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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l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Putuo District of Shanghai

褚  欣   叶锺楠   黄莎莎    CHU Xin, YE Zhongnan, HUANG Shasha

我国城镇化从增量主导向存量主导转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建成区开始进行城市色彩风貌控制和更新管控。由

于城市建成区自身的复杂性，存量条件下的色彩控制在现状色彩分析、色彩控制分区、更新实施路径和管理文件表达等

方面比城市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结合上海普陀区色彩规划和控制实践，探索城市建成区在色彩主题确定、色彩控制分

区划分、色彩更新实施路径和管理机制建立、管理文件表达和实施过程管控等重要环节的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探讨

与总结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建成区色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平衡、色彩管理的弹性与刚性平衡、色彩实施的效果控制以

及跨部门合作协调等关键问题。

As China's urbanization shifts from pure growth to infil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urban built-up areas begin to implement 

control and update requirements on color featur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the color control in 

infill developments faces greater challenges than new-developed urban areas in terms of current color analysis, color zoning, 

paths for implementation and expression on the management documents. Taking the color planning and control practice of 

Putuo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orking methods of important step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color theme, color zoning,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expression on 

the management documents and control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key 

issues such as the color uniformity and diversity balanc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flexibility and rigidity balance of the 

color management, the effect control of color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ross-sector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generation.

0   引言

色彩是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元素，它不

仅是城市重要的物质形象体现，也传达着场所

精神[1]。人类对城市色彩的关注由来已久，几

乎伴随着整个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历史，而专业

化、成体系的城市色彩管理要求则始于近代，

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2]有着成熟和系统的研

究成果及实践经验[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色彩

规划和管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先后有超过

100座城市编制了色彩专项规划。从现有的研

究成果和实践案例来看，在我国城镇化高速增

城市建成区色彩规划与治理——以上海市普陀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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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20多年中，编制的色彩规划大部分着眼

于对城市新区和新开发地块提出的色彩使用

要求，带有较明显的增量特征。而事实上，城市

新开发区和建成区由于其开发情况、色彩基

础、实施难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城市色彩的目

标定位、规划思路、管控手段和实施机制等方

面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从增

量主导走向增量与存量发展并重的今天，城市

更新成为城市物质空间和风貌形象发展的重

要方式。探索城市建成区的色彩规划与治理方

法对于提升我国大量“老城区”的风貌品质、

实现“旧貌换新颜”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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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建成区色彩规划与控制的难点

近20年来，我国的城市建成区高速扩张、

集中建设。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对总体风貌

形象和色彩使用控制不足，造成城市内各地块

色彩品质良莠不齐，地块之间色彩搭配随意、

杂乱无章，缺少特色性和整体性。因此，建成区

的色彩管理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于帮助和指导

城市建筑既有色彩的更新和优化，是城市更新

的重要内容。与城市新区相比，建成区的开发

程度高、权属情况复杂、功能复合度高、人口密

度大，因此基于城市更新的色彩规划和管理在

现状色彩分析、分区控制、更新实施路径和管

理文件表达等问题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1.1   现状色彩的分析、评价和诊断

城市建成区的色彩基础已经形成，其更

新和提升都是一个渐进和修补的过程，相应

的色彩定位和控制要求都需要在现有的色彩

基础上进行优化。因此，城市现状色彩的分

析、评估和诊断是城市建成区色彩规划和治

理的基础。传统的城市色彩分析方法包括现

场观测、照片比较、仪器测色，以及对城市使

用者的分析访谈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

在面对大面积城市建成区的时候，依然存在

着工作量过大、准确度不足、量化困难等问

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智移云”等

新技术为城市分析和诊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和方法，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对色彩现状进

行大量识别和量化分析将大大提高色彩更新

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

1.2   色彩控制分区的划定

在大面积城区的色彩规划和管理中，太

过单一的色彩要求和管控模式容易造成城市

色彩的单调乏味，降低城市各片区的可识别

性。为此，划定适宜的色彩控制分区、界面和

节点是使大面积城区色彩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的保障。对于城市新区而言，色彩管理分区主

