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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Methods of Overall Urban Design in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陈志敏   陈  戈   刁海晖   徐晓曦    CHEN Zhimin, CHEN Ge, DIAO Haihui, XU Xiaoxi

结合住建部对广州城市设计试点工作的要求，以广州总体城市设计为例，以构建活力全球城市和达成有用的城市设计为

目标，突出底线思维、共建共享的工作路径。采用多源大数据方法分析市域城市空间形态、风环境和人的活动分布，从宏

观、中观和微观等多层次构建特大城市形态系统管控模型。将重点地区、公共空间体系、山水廊道、滨水长廊和品质化行动

5个方面作为落实空间形态和提升城市品质的主体管控内容，通过规章立法和纳入管理平台两个途径来实现城市设计的

管理对接。强调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使城市设计工作在全市逐步形成一种氛围和行动系列，传递“城市设计让生活更美好”

的价值，达成对未来城市生活环境标准和要求的共识。

With the requirements on the urban design pilot project of Guangzhou from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P. R. China, this paper takes Guangzhou Overall Urban Desig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methods of the overall urban design in 

megacities. Aiming 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global c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design, Guangzhou Overall Urban Design 

focuses on the bottom line control and co-constructing. It uses multi-source big data to analyze urban space, wind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y distribution, constructs mega-mechanical system control model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and also 

launches control on key areas, public spaces, landscape corridors, waterfront promenade and quality action for implementing spatial 

form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the city. It puts forward two ways to ameliorate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design. One is regulation 

and legislation; the other is an integration of the work and the overall management platform. Guangzhou's overall urban design also 

emphasiz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to gradually form an atmosphere and action series throughout the city, to 

pass its value for better life and help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futur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s.

2016年2月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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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市设计水平，通过城市设计来落实

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有效手段，体现城市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

代风貌。2016年底，广州着手开展总体城市

设计和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工作。2017年7月，

广州被纳入住建部城市设计试点城市，探索

建立有利于塑造城市特色的管理制度，因地

特大城市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方法探讨
——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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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开展城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做有用实

用的城市设计；划定城市成长坐标，保护城市

历史格局，延续城市文脉；结合“城市双修”，

开展城市设计，推动城市转型发展。2017年，

广州借助全球财富论坛，全面开展城市环境

品质提升工作。

1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基础

1.1   我国城市设计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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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致力于建构历史、今天和未来

具有合理时空梯度的环境，致力于个性化城

市特色空间和形态营造。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城市设计已经初步构建起理论框架和

方法体系。2000年以来，随着快速城市化的

进程和城市建设社会需求的转型，我国城市

设计出现了一些体系性的新发展，主要反映

在：城市设计对人性化及品质化城市空间营

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构建，以及聚

焦整体空间形态、公共空间、街道、场所路径

等规划实践及数字技术的应用等方面。近年

来的大量研究和实践，逐渐浮现出基于人机

互动的第4代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在可见的

未来，有望实现从数字采集到数字设计，再到

数字管理的飞跃[1-2]。

总体城市设计是一种全域性形态系统设

计和管控手段，通过分析和把握城市整体的

环境风貌特色和空间形态格局特征，创造出

以公众感知为核心的特质空间和环境品质体

系。2000年以来，总体城市设计成为一种重

要的城市设计工作类型。北京、上海、天津、郑

州、成都等城市都陆续单独编制总体城市设

计，或将其作为总体规划专项设计专题开展。

有关工作方法、技术体系及核心内容方面也

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尤以王建国院士团

队研究最为丰富和系统[3-12]。空间句法、GIS

系统下的三维模型、社会学与场所分析技术

等方法，已经普遍运用于形态系统和视廊分

析、密度分区、高度秩序、热环境分析等大尺

度城市设计研究之中[5，11-16]。但对于像广州

这样地域面积7 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 400

万的特大城市来说，总体城市设计工作开展

的核心价值和技术体系，以及与城市规划及

管理对接的关系问题，仍是困扰我们的两个

重要问题。

1.2   广州针对住建部试点要求开展的城市

       设计工作重点

广州围绕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工作要求，

推动城市设计的先行先试，用2年的时间，通

过以广州总体城市设计为总纲，构建顶层空间

管控体系。通过以珠江为纽带，优化“一江两

岸三带”，串联沿岸重点发展地区整体提升；加

快推进重点功能区建设，形成多点支撑格局；

探索面向实施的管理制度，建立各方共识基

图2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广州城市设计覆盖范围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础；狠抓技术创新，搭建一个智慧化的管理平

