Fig.4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mai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color planning in Jap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日本城市色彩规划的申报流程

Fig.5  Application process of urban color planning in Japa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92。

图6  日本城市色彩规划的事前协议流程

Fig.6  Prior agreement process of urban color planning in Japa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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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强制力，而后日本各地制定的景观

规划、色彩规划和导则也都强调了违法处

分内容。

2.1.3  公众教育理念

（1）强调全过程的公众参与。日本通常

会通过各种形式的研讨、沟通、征求意见，不

断进行改进和完善，最终形成城市色彩指南，

并且将公众参与融入规划实施和管理的各个

阶段。例如，《景观法》规定在审议阶段，景观

规划必须履行意见听取会、景观协商会等有

关程序，以确保景观规划能够尊重和反映各

方意见①。

（2）注重全民化的色彩教育。为使普通的

市民也能看懂规划，日本通常将色彩规划导则

用图文并茂、形象易读、简洁易懂的表达形式

制作成册（见图7），并于政府网站公布，可随

时下载。

2.2   实施机制框架

在梳理总结文献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上海城市色彩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

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两大色彩规划实施原

则：一是在色彩管控体系方面，应以弹性管控

为主，为城市名片的塑造预留多种可能性，以

展现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与活力。二是在实施

管理指导方面，应将实施机制纳入色彩规划

的全过程，通过对实施问题的解析、规划可实

施性的研判、控制导则的制定以及管理机制

的设立，来确保城市色彩管控从规划层面向

实施层面的传导，从而加强城市色彩实施的

监督管理。

以“弹性为主，控制为辅；全程共治，全员

共谋”为总体原则，本文形成涵盖“规划管控

体系、实施管理指导和城市治理范本”3方面

的色彩规划实施机制总体框架（见图8）。

 

3   实施策略建议：以临港滴水湖核心片

区为例

3.1   临港滴水湖核心片区色彩规划概况及总

体思路 

在《上海市城市色彩规划》与《关于加

强本市城市色彩规划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的引领下，以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临港新片区作为

载体，开展临港滴水湖核心片区色彩专项规划

研究工作。临港核心片区立足临港新片区的新

定位，尊重临港新片区的场所精神，通过色彩

专项规划研究提炼并诠释地域特征，从而加强

城市形象与城市风貌的塑造，提升地区的认识

度和感知度，并提供城市建设与项目管理的综

合指引，实现规划引领的前瞻性与机制管理的

实效性。规划重点突出色彩管控的3大实施策

略与创新点，即色彩管控“一导则”、色彩管理

“一张图”、色彩教育“一行动”。

3.2  色彩管控“一导则”

突出规划引领，完善管理依据，对应上海

规划管理体系，将城市色彩管控予以多层面衔

接（见图9），构建分区、分类的规划管控体系，

形成《上海临港滴水湖核心片区色彩规划导

则》（以下简称“《色彩导则》”）。在色彩管控方

面，应以“弹性管控为主、控制为辅”，充分释

放城市建设的创造力，以展现城市文化的多元

性与活力感。

第一，坚持负面清单管控，明确色彩禁用

的条件、禁用的范围、配色规避情况以及色彩

禁用准则、色彩搭配反面案例等（见图10），

成为城市色彩的刚性底线。第二，坚持特征清

单管控，对于环境绿化以特征风貌管控为主，

突出整体特色，并明确不同生态空间的色彩

引导方向、在地植被的特征色使用情况、色彩

面积的比例等（见图11），凸显生态空间的场

所感与体验感，塑造城市发展的环境基底色，

使生态空间为城市形象添色添彩。第三，坚持全

面要素管控，涵盖建（构）筑物、环境绿化、基

础设施、广告招牌、景观灯光五要素（见图12），

为城市风貌及公共空间提供规划引导，以指

图7  滨水景观地区对户外广告的大小和色彩修正

示例

Fig.7  Example of size and color correction of 
outdoor advertisement in waterfront landscape are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图8  色彩规划实施机制的总体思路

Fig.8  General idea of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color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上海市色彩管控体系与规划管理体系的分层衔接

Fig.9  Hierarchical connection of Shanghai col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景观法》第一章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划应事先召开意见听取会等，以充分反映市民意见，并设立有关事务所，以供公众阅览。组织“景观协商会”，协商会的人员可

以包括：行政机关、观光部门、工商部门、农林渔业部门，供电、通信、铁道等公共事业的团体和部门，市民，以及其他为促进良好景观的形成而开展各项活动的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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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Examples of negative list control

Fig.11  Example of feature list control: color area ratio in environmental greening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color total ele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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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Screenshot of Shanghai urban color analysis model
.

Fig.14  Color management platform of planning database

15

Fig.15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lor planning

Fig.16  Public education content of urba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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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7  Example of visual expression in practica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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