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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探索*

——以《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为例

性极强的复杂工作。一条优秀街道的塑造，需要

城市规划、交通设计、道路工程设计、沿街建筑

设计及相关空间与设施的使用管理等环节的通

力合作。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对统筹其中各个要

素与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1　街道设计导则的源起、发展与相关实践

1.1　理论研究基础

理论方面对街道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不断

提升，为街道设计导则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

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完整街道的概

念，强调街道设计要考虑各种交通参与者的需

求[3]；在此基础上，“多模式交通”理论提出，街

道设计要考虑沿线功能需求[4]；“街道城市主义”

作为比较新的理论，提出发挥街道的连接作用，

提升片区的功能和活力[5]。

街道指在城市范围内，全路或大部分地段

两侧建有各式建筑物，设有人行道和各种市政

公用设施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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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街道展示着城市的形象，人们通过街道来

认识城市。更加安全、舒适、活动丰富的街道会

大大鼓励市民选择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

街道本身也提供了城市生活的场所，将便利店、

菜场、理发店等基本生活服务设施与广场、社区

公园串联起来。街道绿化提供了动植物的生存

空间和迁徙廊道，对降低噪声、净化空气及减少

城市热岛效应也有着重要作用。街道还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增强社区吸引力、带动土

地商业价值提升等推动经济繁荣[2]（图1）。

街道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是一项综合

街道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街道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复杂工作。

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对于推动人性化街道建设、街道回归公共空间属性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从上海城市的发

展需求出发，结合地域特点进行了积极探索。导则借鉴国际相关实践经验，明确了导则定位、引导要素和引导方式，并在导则内

容、工作组织等方面体现出创新价值，为未来其他城市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Stre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space in a city,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basic public product. The work of street planning, designing, 

constructing and managing is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The preparation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zed street and to make street return to public space. Shanghai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learning from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lears its positioning, guiding elements and guiding mode, and embodies the innovation value in th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reparation of other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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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街道设计导则的源起与发展

2004年发布的《伦敦街道设计导则》

（London Streetscape Guidance）是世界上第

一本城市街道设计导则。工业革命时期，伦敦作

为世界第一大城市，也曾面临环境污染、交通

拥堵等一系列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自20世

纪90年代起，英国交通政策转向整合交通与土

地利用规划。1994 年，由环境部和交通部联合

出版的《规划政策指引13：交通》，旨在减少对

私人小汽车的依赖，鼓励对环境影响小的替代

出行方式。2003年，拥挤收费开始在伦敦市中

心实施，并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2004年，受伦敦规划局委托，扬•盖尔（Jan 

Gehl）提出将伦敦塑造成一座适宜步行的世界

级城市的概念，包括《伦敦街道设计导则》在

内的一系列策略由此出台[6]。

之后，美国、德国、纽约、阿布扎比、新德里

等国家和城市陆续发布了自己的城市街道设计

导则或类似导引，这些导引都反映了城市在一

定发展阶段的需求，其共同点在于指导街道建

设与管理的有序进行，推动人性化街道转型，促

使街道回归公共空间属性[7]（图2）。

相比国外既有导则，我国的相关工作还处

于起步阶段。在全国层面，2013年底住建部发

布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导则》，

提出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原则、系统

控制指标、各要素技术指引和规划编制大纲。

2016年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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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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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地位

