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实践 | 45 

Exploration and Guidance of Urban Complete Street Elements Design from a 
People-oriented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Shenyang Complete Street Elements 
Design

人本位视角下的城市街路全要素设计指引探索
——以沈阳市街路全要素设计为例

王文祺   夏镜朗    WANG Wenqi, XIA Jinglang

街路是城市中人们驻足交往、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街路建设主要采用

“宽马路、多车道、少路口”的方式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致使城市街路日益缺乏特色与人性关怀。通过总结沈阳

市街路的空间使用特征，利用最新第4代大数据的调研成果分析，研究如何通过街路的要素化设计指引提升城市街路的

亲切感和归属感，彰显城市文化和魅力，使城市街路从“车本位”回归“人本位”。以期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高品质街

路的建设指引和评价标准，优化城市街路管控体系，实现精细化管理。

Streets are important places for people to stop for communica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the c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cing the urgent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treets in China mainly adopts the 

way of "wide roads, multiple lanes, and fewer intersections" to solve traffic problems, which leads to an increasing lack of 

characteristics and human care on urban stree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use of Shenyang 

streets, uses the latest fourth-generation big data research results to analyze how to use street element design guideline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intimacy and belonging of city streets, highlight the city's culture and charm, and make urban streets 

return from "car-oriented" to "people-oriented". This paper strives to establish a set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guideline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high-quality street construction to optimize the urban street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lement 

refined management.

街路全要素；精细化管控；大数据分析；人本位

complete street elements; refin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big data analysis; 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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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街路是城市的骨架，是构成城市肌理、体

现城市文化和塑造城市个性的重要元素，这里有

生活在城市中每一位成员的共同记忆，舒适宜人

的空间尺度、生动多样的交往空间、充满活力的

商业氛围一直是人们对于街路的美好愿景。美国

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认为，让孩子自由嬉戏而

且产生安全感的街道才是最好的街道。安全性、

空间性、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平衡是衡量街道品质

的重要标准。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

快速发展导致人们在追求更高的建筑、更宽的道

路的同时，忽视了街道承载的驻足停留、休闲娱

乐、社会交往等社会功能，人的活动空间被不断

挤压，人们被迫选择公园和购物商场作为交往场

所，于是街道变得凋敝、乏味、单调。

近年来，城市居民交通出行、休闲娱乐、社

会交往的巨大改变唤醒了人们对于城市街路

的广泛关注，以人为核心的品质化街路改造提

升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2004年《伦

敦街路设计导则》应运而生，成为世界上第一

本街路导则，也拉开全球编制热潮，之后纽约、

洛杉矶、旧金山、阿布扎比、上海等城市纷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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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工作，力图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精细化

街路设计管控体系[1-4]。沈阳市和全国大多数城

市一样，街路现状存在安全性、舒适性较低，缺

少人性化、精细化的设计，文化内涵表现不足、

整体环境设施品质较低等问题，亟需加强精细

化管理。本文基于最新的第4代大数据分析，结

合现场踏勘，重点把脉沈阳街路的主要类型和

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街路功能类

型—街路设计引导—街路设计要素”的全要

素体系和评价标准，为城市街路精细化管理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1   沈阳市街路现状问题解析

沈阳市作为一座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

国际化城市，城市街路普遍存在着安全性低、

环境品质差、通行不顺畅，同时其管理部门交

叉等诸多问题，无法匹配城市的历史与经济地

位，成为城市建设的短板。笔者通过系统性、使

用者、管理者等角度梳理典型街路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相应的街路设计方案。

1.1   街路系统性

沈阳市街路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马路宽。

近年来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迅猛，沈阳市日均

高峰拥堵时长已高达2.5 h，白天平均车速仅为

28.95 km/h。为了缓解日益增加的交通压力，

沈阳市自2000年以来，街路建设理念以满足机

动车的行驶需求为主，大量街路呈现出宽阔的

机动车道与狭小的慢行空间的组合形式。这导

致了城市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加剧、慢行品质

下降、街路设施缺乏等问题，并诱发更多慢行

交通向私人汽车出行转变，形成恶性循环。二是

密度低（见图1）。适宜的街区尺度为4—6 hm²，

沈阳中心城区有40%的街区面积超过6 hm²，

a 路网密度                                                                            b 建筑界面宽                                                                         c 开发强度

d 功能混合度                                                                        e 绿视率                                                                                f 自然景观评价
图1  沈阳市街路大数据各项因素分析
Fig.1  Analysis of various factors of big data on streets in Shenyang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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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的街区面积超过8 hm²，不符合国家所倡