台；树立国际视野，多项制度强化技术支撑；关

注微空间微改造，精细化提升城市品质6大工

作抓手，打造全国城市设计工作示范样板。

1.3  广州开展总体城市设计的基础条件

从1921年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

中的南方大港计划，到1932年广州政府发布

《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广州第一部正

式规划设计文件），广州形成了从老城向周

边多方向拓展的形态格局。1990年代广州

加强引入城市设计，重点设计建设以天河体

育中心和珠江新城为核心的城市新中轴线地

区。2010年亚运会前后，结合控规编制陆续

开展了白鹅潭、白云新城、琶洲、亚运城等19

个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在广州总体城市设计

开展之前，广州共编制了245项城市设计，主

要覆盖珠江沿线重点地区及白云机场周边、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等（图1）。2016年8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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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以一江两岸三带为纽带，优化提升

“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塑造依山、沿江、滨

海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提高城市设计水平，精细化建设公共空间等。

这些要求成为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开展的重要

纲领性文件。

2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整个工作过程贯穿

“读懂广州，守住底线；达成共识，聚焦品质”

的工作思路，尝试建构了适合于特大城市空

间特色与多维度系统整合的设计体系，并运

用“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第

4代城市设计原理，通过数字化手段揭示并把

握人们对多重尺度的城市空间认知体验的特

点，以响应“底线思维理性”与“实施管控

明确性”的双重目标。

2.1   技术思路: 问题与目标导向的多层次

       系统建构

设计包含3个层次的工作。一是读懂广

州：通过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及建构5大数

据库，共同形成对广州的共识。二是核心设

计：通过数字化城市设计手段，支撑岭南特色

风貌、三维形态引导、景观视廊、风环境与风

廊系统等9个针对广州城市特色的专题研究，

形成总体城市设计5大核心内容。三是管控引

导：通过衔接法定规划与指引精细化设计两

个层面实现，上有依据，下有抓手，保障设计

成果可读、可查、可用。通过总体城市设计，达

成瞄准全球城市定位、解决城市空间品质关

键问题和实现城市规划治理现代化3个方面

目标（图2）。

2.2   工作路径: 突出特色营造的底线思维、

        多方参与下的共建共享

面对新时期新要求，广州总体城市设计

作为最顶层城市空间管控工具，秉持以人为

本、岭南特色的原则，从两个方面切入工作：

（1）读懂广州，守住底线

梳理广州整体风貌，读懂广州城市特色，

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认识广州的山水与空间、

历史与文化、发展与传承、人情与精神，并以

此作为总体城市设计开展的基础（图3-图

5）。我国现阶段城市设计价值取向已从外延

式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区域协

同，更加重视多元内涵下的可持续性。因此，

总体城市设计，一方面需要延续已有成功经

验，另一方面更需要将城市视为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守住生态底线，从生态文明、文化

自信、经济发展等方面创造一个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城市环境，并在设计方法、

管理实施方面探索系统性突破创新。

（2）凝聚共识，突出品质

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尤其在开放、平

等、共享和互动的网络平台上，市民群体参与

城市建设的热情更加强烈。这对于城市文化品

质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创新活力提升等方面

提出了更多元的诉求。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工

作，需要改变传统组织方式，从社会凝聚共识，

从社区挖掘问题，以满足人民对城市风貌和空

间品质的美好追求为主旨，建设思路逐渐向

“工匠精神”转移，着重于品质化、特色化塑造

城市，提升精细化设计水平，探索多元参与、循

序渐进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强化广州东西交

融的文化气质和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增加市

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2.3   技术方法: 多源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运用了多维度模型、

图3　 广州生态底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广州水网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广州历史文化保护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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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市域三维形态系统模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市域高度分区管控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市域风廊分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市域活力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多源大数据、多尺度模拟定量分析，以支撑特

