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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放街区步行环境质量评价初探*

——以南京河西CBD和日本品川国际城为例

定量地分析与评价城市开放街区步行环境质

量，同时建构相应的评价指标，对城市开放街

区空间形态优化以及步行环境设计具有一定

的参考应用价值。

1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城市步行环境质量研究，主要

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大数据背景下宏观层面影

响城市步行的相关要素研究。运用大数据下的

相关性原则，将公共步行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持续性的量化监控，得出区域、经济、气候、空

气质量等因素对于城市步行活动变化相关性的

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以商

务商业为主要功能并辅以一定的居住等其他

功能的开放式混合街区在我国城市中越来越

普遍。据统计，南京市旧城区2005—2015年

10年间该类型街区数量从13个上升为40个，

并呈现出功能类型不断完善、商务功能比重

逐步增加、空间紧凑度显著提高的趋势。由于

此类街区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其步行环境

质量对城市整体的功能效率与环境品质有显

著的影响，所以该项内容也是衡量城市整体

宜居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在我国新型

城镇化要求城市街区逐步开放的大趋势下，

当前我国城市中以商务商业为主要功能的混合街区数量不断增加，其开放性的街区内部步行环境质量是衡量城市宜居性的重

要指标之一。选取南京河西CBD一期南部街区和日本品川国际城进行调查和研究，从效率和舒适两个维度，构建开放街区步行

环境质量评价指标。指标对比分析及现场调查结果显示，品川国际城步行效率明显较高，两者舒适度相当。研究得出影响开放街

区步行环境质量的4个主要空间形态因素：商业空间形态、步行系统结构、外部景观形态和建筑界面形式。此外，街区规模及开发

强度对步行环境质量也存在一定影响，城市空间的紧凑策略是提升步行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The number of commercial-business mixed blocks in cities of our country is increasing.The pedestrian environment quality in open block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urban livability. This paper chooses southern blocks of first-stage of Nanjing Hexi CBD and 

Shinagawa Inter-city as examples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Appraisal target system of open blocks pedestrian environment quality is built from 

two dimensions of efficiency and comfort. Index contrast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pedestrian efficiency of Shinagawa Inter-

city is higher and they are basically equal in comfort. We concludes that four major space-form factors are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edestrian 

environment in open blocks, which contains form of 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 of walking system, form of external landscape, and interface 

form of the buildings. In addition, the block size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also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pedestrian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compact strategy of urban spa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pedestrian environ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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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通过步行指数初步评价城市整体的步行

环境质量[1]。二是街区空间模式与步行交通相关

性的研究。国外学者提出了融合型街道网格设

想，研究结果显示，步行与小汽车驾驶模式相关

的网络密度即步行与驾驶出行的连接度越高，

人们步行出行的意愿也越高，同时也能降低驾

车出行的数量，说明步行环境质量与机动车交

通布局存在较大关联[2]。三是微观层面城市空

间形态定量分析与城市景观主观感受的关联

性研究，如城市形态与城市外部空间微气候之

间的关联性研究[3]，城市微空间环境质量的定

量评价[4]，城市CBD区域步行环境质量比较研

究[5]，以及城市步行空间情感感受的研究[6]。在

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宏观外部条件

趋同的前提下，选取对比研究样本，在城市街区

空间尺度层面，从高效性和舒适性两个本源维度

建立衡量城市步行环境质量的空间形态指标，并

通过定量比较分析评价的方法，揭示开放街区步

行环境质量与其空间形态内在的关联性。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典型开放街区案例，考虑行人的

活动特点，结合城市步行系统分析，构建能够表

征城市开放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空间形态指

标，以获得初步的定量数据。根据现场调查获得

对开放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直观评价，与拟定

的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判断，得出影响

开放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关键空间形态要素。

2.1　案例选择

选取“南京河西CBD一期南部街区”（下文

简称“河西CBD南区”）和“日本品川国际城”

（下文简称“品川国际城”）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主要是基于两者均为城市区域级CBD、外部条件