导的“小街区、密路网”的布局理念。并伴有

过街设施密度低、路口通行效率低、公交服务

覆盖不充分、慢道连通度较低等一系列交通问

题。三是绿量少（见图2）。通过大数据分析，以

统计获取的街景照片中树木、灌木等的视野率

占比来量化城市绿视率，沈阳市中心城区绿视

率为17%—20%，低于上海、杭州、广州等南方

城市。同时沈阳市受制于季节气候条件，现状街

路还未能做到“乔灌搭配，四季有绿”，导致在

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街路景观环境不佳。

 

1.2   使用者体验

笔者踏勘了沈阳市内百余条街道，关注各

类人群体验。从机动车驾驶员、公交乘客、电动骑

行者、自行车骑行者、常规步行者、弱势群体等多

视角出发，切身感知城市街路问题（见图2）。道

路通行方面的问题包括：路权划分不清晰，各类

交通相互冲突；路侧停车不规范，严重影响通行

效率；慢行空间不连续，过街设施不人性化等。街

道特色方面的问题包括：退线空间未利用，建筑

街道缺少互动；绿化空间比例小，植物配置缺少

层次；沿街设施不齐全，品质差布置不协调等。

1.3   职能管理

笔者通过梳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休息

座椅、邮政设施、行道树、绿化景观、垃圾桶、公

共厕所及路灯等24项要素的相关法律法规条

文内容，发现目前沈阳市街路各类要素分属不

同职能部门管理，主要包括：行政执法局（市

容处、市政公用处、风景园林绿化处、环卫处）、

路灯管理局、交通局、建设局和交管局等部门，

由于管理部门繁多，存在职责交叉、标准不一、

管理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建设成果品质良莠

不齐。

在管理依据方面，各职能部门主要参考沈

阳市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和部门规章管控各项

要素，而缺乏纵向、全过程指导的统一工作框

架。其中，地面铺装、各类箱体等多项要素缺少

相应的国家或地方的标准。管理精细化程度方

面，附属设施缺少形状、尺寸、大小、布局位置

及布局密度等内容。

1.4   设计标准

城市街道及相关附属设施设计是一个综

合性高、内容繁杂的工作，涵盖众多学科。现行

的国家、地方、行业或部门标准，都已有相关的

规划、道路工程、管线综合、建筑设计、城市绿

化、公共设施、市容管理等规范进行约束，但

依然存在标准不一、缺乏统筹、技术滞后等问

题，以《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规范》（GB50220-

1995）为例，其发布至今已超过20年，对于道

路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缺乏有效指导[5-6]。

目前，亟需通过详细的设计指引手段整合不同

专业的相关标准，引入国际通行的成熟做法对

现有标准进行补充、优化和细化，升级现行标

准规范。

2   新时期街路设计理念思考

2.1   “窄马路，密路网”的布局要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城镇化逐渐

从高速推进型转向速度和品质兼顾型，“宽马

路”的弊端已愈发显现，沈阳市现状街路可达

性差、通行距离长、过街困难、绿化覆盖率低等

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高品质建设。《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发展开放便

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生活街区”，

未来的城市建设需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

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系统

建设，倡导绿色出行未来是城市街路建设的主

旋律，“宽马路、大路网”将成为过去式[7]。

2.2   “人本位”理念回归

一座城市的建设管理水平与市民的幸福

感、归属感息息相关，过往沈阳市的街路建设

缺乏从使用者的需求角度思考，导致街路品质

低下，亟需回归“人本位”理念。所谓“人本

位”，并非完全否定以往街路设计中的经济和

技术要领，而是提倡以人在道路中的各种需求

为出发点，设计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性化”视

角，面向街路的管理者、设计师、建筑师等相关

群体，促进街路建设理念实现3个转变。（1）从

“车本位”回归“人本位”。从人的直接感官特

征出发，实现人和物的积极、顺畅交流，使行

人、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的通行空间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通行环境的舒适性、安全性得到极

大提升。（2）从“道路建设”转变为“街路建

设”。街路设计不仅仅是道路红线内的设计，还

需要对道路红线内外进行统筹设计，突破既有

的工程设计思维，突出道路的人文特征[8]。（3）

从“部门分管”提升为“协同共治”。整合现

有部门规范和实施标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

图2  沈阳市街路使用者体验
Fig.2  User experience of streets in Shenyang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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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路空间的协同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实现