与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1.3　国内外街道建设实践

在街道设计导则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内外

也开展了一系列街道建设实践工作。

自2000年起，纽约交通运输部开展《安全

街道设计》，聘请专业交通工程师团队通过改造

来提升全市街道的安全性。10年内纽约交通事

故发生率锐减30%，交通事故致人死伤率降低

29%，纽约成了全美街道最安全的城市（图3）。

哥本哈根由于市中心停车问题，部分城市

广场一度成为私家车的临时停车场。为了提升

城市风貌和街道安全，市政厅在别处开辟了大

型集中停车点，解放了广场宝贵的街道空间资

源。另一方面，作为更新实施体系之一，在闹市

区推行自行车旅游和自行车骑行的同时开展街

道改造提升工作，得到好评。

里约热内卢曾是巴西的首都，是巴西重要

的交通枢纽和信息通讯、旅游、文化、金融与保

险中心，人口密度极高。市政府街道改造工程伴

随着诸如足球世界杯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开展，

见缝插针地在市中心推进街道“去机动化”的

慢行质量提升和街道风貌提升工作。

近年来，我国也不乏对道路规划进行的人

性化反思。例如，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在

前期规划中将路网间距规划为100 m，交叉口半

径基本控制在10 m以内，形成了良好的“窄街

密网”格局；其他区域也进行了完整道路横断

面规划的初步尝试。

对上海来说，当前路网格局已经形成，中

心城道路资源基本稳定，针对这种特点和当前

的交通状况，单纯增加道路宽度、增加机动车行

驶空间，不但难度较大，也难以显著改善交通状

况。因此，上海着手编制相关规划，完善慢行系

统，提升街道空间的环境品质，如黄浦区慢行系

统规划、徐汇区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等。在黄浦

区、衡复地区、桃浦科技智慧城也开展了大量街

道品质提升的工作，在历史风貌道路整治、新区

道路高质量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正是在以上相关工作的良好基础上，《上海

市街道设计导则》作为全国第一本城市级街道

设计导则，通过具有创新价值的探索性工作，

为未来其他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积累了实践

经验。

2　导则编制中的核心问题

2.1　导则定位

街道设计导则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定位，不

图1   上海充满活力的城市街道
资料来源：金山摄。

图2    部分国家及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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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的必要。该导则旨在明确街道的概念

和基本设计要求，形成全社会对街道的理解与

共识，统筹协调各类相关要素，促进所有相关者

的通力合作，对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进行指

导，推动街道的“人性化”转型（图4）。

2.2　引导要素

引导要素是指导则的空间引导对象。多数

街道设计导则比较全面，将道路与两侧界面构

成的U型空间及空间内的各项设施都纳入了引

导范畴。但也有一些导则以部分对象为重心，如

《德国自行车与步行设计导则》是以步行空间

和骑行设施的引导为主；《纽约街道设计导则》

是以路内空间的引导为主；同样是纽约市发布

的《创造更安全的街道》，则重点关注主要道路

设施的安全性。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将引导要素分为

交通功能设施、步行与活动空间、附属功能设施

和沿街建筑界面4大类（图5-图8，表1）。

2.3　引导方式

引导方式决定了导则的主体内容。在既有

街道设计导则中，有两种主要引导方式：一种是

提出条线上的设计要求，形成条文，条文可以按

照引导要素来归类，也可以按照目标导向来归

类；另一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建立街道的方法

体系，即如何评价、设计、管理不同类型的街道。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综合了两种引导

方式。其一，以安全、绿色、活力、智慧为4大导向

提出具体设计要求，按照“导向—目标—导引—

措施”4个层次展开，导向之下形成若干目标，

目标之下提出若干导引，再辅以措施及案例进行

说明。其二，明确了街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不同

交通参与者的行为特征与需求，针对各类街道的

活动特点形成差异化设计建议，提出道路断面、

街道平面及交叉口的推荐设计（图9，图10）。

3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的创新点

3.1　设计理念层面

（1）根植上海，体现地域特质

上海是一座历史与现代融合的国际大都

图3    纽约街道改造前后对比（左：改造前，右：改造后）
资料来源：Making Safer Streets《纽约安全街道导则》。

图4    导则的读者对象与应用阶段①

① 图4-图8，图10-图13资料来源为《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注释

同导则面向的区域、内容、阶段和深度各有不

同。国外既有街道导则根据城市发展需求，在定

位上各有侧重点。有面向全国的，也有面向单一

城市的；有的导则偏重工程技术层面的要求，如

《伦敦街道设计导则》；有的专注步行或自行车

等特定方面的设计，如《德国自行车与步行设

计导则》；有的指导既有街道改造，如《美国城

市街道设计导则》。其中，《纽约活力城市设计导

则》以市民大众和设计师为受众，内容不深但

较为全面，重在传播价值导向。

基于当前城市发展阶段，《上海市街道设计

导则》既有统一价值观的刚需，也有提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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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导则的基本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

将街道塑造成为安全、绿色、活力、智慧的高品

质公共空间，复兴街道生活”。作为上海城市数量

最多、最为密集的公共开放空间，上海导则明确

提出街道从“以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将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要达成这种转变，必须

实现理念、方法、技术、评价等要素的一系列变革。

在理念上，从“主要重视机动车通行”向

“全面关注人的交流和生活方式”转变，不再把

机动车的“排堵保畅”作为考量道路建设、管

理的唯一目标，而是以实现人和物的积极、顺畅

流动为根本目的。在方法上，从“道路红线管控”