相似、均采取了“绿轴”的空间布置方式，故而

步行环境感受的差异受微观层面的空间形态影

响较大。

河西CBD南区的两个街区由城市支路分

隔，有一定的连续性，用地面积约18 hm²。街

区内部由一条南北向的景观绿轴贯穿。北部

街区裙房为商业，高层商务办公楼和公寓楼

旅馆楼混合布置。南部街区在4角布置2栋超

高层商务办公及旅馆楼、1栋高层公寓楼和

1栋商务办公楼，商业裙房集中布置在中部地

带（图1）。

品川国际城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紧邻东

京主要铁路转运站之一的品川站，街区用地面

积约12 hm²。品川国际城主要以商务办公和商

业功能为主，只有部分集中的居住功能。街区内

塔楼数量较多且布局较密。街区中央有一条带

状下沉式中心花园，商业功能除一栋集中式商

业楼外，其余布置在建筑一层及负一层下沉花

园两侧和二层交通走廊沿线（图2）。

从两个案例的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来看，品

川国际城开发强度和商务办公面积显著高于河

西CBD南区，其塔楼和裙房面积比为河西CBD

南区的4倍，而其商业面积远低于河西CBD南区

（表1）。

2.2　构建步行环境指标体系

城市开放街区内步行人员类型复杂、人流

量大，步行方式和目的比较多样，所以需要兼顾

步行的高效率与舒适性。通过对现有指标计算

方法的研究和进一步探索，得出测度城市开放

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10项指标，这10项指标中

高效性指标包括步行空间本身的形态指标和与

步行行为最具关联性的功能高效性指标；舒适

技术经济指标 南京河西CBD南区 日本品川国际城
用地面积（hm2） 17.95 11.54

建筑面积（万m2，
不含地下车库及设

备用房）

总建筑面积（万m2） 101.17 100.48
商业面积（万m2）

商务办公面积（万m2）
公寓面积（万m2）
酒店面积（万m2）

24.51
39.15
16.80
12.31

11.36
60.57
12.41
3.80

容积率 4.35 7.86
建筑密度（%） 35.0 38.6
绿化率（%） 20.4 19.1

塔楼与裙房面积比 3:1 12:1

表1  技术经济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    河西CBD南区空间形态及功能构成
资料来源：http://digi.163.com/11/1104/05/7I083JEH001624J3_all.html，作者自绘。

图2    品川国际城空间形态及功能构成
资料来源：http://digi.163.com/11/1104/05/7I083JEH001624J3_all.html，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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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计算公式 注解

高效性

步行高效性

步行路网密度 km/
km2 街区内步行道路长度÷街区面积 衡量街区内步行路网分布的密集程度

路径多样化
指数 —

γ：路径多样化指数  L：道路连接数 N：道路节点数

衡量路径选择多样化程度，节点数相
同的情况下，道路连接数越多，路径

多样性越高[7]

功能高效性

功能复合平均
距离指数 1/km

D：功能复合平均距离指数  d：功能两两间平均距离

衡量水平方向混合功能间联系紧密程
度，取不同功能距离两两间平均值

商业服务高
效性 1/km 临步道的商业配套面长度÷街区面积 衡量步行与商业结合紧密程度（包括

负一层和二层步道）

舒适性

物理舒适性

夏季外部空间
遮阴率 % R：夏季外部空间遮阴率  S：街区面积 S1：建筑基底面积

S2：夏至日14点日照分析计算外部空间阴影区面积，
忽略与乔木投影重合面积

衡量夏季外部空间遮阴率对步行活动
舒适度的影响[8]

冬季外部空间
日照率 %

L：冬季外部空间日照率  S：街区面积 S1：建筑基底面积
S0：冬至日9:00—16:00日照 1h以上区域面积

衡量冬季外部空间日照率对步行活动
舒适度的影响[8]

风环境指数 %
A1：夏季静风区面积  A2：冬季强风区面积

S：街区面积 S1：建筑基底面积  W：风环境指数

衡量街区内风环境对步行活动舒适
度的影响[9]

心理舒适性

绿地率 % 绿地面积÷街区面积 衡量自然景观覆盖占比，绿地、水体
等自然覆盖符合人与自然亲和的心理

公共活动空间
覆盖率 % 公共活动空间辐射范围÷总用地面积

以100 m半径（步行2 min）为辐射
范围，开敞空间以边界为基准向外辐
射，非开敞空间以入口为基准向外辐

射，重叠部分不累计

尺度宜人性
指数 —

N：狭隘空间  d：建筑间距离  d0：建筑相对面长度
G：巨人尺度空间  h0：相对两建筑中较高建筑的高度

n：建筑栋数  P：尺度宜人性  

衡量街区内空间尺度宜人程度，防止
狭隘空间和巨人尺度空间的出现[10]