要基于区位条件、景观结构、板块功能、开发强

度等进行划分，而城市建成区则还需要考虑色

彩基础、权属关系以及各片区的更新时序等要

素。此外，城市建成区人口和建筑密度高、用地

功能高度混合、板块之间界限模糊等特点也为

色彩控制分区的划定增加了难度。

1.3   色彩更新的实施路径

城市建成区的色彩形象已经形成，规划

的色彩目标无法通过大量新建项目的色彩选

择来实现，各种改造、修补和提升的城市更新

类工作是城市建成区实现色彩目标的重要途

径。具体针对城市中商品房社区、老旧小区、街

道公共空间、商业商务物业和社会公共设施等

不同功能、不同权属的对象，需要对其色彩更

新的实施主体、管理主体、实施时间、经费来源

等进行统筹安排，制定合理的行动计划，逐步

提升城市色彩风貌。

1.4   色彩管理的文件表达

在增量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色彩规划和

管理要求传达的主要对象是新项目的开发主

体，一般而言其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解程度

较深，并有相应的规划设计专业支撑。在城市

更新背景下，开发单位、产权单位、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小区物业、施工单位等都可能是色

彩管理要求的执行者。因此，对色彩管理要求

的表达方式在具体性、详细性和可读性等方面

提出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有大量面

对面的沟通信息作为管理文件的补充。

2   普陀区色彩规划制定

2.1   地区概况

普陀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区西北角，下辖8

个街道和2个镇，总面积为55.53 km²，地跨上

海内环、中环和外环。区内主要建成区包括大

面积工人新村、商品房住区、商务园区、产业园

区以及多个高校、商业中心、城市公园绿地等，

是典型的功能复合的高密度城市建成区。

作为上海开发建设较早的城区，普陀区

大部分区域都是近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逐

步建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功

能、不同开发主体地块的色彩选择方法和标准

各不相同，导致部分地块色彩品质较低，地块

之间色彩衔接突兀且不协调，给城市形象带来

一定的负面影响（见图1）。

2.2   地区色彩主题

色彩主题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在色彩上给

人的整体印象。国内外现有的城市色彩规划中

提出的主色调、色彩基因等概念都是对城市色

彩主题的表达。规划从地区的气候特征、地区

气质和现状色彩基础3个维度进行分析，为地

区色彩主题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4]。

上海的气候特点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日照充沛，属于中等光亮城市，比较适

合中高明度的色彩。普陀区是近代民族工业的

发祥地之一，区内目前仍有较多产业园区和工

人新村，同时又是上海现代智慧科技的创新高

地，拥有长风生态商务区、桃浦智创城等高新

产业园区，普陀区未来的核心功能将进一步向

“科研创新、金融商务和生活居住”发展，成为

宜居宜业的全球城市核心区之一。

普陀区中环线以内现状色彩已经形成。

从可实施的角度来看，地区的规划色彩主题

不宜与现状色彩基础有太大的偏差。规划对

普陀区的现状色彩基础进行了深入调研。考

虑到普陀区面积较大，道路和地块数量众多，

传统的调研方法工作量巨大且难以实现对总

体色彩情况进行概括，规划除了采用传统的现

场观测、照片比较、仪器测色等方法外，还引入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5]。以普陀区所

有街道3万多处网络地图街景数据为基础，采

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每一张街景地图进行场景

切割，区分其中的建筑、环境、绿化和车辆等要

素，并借助白平衡算法还原建筑的色彩数据

（见图2）。研究表明，普陀区现状色彩基础为

中高明度的橙黄色调和蓝色调，其中长风生态

商务区等办公、产业园区以蓝色调为主，居住

社区则以橙黄色调为主（见图3）。

基于上述3个维度的研究，规划确定普陀

区的色彩以展示“温润”“大气”“沉稳”和“精

致”为控制方向，以中高明度较低彩度的黄色

（H=45）①为主色调，并在其基础上增加蓝灰

色系作为补充色调（见图4）。

① 规划对色彩的量化采用孟塞尔体系，用色相（H）、饱和度（S）和明度（V）3个维度的数值来对色彩进行定量描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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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控分区与重要节点界面