向“街道空间管控”转变，要求对道路红线内

外进行统筹，对管控的范畴和内容进行拓展，设

计范围从道路红线内拓展到红线以外的沿街空

间。在技术上，从“工程性设计”向“整体空间

环境设计”转变，将市政设施、景观环境、沿街

图5    交通功能设施 图6    步行与活动空间

表1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引导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市，在开埠1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形成了

多样化的城市肌理和与之相对应的街道空间。

上海导则作为一本城市导则，建立在对地域的

深刻理解之上，反映了城市在特定阶段的发展

需求。

首先，《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以下简称

“上海导则”）编制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

工作，走访上海数百条街道，拍摄上万张照片，

评估了当前街道使用现状，从中发掘问题，作为

图7    附属功能设施 图8    沿街建筑界面

导则编制的重要基础。其次，结合上百个上海

本地案例或照片对上海导则内容进行了说明，

论证了具体措施、做法在上海的可实施性和

可操作性，也是对既有街道建设经验的总结

和推广。最后，针对上海风貌保护道路、历史

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要求依托街道

传承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延续历史特色与人

文氛围（图11）。

（2）强调以人为本，突出4个转变

类型 内涵 主要要素

交通功能设施 与车辆通行有关的区域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专用道、公
交车道、分车带

步行与活动空间 与行人活动有关的区域 设施带、步行通行区、退界空间

附属功能设施 街道家具、铺装标识、绿化 安全岛、铺地、划线、非机动车停放架、照
明、行道树、座椅等

沿街建筑界面 两侧街墙、建筑附属设施 沿街立面、遮阳棚、雨棚、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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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历史风貌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塑造特色

街道。在评价上，从“强调交通效能”向“促进

街道与街区融合”发展，街道不仅仅具有交通

功能，还需要重视其促进街区活力、提升环境品

质等综合功能。

3.2　技术内容层面

（1）提出既有规范、标准的补充优化建议

目前，涉及道路的工程设计规范大多是从

交通、市政的角度出发做出规定，比较强调道路

的交通功能及工程属性，对整体景观和空间环

境考虑较少，上海导则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

提出一些优化建议，形成对相关规范的协调、补

充和完善。

当前城市道路分级主要考虑机动车交通特

征的差异，按照红线宽度、车道数量、设计车速，

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并形成了

相应的设计规范和标准。针对特大城市的交通

特点，上海导则对现有的道路分级方法进行了

优化：以车道数量、空间容量确定道路等级；以

具有弹性的管理车速取代设计车速；支路更强

调为社区及慢行交通服务。

但道路设计除了考虑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外，还应考虑沿街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沿街活动。

同一条道路在经过不同的功能片区时，也应有

不同的设计安排。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导则提

出依据功能与活动对街道进行分类，形成对道

路分级的有益补充，从不同维度定位街道。共分

为商业街道、生活服务街道、景观休闲街道、交

通性街道和综合性街道5大类[8]（表2）。

道路等级与街道类型是分别基于机动车交

通和沿街活动的分类方式，两者可以相互交叉。

例如景观休闲街道既可以是依托主次干路形成

的林荫大道，也可以是环境优美的滨水支路。例

如次干路经过商业区的相应路段会成为商业街

道，经过居住区又成为生活服务街道。

除完善街道的分级分类体系外，上海导则

还包括以下建议：对人行道进行分区设计，划分

为设施带、步行通行区和建筑前区。其中步行通

行区是供行人通行的有效通行空间，针对不同

情况给出其宽度推荐值，如人流量较大的主要

图9    上海导则体例示意图 图10    街道断面与平面推荐设计

图11    上海导则中的街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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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及轨交站点出入口周边，建议保证5 m以