表2  步行环境指标计算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指标则包含物理舒适与心理舒适两个方面。具

体指标的计算方式见表2。

3　调查研究结果

经计算得出步行环境的各项指标数值，

并将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以河西

CBD南区的步行环境指标为基准值1，用品川国

际城的指标与河西CBD南区指标的比值作为品

川国际城的指标值。这两个数值既可以反映两

个街区步行环境的优劣，也可以将这种优劣差

值准确地用数据表示出来，便于直观对比。指标

计算结果见表3。

将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可得出两个研

究对象的直观对比结果，将对比结果用图表的

形式表达出来（图3）。从图示结果看出，品川国

际城的效率指标全部高于河西CBD南区；在舒

适指标方面，品川国际城除在尺度宜人性指数

方面明显低于河西CBD南区，绿地率与冬季外

部空间日照率略低于河西CBD南区外，其余指

标基本持平。

4　主要影响因素

从指标数值对比结果来看，品川国际城在

商业服务高效性、步行路网密度、路径多样化指

数、夏季外部空间遮阴率、公共活动空间覆盖率

5个指标方面明显占优。结合实地空间形态调研

的结果，可以判断影响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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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原始数据 标准化数据

河西CBD南区 品川国际城 河西CBD南区 品川国际城

高效性

步行高效性
步行路网密度 km/km2 29.25 44.71 1 1.53 

路径多样化指数 — 1.42 1.61 1 1.13 

功能高效性
功能复合平均距离指数 1/km 4.74 4.86 1 1.03 

商业服务高效性 1/km 5.07 13.17 1 2.60 

舒适性

物理舒适性

夏季外部空间遮阴率 % 38.22 56.78 1 1.49 

冬季外部空间日照率 % 86.80 81.64 1 0.94 

风环境指数 % 52.63 55.18 1 1.05 

心理舒适性

绿地率 % 20.39 19.06 1 0.93 

公共活动空间覆盖率 % 82.67 100.00 1 1.21 

尺度宜人性指数 — 34.00 2.80 1 0.32 

间形态要素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4.1　商业空间形态

由于商业是混合街区中商务与居住共享的

功能，其空间形态结构对街区步行环境质量具

有重要影响。商业功能的吸引力一方面取决于

业态布局以及使用人群的限定；另一方面其数

量以及空间形态的合理性特别是与步行行为结

合的紧密程度是发挥商业功能吸引力的重要因

素。品川国际城体现出来的商业活力和空间人

气得益于3个方面。一是本区域有大量集中的商

表3  指标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务人士和居住者，由技术经济指标对比表，品川

国际城商务办公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60%，而

河西CBD南区只有40%，可见商务人士和居住

者作为固定消费群体维持了商业功能的基本运

转；二是通过二层步行通廊系统和品川站交通

平台的无缝对接，形成了大量过境人流对商业

提供支持；三是商业空间与步行空间的深度整

合，包括下沉式花园两侧负一层商业主要作为

街区内部午餐休闲的消费空间；两侧的二层步

行通廊在提供快速步行交通的同时，将集中式

商业楼、各种休闲娱乐功能入口，与通廊平行的

内部商业街串接起来，由指标计算结果可见，品

川国际城的商业服务高效性为河西CBD南区的

2.6倍。由于为步行者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既增加

了步行的乐趣，又提升了商业的吸引力。

河西CBD南区虽然也采用了中央绿轴的空

间形式，但是未能将步行与商业有机结合起来，

导致街区内部空间商业活力不足。一是商业功

能布置在大进深的裙楼内，且层数较高，面积大

而使用率低；二是沿绿轴两侧商业连续性不强，

没有连通的可遮风避雨的骑楼或连廊；三是绿

轴步行空间与地铁及公交站点联系不够，直接

导致空间吸引力下降；四是商务功能占比过低，

进一步影响了区域内维持商业功能运转的消费

人群数量。

4.2　步行系统结构

步行系统的结构对步行的高效性、可达性

有很大影响，因为步行系统结构不仅仅影响到

步行路网密度，也会影响到路径选择多样性。由

河西CBD南区与品川国际城两个案例可以看

出，在街区规模接近的情况下，仅仅停留在地面

层的步行系统和立体的步行系统在步行路网密

度和路径选择多样性方面都会产生很大差别，

由指标计算结果，品川国际城的路径多样化指

数为河西CBD南区的1.13倍。这种差别不仅仅

体现在步行行为方面，还体现在步行感受方面。

立体的步行系统使步行活动更加便利，提供了

图3    指标对比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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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品川国际城景观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5    河西CBD南区景观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4.3　景观绿化结构