从部门分别管理转向多元协同共治。

2.3   建立全要素管控体系

针对过往街路设计与管理上存在部门交

叉、规范繁杂等问题，沈阳市亟需建立一套标

准化全方位、全流程、全专业的全要素管控体

系。通过标准的“模块＋要素化”的方式对多

样复杂的街路条件进行有效的分解，在实践中

可根据空间的适宜性进行灵活组合。根据不同

性质和功能类型的街路，制定相应的设计指引

和断面设计，为街路工程提供设计条件，旨在

完善整个设计流程。同时，街路设计范围需由

红线内扩大至街路的“U型空间”，覆盖专业

由交通设计扩大至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和建筑

设计[9]。

3   全要素设计指引实践

3.1   以先进技术评估现状

沈阳市街路种类繁多、情况复杂，以往街

道层面的评估与分析在编制方法、管控精度上

受制于数据不足，且缺乏大规模、高精度的分

析技术，使得部分规划成果难以深入。本文集

成街景数据、PoIs数据、百度地图数据（建

筑形态、高度、地块、路网）、腾讯宜出行数据

（LBS），以及Geodesign领域的多种空间分析

技术，以大数据思维来实现全面、系统的街道

特色评估。并利用机器学习、SegNet识别等

新算法得出结论（见图3），强调多学科视角的

深度融合，与现场踏勘及主观经验判断加以印

证，提高分析结论的合理性。

3.2   重划街路类型体系

道路类型体系对于正确引导城市空间生

长，形成良好的路网结构，创建宜人的城市环

境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道路规范大多以机

动车交通为特征来划分道路等级，对整体景观

和空间环境考虑较少。为建设精细化、高品质

的城市街路，通过深入研究沈阳市的城市空间

格局及其演变历程，重点把控街区肌理、路网

形态、界面尺度、城市文化、日常习惯等关键特

征，借助大数据分析，对沈阳市街路的道路等

级和沿线主要功能业态进行有效提取，并综合

考虑沿街功能、沿街活动和特色风貌等要素，

划定出交通型、综合型、商业型、景观型和生活

型5大类道路类型。其中商业型街路可分为购

物和餐饮功能，景观型街路可分为都市、自然、

人文3种功能。共划定出“5大类，16小类”的

道路类型（见图4），形成颇具指导意义的街路

类型矩阵图。

 

3.3   标准断面的引导

传统道路设计以红线为边界，红线以外

至建筑界面的区域长期被忽视，存在不同设计

高程、铺装、绿化与设施，不利于统筹利用街

图3  沈阳市街路SegNet识别技术应用

Fig.3  SegNet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streets of Shenyang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图4  沈阳市街道类型矩阵图

Fig.4  Matrix diagram of street types in Shenyang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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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空间。本文将街路设计范围扩大至两侧建筑