大尺度城市要求下，城市物质形态与空间环

境的感知体验研究与判别设计。同时，数据库

也作为技术支撑成为本次总体城市设计的基

本成果，实现了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的多层

次衔接并付诸实施。

（1）三维模型研究，市域层面全覆盖实

现空间秩序引导

在全市域层面，以4.4万个城市地块为基础，

基于GIS、FME（Feature Manipulate Engine）

建立城市总体指标数据库，通过对城市空间多

因子的系统迭代计算，典型地块数据参照，共

同确立合理高度区间，并通过城市设计修正，

建构三维城市形态互动模型。对接广州规划行

政管理的功能单元与管理单元，形成高度分

区，定量指引城市设计的总体要素协调，为高

度引导提供参考依据和分类标准，切实有效地

保护广州山水骨架，延续完整的山水景观格局

（图6-图7）。

（2）数字化环境模拟，全尺度引导城市

通风环境优化

通风廊道的研究，贯穿市域—中部地

区—重点地区—场地的全尺度。基于数字化

通风环境模拟的城市风廊引导：在市域尺

度，结合广州气象监测数据与天气预报模式

模拟，利用WRF模拟广州市域及周边的风场

环境，明确市域的风环境调控分区，提取市

域通风主廊道提供支撑；在中部地区，利用

通风潜力模型，对城市空间风渗透性进行描

述及可视化；在重点地区，利用CFD模型划

分强风、弱风、静风区进行重点地区通风廊

道的设计；由此构建多层次的通风环境优化

策略与指引，填补广州风环境方面的规划管

理空白（图8）。

（3）多源大数据评价，可视化分析构建

城市活力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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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的研究，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

城市活力评价。通过收集广州市域内5万余个

移动基站24 h手机信令数据，结合多源互联网

大数据，获取现状业态空间、活力资源等海量

数据，作为建立广州城市空间大数据库的数据

源。以此为基础，对城市空间职能、人群活力分

布、活力点热度及城市意象认知等方面进行可

视化分析，展示城市空间活力分布特征，为城

市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依据（图9）。

3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的主体内容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坚持“全球视野，广

州特色”，以“建设活力全球城市、美丽宜居

花城”为目标，建设文化名城交往中心，打造

世界地标湾区核心，营造广州标准品味都市。

以人的使用和体验来设计城市，营造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相匹配

的城市环境；以珠江母亲河为纽带，展现广州

魅力，凸显广州特色，使“城市如诗画、片区

如景区、节点如景点”。以此建立涵盖宏观、

中观和微观不同层次的城市风貌体系：宏观

层面，实现了总体形态与风貌的构建；中观层

面，贯通了公共空间体系、廊道空间体系以及

珠江开放体系，形成以大开放的珠江景观带

为统领，山水相望、廊道通畅的整体景观格

局；微观层面，从市民最关心的公共空间着

手，推动城市品质建设。

设计管控包括以下5大主体内容。

3.1   落实依山沿江滨海的整体风貌分区, 

        细化重点地区设计引导

（1）构建总体空间形态：在国内首次以

市域为范围建构了三维城市形态互动模型。

广州坐北面南、背山向海、山海城交融，本次

总体城市设计，在对接佛山、东莞等周边地区

风貌的基础上，梳理了依山沿江滨海风貌特

色，形成“双环翠广佛，三城映珠水；六脉通

山海，一轴领湾区”的总体空间形态格局。

（2）划分特色城市风貌：秉承传统山水

格局，依托丰富的地形地貌及“山、水、城、

田、海”并存的自然禀赋，形成特色鲜明的

北、中、南部地区风貌。北部地区突出山体森

林平缓、连绵起伏的生态风貌，中部突出传统

与现代交融的都市风貌，南部地区突出港城

融合的滨海风貌。 

（3）指引城市设计重点地区：指将历史

文化风貌区、现代轴线风貌区、滨水生态风貌

区、公共门户风貌区作为城市设计重点地区，

提出城市特色风貌、城市轴廊体系、公共空间

网络、城市文化活力、城市视线廊道、城市高

度引导6个方面导控要求，指引下一步城市设

计工作（图10）。

3.2   挖掘城市特色和广州味道, 贯通具有

        岭南特色魅力的公共空间体系

（1）构建历史文化骨架：延续广州城市

空间形态演变的格局，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体系基础上，系统构建历史城区“一城三区、