外部景观形态的立体化和多样性是提升步

行环境质量的有效手段，丰富的景观体验可以

缓解大都市高层林立的建筑空间带来的局促与

压抑感。从理论数据分析来看，品川国际城的尺

度宜人性指数明显低于河西CBD南区，但是由

于其注重微环境的景观品质和功能用途，使得

实际心理感受并没有数据显示那样悬殊（图4）。

实地调查显示，虽然河西CBD南区绿地率较高，

但基本停留在地面层上，且偏重于观赏：一是大

面积的草坪或者灌木设计虽然视线开阔，但草

坪内部并未设置汀步和步道，整个草坪甚至用

低矮的白色栏杆圈起来，阻隔了人的步行流线

和停留可能性，降低了外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导

致绿轴仅成为观赏型风景，失去活力（图5）；品

川国际城的绿轴属于多层次立体化设计，且尺

度更小，体验感更强，绿轴景观设计充分考虑各

种人群的使用需求，保证通道的连续性，避免大

面积的观赏绿地，采用大乔木与硬质铺地相结

合的方式提供吸烟处、户外就餐区、游憩花园等

实用功能空间。立体的空间设计增加了不同层

次的体验感受，真正实现了街区的功能复合，提

升了街区环境品质及空间活力。

4.4　建筑界面形式

建筑内外空间的过渡与引导也是提升开放

街区步行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建筑界面形式

的“灰空间”处理是日本建筑文化的传统，将

建筑入口及内部步行系统向城市开放，与城市

街道广场联通，可以提升城市外部空间品质和

步行空间之间的相互渗透能力（图6）。建筑与

城市空间结合的复合空间，强调了建筑在城市

环境中的作用，延续了城市活动，模糊了建筑内

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逻辑界限，为城市建筑功

能与空间的紧凑布局的可能性提供了新思路。

5　结语

从整体空间形态来看，河西CBD南区与品

川国际城都体现出高层高密度的大城市中心区

的形态特征，但是从其步行环境质量的分析来

看，河西CBD南区与品川国际城相比仍存在较

更多的动静结合的步行路线选择，多样化的交

通联系还加强了街区内各空间的连续性，使得

步行空间与负一层、一层、二层的空间紧密联

系，可供多种选择的顺畅的步行流线盘活了整

个街区的氛围。河西CBD南区的两个街区被市

政道路分隔，影响了绿轴步行空间的连续性；同

时，仅限于地面层的步行空间形成了单调的步

行感受，明显降低了步行环境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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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中心区开放街区

的不同开发理念。我国城市中心区的开发通常

采用商业大裙房及“插蜡烛”式的高层布置模

式，使得商务功能不足而商业空间过剩，商业设

施缺乏就近消费的固定人群；同时由于追求大

广场大绿地大水面等视线上的超尺度景观，导

致开发强度低下，不仅降低了土地利用率，还影

响了城市功能效率的发挥，对提高步行环境质

量提升城市宜居性并无裨益。因此，在一定的开

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前提下基于经济性、高效性、

舒适性3个本源维度的城市空间整体紧凑度的

提升，才是营造城市高密度活力空间的关键。此

外，在当今街区开放趋势下，结合步行行为模式

的合适的街区规模以及空间形态也是需要研究

的内容。开放街区并非越小越好，简单化的正方

形网格的土地划分模式也并不总是拯救城市的

“灵丹妙药”。在开放街区的规划设计中，结合街

区外部条件，营造高效的步行网络、完善的景观

结构、紧凑的外部空间形态，可以为城市开放街

区打造高质量的步行环境，向步行者展示城市

生活的特色与魅力，形成街区内的兴趣点和活

力增长点，使步行模式更具吸引力，真正实现

“宜居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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