普陀区面积较大，不同片区差异性较大，

为了因地制宜地制定更适合各片区的色彩管控

方案，规划从风貌特色、用地功能、建设动态、展

示要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见表1），将整个

普陀区划分为19个色彩管理分区，并对每个分

区的色彩管控在色彩主题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

明度和彩度要求。根据在城市风貌体系中的地

位，划定8个重要色彩界面，并将19个分区划分

为一般地区、严控地区和重点地区3类（见图

5），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进行管控。一般地

区通过管理通则和实施指引进行管控，原则上

不违反色彩的选取原则即可；严控地区通过色

彩导则进行管控，要求达到一定的色彩效果；重

点地区和重要界面建议在开发和更新时单独开

展色彩设计，一事一议，专项评审[6]。

3   普陀区色彩实施和管理实践

3.1   色彩更新的实施路径和管理机制

对于增量发展为主的地区，城市色彩的管

理主要体现在控制新建项目的色彩使用，而在

城市更新背景下，情况则更为复杂。由于大量

城市色彩已经形成，因此除了对新建项目的色

彩控制之外，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色彩调整、优

化的更新工程来提升整个地区的色彩品质。作

为高度建成区，普陀区在现有各项城市更新工

作安排的基础上制定了面向城市更新的色彩

实施路径来改变地区目前色彩较为杂乱的现

状，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针对普陀区现有的100多个老旧住区进

行屋面、墙面更新，住区市政、配套设施升级以

及景观环境优化等，对于色彩的提升重点体现

在墙面重新粉刷和贴面更新、屋面平改坡、坡

改坡等工作中对原有屋面色彩的调整等。老旧

小区更新的管理主体单位为区房管局，整项

工作分为4—5批完成，2019年计划完成3批

60—70个老旧小区的设施和色彩更新。

（2）主要景观道路环境提升

对普陀区现有的重要道路交通组织、绿化

景观、街道界面和相关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根

据对各条道路交通属性、生活属性和景观属性

的评价，形成道路自身的品质特征。主要景观

道路环境提升工作的实施和主管部门为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其中道路界面的围墙、门头、

宣传栏等要素的色彩优化是该项工作的重要

内容，将对城市主要街景的整体色彩起到较为

显著的优化提升作用。

（3）新开发地块色彩管控

结合地区发展的需求和现状特点，对新

开发和规划地块，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相

应地块进行色彩规划研究和分类，针对色彩管

控的具体要求在规划编制文件中提出指导性

意见，并在规划设计条件中进一步明确管控要

求，做到规划先行，以确保后续的开发建设达

图1　地区现状色彩问题（色彩品质低、搭配不合理、地块间衔接不协调）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自绘。

图2　街景影像矩阵及色彩提取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自绘。

图3　基于街景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的普陀区现状色彩数据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色相 b 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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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适宜的色彩效果。

要保证色彩规划的各种控制要求最终在

各项更新和开发项目中得到充分贯彻，相应的

实施管理机制至关重要。为此，普陀区提出跨

行政管理部门建立色彩协调小组的计划，以确

保规划对于色彩的各项控制要求能够落到实

处。色彩协调小组对区政府负责，下设协调办

公室、实施主体和专业技术团队3个板块。其

中，协调办公室主体为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全区色彩控制要求的制定审批、实施过

程的管控以及不同部门、单位之间的协调；实

施主体主要包括房屋、市容、绿化、市政等相关

管理部门以及公共工程的实施单位，主要职责

包括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和施工过程的管理、监

督、反馈等；专业技术团队主要包括规划编制

单位、专家咨询组等，主要工作为色彩规划编

制、各项工程项目的色彩咨询，以及必要的技

术支撑等（见图6）。

3.2   色彩实施指引

色彩规划和管理要求由规划管理部门和

规划编制单位制定，而城市色彩更新的具体实

施工作则需要由大量相关部门、开发单位、实

施管理单位乃至施工单位来完成。如何将相对

抽象、不易量化的色彩控制要求通过合适的表

达方式传达给各个相关主体是影响色彩管控

要求执行效率的重要问题[7]。普陀区色彩规划

建立了包括基调色、辅助色、点缀色选择和校

正验证等步骤在内的地区建筑色彩选择标准

流程（见图7），规定了不同步骤应采用的方法

和遵循的原则，作为后续各项建设活动中管理

主体、开发主体和设计方的工作要求。此外，针

对建筑立面更新、围墙改造等相对简单的实施

工程以及各类综合更新和开发项目中可能出

现的理解分歧，规划还基于不同的色彩控制分

区和建筑形式建立了相应的色彩实施指引，通

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色彩控制范围、推荐方案

和可选方案进行说明和表达（见图8）。

3.3   实施过程管控

城市色彩的实施环节是色彩规划要求贯

彻执行的最后一步，也是色彩规划最终展现效

果的关键步骤，从大部分城市建成区的色彩更

新实施情况来看，存在实施主体类别多元、对

规划管理要求的理解深浅不一的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会导致色彩规划管理要求无法全面得