上的步行通行区宽度。提出较小的路缘石转弯

半径建议值，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引导机动车

右转减速，支路车辆转弯速度相对较低、大型车

辆相对较少，可以适当缩小缘石转弯半径，以

8—10 m为主，极限不低于5 m。从土地集约开

发利用的角度，推荐使用较小的道路红线模数

及交叉口转角圆曲线半径，当交叉口转角圆曲

线半径由25 m减小为15 m，可增加343 m2可

建设用地[9]。补充非机动车停放区、公共自行车

租赁点服务半径等（图12，表3，表4）。

（2）将活力街道塑造与街区发展相结合

街道沿线的交通和活动需求与街区有着密

切的联系，街区为街道提供了厚度。上海导则从

街道网络、社区生活圈、开放式街区3个层面论

述了街道塑造与街区发展的相互关系。

人行道类型 步行通行区宽度建议（m）

临围墙的人行道 ≥2

临非积极街墙界面人行道 3

临积极界面或主要公交走廊沿线人行道 4

主要商业街，以及轨交站点出入口周边 5

主要商业街结合轨交出入口位置 6

主、次干路两侧人行道 加宽0.5—1

交叉口转角红线圆曲线半径（m）

转弯半径（m）
R2 R1 R2 R1 R2 R1 R2 R1 R2 R1

25 20 25 15 20 15 20 10 15 10

面积差（m2） 193 343 150 258 107

表2  街道分类体系

表3  步行通行区宽度推荐值

表4  交叉口转角红线圆曲线半径优化前后节约用地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资料来源：《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资料来源：《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类型 定义

商业街道 街道沿线以中小规模零售、餐饮等商业为主，具有一定服务能级或业态特色
的街道

生活服务街道 街道沿线以服务本地居民的生活服务型商业、中小规模零售、餐饮等商业以及
公共服务设施为主的街道

景观休闲街道 滨水、临开放空间、景观及历史风貌特色突出、沿线设置休闲活动设施的街道

交通性街道 以非开放式界面为主，交通性功能较强的街道

综合性街道 街段功能与界面类型混杂程度较高，或兼有两种以上类型特征的街道

上海导则评估了上海现状路网密度，对机

动车网络、慢行网络的合理密度进行了研究，要

求增加慢行网络密度，强化路径衔接。社区生活

圈方面（图13），希望通过密集的街道网络、高

效的土地混合利用，使居民可以在步行或骑行

范围内获取大多数日常生活服务，减小对小汽

车出行的依赖。上海导则还鼓励开放式街区建

设，采用建筑密度较高的围合式建造方式，建筑

沿街坊四周的街道布局，形成有积极功能的连

续街道界面，从而承载更高的活动强度，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促进更多的生活消费。

（3）提出积极的管理与实施策略

导则不同于强制性的规范、标准，其实施和

运用需要政府部门、沿线业主、设计师、企业和

公众的共同参与和鼎力协作。上海导则提出一

系列实施策略，希望形成良好的制度保障和舆

论氛围，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城市街道的转型发

展。包括规划引领、开放包容、弹性实施、保障

机制、控详规划管控建议和更新地区建议6个

部分。

例如，在规划阶段，对地区混合用地、街道

断面、基本街道设施、街墙高度、底层用途等街

道相关要素进行管控；在建设实施阶段，增加街

道空间一体化设计内容，统筹考虑道路项目规

划管理和沿线建筑项目规划管理；加强规划、交

通、交警、绿化市容等管理部门在规划、工程设

计环节的沟通协调，划分街道规划、建设与管理

维护的权责；建立街道的弹性管控目标，鼓励临

时性改造、分时段使用管理、划定机动车行驶限

速区；设立最佳街道奖项，奖励相应部门、基层

政府、开发公司以及设计师等。另外，上海导则

的实施有赖于技术层面相关标准的完善，同时

也有赖于每位驾驶者与行人的文明出行。

3.3　工作方法层面

（1）建立开放包容的编制平台

上海导则从编制之初就确立了开放包容的

工作模式。由中外设计公司的规划、交通、建筑、

景观等不同专业人员组成联合编制团队。在上海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统一组织下，上海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扬•盖尔事务所、宇恒可持

续交通研究中心等共同参与了导则编制工作。

在导则编制的不同阶段，举办了一系列

图12    人行道分区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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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街道”沙龙、专家咨询会和意见征询会，

围绕“从道路到街道”、“街道设计的理念与实

践”、“沿街建筑与街道”等主题，先后邀请了约

百位学者专家、一线设计人员、管理部门人员、

热心市民共同讨论上海导则，聆听了他们的宝

贵意见。

此外，还发挥同济408研究小组、一览众山

小团队等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策划街道调研，

推进活动执行。

（2）重视公众参与、公众宣传

街道属于公众，上海导则面向所有与街道

相关的管理者、设计师、沿线业主和市民，编制

团队重视采纳公众意见，向公众宣传导则理念。

一是上海导则本身行文通俗易懂，采用图

文并茂的表达方式，运用了大量形象生动的插

图、案例照片对文字内容予以说明。

二是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线上问卷调

查首次尝试了街景问卷的方法，参与调查的人

数总计超过1万人次。通过分析统计数据，了解

市民关心的现状街道问题，以及对提升街道环

境与功能的主要诉求。在澎湃新闻的“问吧”