两轴一带一环”文化骨架，整体保护和复兴

广州历史城区；加强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打造若干条“最广州”历史

文化步径，建设古今交融、中西合璧，海丝文

化、华侨文化、岭南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

名城。

（2）贯通公共空间网络：以串联公共

空间活力点为目标，本次总体城市设计通过

GIS平台利用核密度算法和自然断裂法识别

活力街区和重要街道。以此为基础，规划形成

包括公共活力核心区、绿道、登山步道与森林

公园等在内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公共空

间网络，保证90%的居民在5 min内步行可达

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串联16个郊野公园的

图10　 市域重点地区划定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市域公共空间管控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市域重要视廊管控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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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翠环、14个滨江节点的活力水环，塑造

了珠江滨水世界级公共空间（图11）。

3.3   突出生态优先原则, 构建云山珠水相望

        的空间廊道

（1）划定通风廊道：根据广州气候特征，

依托山水脉络，依山沿水顺风，挖掘宏观风环

境特征与通风问题，形成保护6条市域主通风

廊道，构建5主22次的中部地区通风廊道体

系，提供舒适宜人的环境。

（2）划定视线廊道：则从营造公众可感

知的城市空间形态入手，结合城市轴线、门户

区域及重要山体，从人的角度，寻找凸显广州

城市特色的视点，以GIS三维数字技术进行

预判，划定视觉控制引导范围，将地标景观的

视觉感知转化为控制指标，共计划定4条市级

视廊，18条区级视廊，实现了看城市、看山水、

看历史、看风景的视廊体系贯通。以海珠湖公

园看珠江新城的视廊为例，以保障广州塔等

珠江新城地标建筑主体50%以上可见为原

则，确定视廊建筑高度极限值为265 m，确保

公众视线不受建筑遮挡（图12）。

（3）划定线性廊道：划定广州一号公路、

机场高速、第二机场高速等5条交通景观廊

道，通过线性工程的建设，串联滨水岸线、桑

基鱼塘与滨海湿地，串联历史文化要素和传

统水乡村落等，让市民亲近大江大海，向世界

展现广州的悠久文化和大地景观。

3.4   从大开发转向大开放, 规划更开敞、更

        生态的滨江绿色长廊

（1）开放滨江生态长廊：青山半入城，六

脉皆通海，广州总体城市设计以1 300多条河

涌水系为依托，打造水脉相连、水绿交融、水

城共生的岭南生态水城。依托一江两岸，借鉴

国际经验，沿江建设更开敞、更生态、更开放

的滨江绿带，建设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严控滨

江建筑高度与整体尺度，塑造前低后高、错落

有致的滨江建筑形态，打造行间见绿、开放舒

适、生态宜人的滨江生态绿色长廊。

（2）贯通珠江航道景观：以珠江两岸30 

km道路景观贯通工程为抓手，紧扣市民需

求，丰富滨江绿化景观、贯通慢性路径、增加

公共艺术设计，形成与珠江文化资源相融合

的精品景观廊道，以此建立独特而清晰的全

球形象。

3.5   微观系列精细化品质化行动

关注城市空间的微改造，着眼微观推进

品质建设。建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市区联

动、全民参与的开发模式，各相关职能部门牵

头，以塑轴（城市轴线与珠江景观带系列）、

强心（城市设计示范区系列）、筑点（城市

公共空间系列）、理脉（特色路径系列）4大

系列为主要抓手，持续推动城市微空间微改

造，使工程变成工程文化，再变成城市文化，

全面提升城市空间品质。预计2020年初见成

效，2030年全面完成72项提升计划，营建更

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的城市环境。

（1）精细化建设城市客厅：挖掘城市特

色、体验广州味道，从市民最关心的公共空间

着手，以“蚂蚁的视角”去感受城市和修补

空间，如花城广场周边、石室圣心教堂广场、

英雄广场周边等城市客厅，通过微改造、微整