到执行。因此，在普陀区的色彩规划执行过程

中，设置了方案和施工两个阶段的实施过程管

控工作。

（1）方案阶段的管控

方案阶段的管控主要包括规划发布、方案

咨询和方案审核。在色彩规划和管理要求制定

后，组织规划发布会议，将色彩规划的主要原

则和执行细则向区政府各相关系统管理部门、

各街道办事处、近期项目的开发单位和实施单

位等进行宣传和解释，提出各主体管辖和实施

范围内项目设计方案编制的色彩要求。在具体

项目设计方案编制后，召开色彩咨询和研讨

会，邀请相关管理部门和周边项目的开发、设

计方共同讨论地区色彩的协调策略。在项目方

案形成成果后，由城市色彩协调小组对方案的

图4　普陀区色彩主题定位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管控分区划分类型及管控要求

管控
分区 区域建设类型 管控要求

风貌
特色

历史
风貌

宗教建筑、
工业遗产、
高等院校等

历史建筑及其周边地带应划定协调片区，片区范围内色彩风貌整体考虑；
提取色彩基因的历史沿革，尊重及延续风貌特色，严格控制色彩使用 

现代
风貌

大型公建、
居住社区等 尊重及延续现代风格示范段的成功经验（如曹杨新村），周边区域与之协调统一

用地
功能

商务办公

管控分区划分考虑用地性质及功能定位相对一致；
不同功能类型建筑群有相应的色彩控制要求；

商务、商业建筑群常组合设置，具有较强的可塑造性，作为地区的视觉焦点和
区域发展节点，应严格控制；

居住、工业建筑群内部风格统一性强，采用协调引导管控

商业休闲
居住社区
文化体育
工业园区
公园绿地

建设
动态

建成区 建设情况直接影响后续整治、改造引导的可能性和力度，根据不同建设动态
情况划定管控分区；

建成区：改造力度较小，以色彩引导为主；
局部更新区：可根据通则内容引导协调；
成片改造区：更新力度较大，应严格控制

局部更新区

成片改造区

展示
界面

主要景观道路界面

重要的展示界面是色彩管控点对象，应严格控制 主要滨水岸线
大型绿地及

公共空间周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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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普陀区色彩控制分区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色彩协调小组构成及职责分工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色彩运用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见图9）。

（2）施工阶段的管控

在项目建设开展到建筑立面、围墙、屋面

及重要小品设施的上色阶段，色彩协调小组的

技术团队需开展现场沟通和检测工作，主要包

括施工前向工程团队介绍色彩控制要点并使

用分光测色仪对色彩小样进行效果确认；施工

完成后对项目的整体效果、与周边的协调情况

以及公众满意度[8]等信息进行评价和收集整

理；对于色彩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帮助

实施单位制定整改方案。

  

4   思考与讨论

4.1   色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城市色彩如果缺少整体控制，建筑之间、

地块之间各自建设往往会造成总体色彩形象

的杂乱，而大面积城区过于强调色调统一甚至

用色一致又容易使城市失去多样性和趣味性，

如何在整体协调和丰富多样之间找到合适的

平衡点一直是城市色彩规划和控制面临的重

要问题。总体而言，两者可以说同样重要，但是

在具体情况下，色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平衡至

少受到3个维度的影响。

（1）地区开发程度

一般情况下，地区的建成度越高，在其色

彩规划和控制中越需要重点关注统一性与协

图7　建筑色彩选择流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调性。高度建成区一方面色彩杂乱不协调的问