栏目，上海导则编制成员直接与公众互动，回答

了大家关心的街道建设问题。通过“全心全意”

微信公众号征集上海最美街道，其结果作为上

海导则案例来源。在线下，街道与街区调研选择

上海4条社区街道及其周边区域作为主要对象，

观察微观层面的街道形态与街道活动，研究街

道生活的内在驱动力，其成果形成调研报告。

三是联合中国建设报、文汇报、东方早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进行一系列新闻报道，取得了

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宣传工作对于导则实际工

作的推进起到了极大作用，上海导则公众征询

的阅读点击量达到5万人次以上，上海导则正式

发布点击量超过10万人次。

（3）通过案例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与上海导则编制同步开展的还有《上海街

道案例集》的编写，旨在推广上海优秀街道设

计，为上海导则编制提供有力的支撑，并且更加

形象地宣传上海导则。编制团队在区县案例征

集的基础上，对28个案例进行了扩充、研究和汇

编。这些案例既包括已建成的优秀街道，也包括

在建的试点示范项目（表5）。

（4）在实践中体现导则生命力

上海导则的生命力源于实践，街道设计的

实践过程，也是上海导则的完善过程。目前，上

海导则结合天潼路、黄石路、丰谷路等街道开展

试点工作，运用上海导则中提出的人性化设计

理念提升街道环境品质。天潼路注重复兴风貌

魅力，建成激发城市活力的林荫街道。黄石路、

丰谷路的开发主体提出U型断面，将红线内的道

路、退界空间和沿街建筑的形象和功能进行一

体化设计与策划，再分拆进行工程设计。

上海导则也将结合城市发展需求和街道设

计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导则内容。定期对上

海导则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适时启动上海导则的

修订和更新，保持上海导则的前瞻性、引领性和

可发展性。

目前，设计团队已申报开展上海市地方标

准并获立项，希望能够对上海导则成果进行深

化细化，转化为地方性的街道空间设计规范。

4 　结语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重新

召开，会议认为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新的时期，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随

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上

海也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缓解交

通拥堵、集约用地、城市更新等一系列挑战。街

道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以提升街道环

境与功能品质为切入点探索转型发展方式，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导则的编制正是这方

图13    打浦社区15分钟生活圈案例
资料来源：《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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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街道名称 特征
1 南京东路步行街 中华商业第一街

2 中山东一路 展现城市形象的标志性滨水街道

3 淮海中路 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街道
4 圆明园路 步行化改造的外滩源老街
5 南苏州路 苏州河岸的景观休闲街道
6 吴江路 特色商业步行街
7 愚园路 历史风貌保护道路
8 武康路 百年历史名人路
9 衡山路 历史风貌与休闲娱乐一条街

10 桃江路 小方石铺地的弧形小道
11 龙腾大道、瑞宁路 城市滨水更新区的街道典范
12 云锦路 滨江林荫大道
13 丰谷路、黄石路 延续工业记忆的主题街道
14 大学路 新建社区主要街道
15 多伦路 历史文化名人故居
16 黄金城道 景观设计优美的住区公共空间
17 博成路 小街坊与围合式街区内的街道
18 碧云路 国际社区景观休闲街道
19 祖冲之路 人性化步行空间的复兴之路
20 杨家桥路 有机更新的滨水慢行道
21 东安路 地铁站周边街道改造
22 泰康路 田子坊外的特色商业街
23 方渠路、桃沛路 密路网、小街坊地区的活力街道试点
24 墨玉路 国际汽车城对外展示街道
25 青浦大道 交通、生态、文化于一体的景观大道
26 青赵公路 古文化主题廊道
27 环湖一路 临港新城滨湖景观环路
28 苏家屯路、抚顺路 新村宜人社区街道

表5  街道案例集案例名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面的一次有益尝试。然而，理念、方法、技术、评

价的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仍需要

管理部门、设计人员与广大市民共同努力，通过

不断的实践来推动街道的“人性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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