界面，对街路空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分配。

根据交通类、生活类、商业类、景观类、综合类

5大类道路类型，共设计18个街路推荐标准断

面（见图5）。在实际应用中，规划道路断面综

合考虑慢行优先度、场所活跃度和景观精致度

3个因子，弱化道路红线对步行空间的分割，

使城市街路逐渐从“道路红线管控”向“街

路空间管控”转变[10]。
 

3.4   “人本视角”的策略引导

针对沈阳市街路现状通行不畅、慢行体验

差、过街困难、沿街设施缺乏、绿化空间不足等

问题，制定“安全街路、健康街路、特色街路、

智慧街路”4个方面设计引导。

3.4.1    安全街路

宏观上统筹和高效利用街路空间，加强城市

规划、道路工程设计及交通管理之间的衔接[11-12]。

优先采用绿化带、栏杆、高差等硬隔离措施，或

标识标线、彩色涂装等软隔离措施，实现机动

车之间，机、非、人之间的适度分离，保障各类

人群的通行安全。

重点优化交叉路口，遵循“以人为本”的

理念，打造安全、便利、集约、特色的节点公共

空间，进而以“点”带“面”，通过交叉路口环

境的优化带动城市道路整体空间品质的提升，

统筹考虑车道渠化、二次过街、信号灯、自行车

等候区和交通标识等必要因素。加强停车管

理，实现有位有序，通过物理措施限制机动车

的活动范围，避免随意停车对通行秩序、街道

环境的严重影响。同时，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

人行道应与公交站、地铁站等交通设施及人行

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无障碍接驳，人行

横道两端应设置缘石坡道，保证轮椅可以顺畅

通过。

3.4.2    健康街路

打造舒适宜人的街路慢行空间，保障步行

通行顺畅，创造积极有序、静谧惬意的步行环

境。综合考虑道路等级、道路类型等因素，合理

控制人行道宽度，保障其不小于1.5 m，严禁市

政设施及临时围挡等挤压步行空间。优化骑

行体验（见图6），结合城市绿道体系，充分

利用滨水路、风景区道路等资源，打造便捷、

安全、舒适的城市自行车网络，串联城市公

共空间。重视城市公交系统，鼓励规划公交

专用道，采用统一颜色涂装，分时利用，优先

保障公交车通行效率，主干路和车流量大的

次干路应采用公交港湾，将公交车站及非机

动车停放设施进行整合，保证绿色出行转换

便捷无阻。

3.4.3    特色街路

依托城市街路展示沈阳文化底蕴，重视

并延续传统街道肌理，保持街巷尺度和建筑风

貌，串联历史街区与风貌建筑，形成连续游线，

提供文化活动空间，注重文化与风貌塑造。街

路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符号（见图7），

通过绿化景观、建筑立面、艺术装置等要素塑

造个性与特色。改造街头绿地、广场，提供公共

交往场所，鼓励将街角空间、退线空间改造成

a 护栏隔离的自行车道                                                        b 绿化隔离的自行车道

c 彩色铺装的自行车道                                                        d 地面标线+临时停车
图6  优化骑行体验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of optimizing riding experience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图5  街道标准断面设计图

Fig.5  Standard section of the street design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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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的“口袋公园”，提供活动场所丰富空

间体验。塑造人性化街墙尺度，营造亲切、舒适

的空间体验。一般而言，D/H=1:1.5—2:1的比

例较为宜人，鼓励通过种植行道树增设空间界

面，变相优化街道高宽比。

3.4.4     智慧街路

加强街道设施覆盖、合理布局，保障街道

完整性的同时重视设施的艺术化设计，各类设

施集约布局在设施带内，避免市政设施妨碍慢

行通行，鼓励多杆合一、多箱合一、架空线入地。

设置智能交通灯，灵活调整通行时间；实施智能

监控系统全覆盖，保障行人安全；设置智能公交

站，显示屏展示公交到站、电子地图等实时信

息；鼓励设置智能灯杆，集成检测车流及人流动

态、发射WiFi信号、紧急报警、LED照明等功能。

3.5   “模块＋要素化”管控体系

结合沈阳市街路不同的空间、功能、风貌

等客观条件，建立“4类模块＋37项要素”

的特色引导体系，优化城市街路设计管控体

系。为方便快速查阅和推广使用，编制详细

的指引手册，以技术图纸加详细条文、数据

指标的形式归纳整理空间、位置、选型等详

细条件。

街路模块系统（见图8）分为机动车道、

交叉路口、慢行空间、退线空间等4类街路空间

类型，各类模块提供4种推荐形式及其适用范

围，在实践中可根据街路空间的适宜性进行灵

活组合应用。

街路空间要素系统（见图9）充分整合现

行规范和行业标准，归纳总结机动车道、交叉

路口、慢行空间、退线空间、街道家具、绿化景

观6大要素系统，共37项子要素，旨在实现街路

设计的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通过“以人为

本”的街路全要素设计指导未来城市街路建

设工作[13-15]。

3.6   加强街路设计管控

探索交通、景观、建筑一体化设计模式。

在规划设计阶段，加强对地区混合用地、街道

断面、街墙高度、底层用途等相关要素的管控；

在建设实施阶段，增加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内

容，并探索将道路项目规划管理和沿线建筑项

目规划管理进行统筹考虑，提升道路与沿街建

筑的设计品质[16]。结合沈阳市“人民设计师”

制度，为街道设计提供长期跟踪服务。

3.7   近期建设项目库

通过POI与ArcGIS的空间连接计算，提炼

出沈阳市公众关注最多、对外影响最大的特色

街路。结合现场踏勘调研，总结出“工业文化、

历史文化、自然风景、现代都市、商业购物、夜

景经济”6大类共百余条特征鲜明、公众关注

度较高、网络搜索频率较多的街路，形成街路

改造提升近期项目库（见图10），在建设实践

中明晰改造提升对象，可集中有限资源快速开

展近期更新。

 

4   结语

在新时期，街路的印象往往影响甚至决定

一座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采用人本位视角

审视城市街路的设计工作已在国内外引起广

泛的共识。目前，国内外关于街路和城市公共

空间的高品质建设的评价标准尚在讨论中。本

文以沈阳市街路为例，旨在探索建设一套具有

代表性的高品质街路的建设指引和评价标准
图7  历史文化特征风貌展示
Fig.7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图8  交叉口模块引导示意图

Fig.8  Guidance of the intersection model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图9  街路空间要素引导示意图
Fig.9  Guidance of street element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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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和方法。期待实现具有安全性、舒适性、

文化性、生态性等特性的街路建设指引体系，

建立符合标准精细化、品质化的建设评价机

制，促进街路建设理念迈向人性化、便捷化、绿

色化、生态化的良性发展[17]。当然，把城市街路

全要素设计有效地纳入城市的管理体系中，既

需要政府部门、沿线业主、企业和公众的共同

参与，也需要研究设计人员不断寻求新的方法

来改善城市街路的建设问题。

图10  沈阳市夜景经济类特色街分布示意图

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racteristic streets of night view economy in Shenyang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街路全要素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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