题已经形成，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是主要矛

盾；另一方面改变城市色彩的实施手段是更新

式、补救式和渐进式的，不可能快速、大量地对

现状色彩进行改变和优化。其由于在色彩管控

中对多样性的考虑不足而导致城市色彩单调

无趣的风险非常低。因此，在普陀区建成区的

色彩规划中，色彩主题的确定、整体协调原则

的建立和现状色彩逐步调整统一的实施路径

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控制范围尺度

对于小尺度的地区而言，即使大量采用完

全一致的色彩也不会给人单调乏味的感受；而

大面积城区、长距离街景的色彩缺乏变化则会

显得沉闷无趣。因此，地区色彩控制涉及的范围

越大，越需要加强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考虑。对

于需要更新的大面积建成区，还涉及内部不同

部分之间在色彩基础、功能、新旧、区位方面的差

异，色彩多样性的控制需要结合这些差异，按照

不同的片区、界面和节点进行不同方式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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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典和现代氛围

 一般而言，传统、古典建筑为主的地区更

倾向于色彩厚重而统一，而现代气息浓厚的地

区则倾向于色彩活泼而丰富。这也更符合人们

的认知经验和心理预期。因此，基于城市更新

的建成区色彩规划的工作思路宜强化而不是

削弱这一特征。以上海普陀区色彩规划为例，

对类似真如古寺周边这样具有鲜明传统中式

元素的地区控制以低彩度的灰黑色系为主，并

严格控制高彩度辅助色、点缀色的使用；对于

以现代风格为主的长风商务区则提供了中明

度的暖色系、明亮的浅色系、低明彩的蓝黑色

系等多种选择，并鼓励以组团或园区为单位形

成自己的色彩特点[9]。

4.2   色彩控制的刚性与弹性

色彩品质的高低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

性，对于任何城市而言，都不存在色彩的“最

优解”，需要明确的是，色彩规划是确保城市整

体色彩风貌不低于某一底线的管理措施，而不

是追求城市色彩如何更美的设计手段。事实

上，要让城市中出现引人注目的高色彩品质项

目，反而需要色彩规划和管理在守住底线的同

时，尽可能多地给具体项目的设计创意留出空

间。因此，在色彩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刚性要求

和弹性要求的合理组合能够给城市的高品质

色彩风貌提供优质的生长土壤。

从现有的实践经验来看，通常对城市界

面的色彩控制应比地块内部更严格；改造更新

类项目的色彩控制应比新建项目更具体；城市

重点片区、历史风貌片区的色彩控制应比一般

片区更刚性；但对于城市中关注度最高的地标

性节点，则可以采用较为宽松的控制要求，允

图8　色彩实施指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许一定程度的色彩突破，最终通过单独的色彩

设计和专家咨询、专项评审的方式确定地标节

点的色彩使用。

4.3   实施环境对色彩感知的影响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受实施环境的影响非

图9　住区色彩更新方案审核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高层住宅 b 多层住宅 c 商业建筑



规划实践 | 81 

图10　建筑立面色彩更新中的多部门协作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常显著，在不同面积、材质、光照情况、环境色、

观察角度等条件下，色彩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

果。因此，编制色彩规划一方面要熟悉色彩在

不同场景下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色彩

实施现场的观察、比对和校验，对于材质特殊、

大面积无变化、被植物遮挡严重、常年处于阴

影下等特殊环境中的建筑立面，要特别关注其

最终的色彩效果，对于不符合预期效果的，应

及时调整。

4.4   跨部门的协调与管理

城市色彩规划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制

定，但其实施和管理则是跨越多个系统的复杂

工作，城市建成区的色彩更新更会涉及地块主

体的意愿[10]，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立面改造

也会涉及多个部门和主体之间的协调管理和

分工协作（见图10）。只有对色彩管理和实施

过程有清晰的认识，理清各类工作的牵头方、

责任方、审批方、实施方和配合方，才能制定既

“高瞻远瞩”又“接地气”的色彩规划并科学

地实施和管理。

5   结语

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建成区和新建项

目主导的色彩管控有许多不同之处，最核心的

差异在于前者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和

优化，这就要求对现状的色彩基础、空间使用、

利益权属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价。同时，色彩更

新中大量更新工作的实施主体是街镇、社区、

施工队，色彩管理要求常常要直接传达到最基

层，这也对色彩规划在科学性、工程性、经济性

和可读性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上海普陀区作为

城市更新主导的色彩规划案例具有较强的典型

性，普陀区的色彩规划虽然已经编制完成，但漫

长的色彩更新过程却才刚刚开始，希望在这个过

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能够为全国同类的建成区提

供借鉴，从色彩的维度逐步改变“千城一面”的

现状，提升我国城市的形象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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