治的方式，充分挖掘文化特色和场所精神内

涵，展示广州的历史感与文化魅力。

（2）品质化提升街道设计：城市道路的

设计，实现从“面向车”到“面向人”的转

变，实施“品质化微改造”，营造宜人街道空

间。例如推广“小转弯半径”的人性化街道

设计理念，在生活性功能为主的交叉路口，在

保证涉及车辆最小转弯半径和正常通行的条

件下，均采用较小的转弯半径，以缩短行人过

街距离，提升行人过街安全，增加街角公共空

间。通过一系列城市设计工作，使城市更安

全，生活更美好。

4　总体城市设计管控对接

通过法律规章的条文约定和管理平台的

技术融入2个方面，保障广州总体城市设计的

成果融入法定规划体系，有效发挥城市设计

在规划建设中的作用。

在《广州总体城市设计》编制同时，陆

续编制包括《广州城市设计编制办法》《广

州市城市设计管理细则》《广州市城市设计导

则》及系列专项导则等规章和指引，并将《广

州总体城市设计》作为专章内容纳入《广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使城市

设计的主体内容法律条文化。

编制团队也非常重视总体城市设计成果

在规划管理平台的技术融入。在市级层面纳

入城乡规划“一张图”管理平台动态维护，

在区级层面对接各区明确指引要求。广州总

体城市设计编制团队与规划管理部门进行了

多次探讨，最后确定将重点地区、重要视廊、

城市高度分区的“一区一廊一引导”作为试

点内容，将相关要求落实到广州市城乡规划

空间资源平台（一张图），引导下一层级的城

市设计；同时，提出11个行政区的区级管控指

引重点，落实“一区、一廊、一引导”涉及地

块，纳入市级管控要素及要点，并结合建筑景

观审查，对重点区域和地块设计进行建立总

体城市设计符合性审查程序的探索，切实地

将城市设计要求贯彻到实际工程建设之中。

5　凝聚社会共识的全过程公众参与

广州城市设计工作围绕打开门做规划的

思路，注重政府主导、多部门支撑：由专家和

第三设计组织共同推进，建立各方共识制度，

多次召开专家评审会，国内外专家为广州出

谋划策；持续进行了市职能部门座谈，征求了

11个区政府、23个部门意见；实现公众参与

活动由层级式到全方位、多层次的组织方式

转变；举办多项跨界活动，扩展了总体城市设

计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广州总体城市设计

公众推广专家咨询会”上的头脑风暴、思想

沙龙、国际联盟工作坊、广州特色摄影展等内

容，为后续开展的品质提升行动奠定了良好

基础。再如2017年7月，编制团队与政府、媒

体联合推出了“走读广州”公众体验主题活

动，推出3条主题线路，与市民、志愿者、骑行

爱好者等共同体验，品读广州特色，反馈慢行

线路、公共空间等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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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促进设计与实施的对接完善。一系列持续

性的公众参与和媒体互动，凝聚了社会共识：

2017年5月19日的“城市•空间•品质”思想

沙龙，11月11日的三城联盟工作坊，都得到

了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主流媒体及广州政

府门户网的持续关注和详细报道，引起了公

众的热烈讨论。

6　结语

在整个总体城市设计编制过程中，虽然

我们已经对在大尺度环境下建立起一套管

控城市环境与品质的方法体系做了大量有效

的探索，也初步厘清了与总体规划的对接关

系，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的继续深化，

总体城市设计工作要更加注重2个方面的

探索：一是开展全域大地景观要素的调查和

研究，让城乡风貌底线保护特色营造建立在

一个自然、人文景观的科学要素分析基础之

上；二是进一步研究建构科学化的三维数字

城市管控模型，使总体城市设计成为一个全

域建设信息的工作平台，从以地面为主体的

空间延伸到地上地下的多要素立体空间管

控平台，更好地发挥城市设计对建成环境实

施管控的有效性。

我们期待通过加强管控对接和公众参

与，一系列地区、街道、社区和节点的城市

设计深化、改造实施，使城市的街道、建筑

和场所加有品质化、人性化，使总体城市设

计真正成为一项开放协作、传递共识的长

期设计事件，实现城市设计让生活更美好的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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