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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eet Design Guidanc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Xiamen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祁  艳    QI Yan

街道设计从空间属性上看是街道空间与设施的综合统筹，从社会属性上看是街道资源与路权的再次分配。我国街道设

计目前还面临着上位规划支撑不足、街道设计环节缺失、街区组织协调有限等问题。街道设计引导本质上是城市公共政

策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公共政策的外在表达，有着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以《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为例，在城市公

共政策导向下，构建由交通政策和系统规划组成的“城市—片区—街区—街道”的街道设计引导体系。

In terms of spatial attributes, street design is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street space and facilities. In terms of social attributes, 

street design is the redistribution of street resources and road rights. China's street design is still fac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lanning support, lack of street design links, and limited coordination of block organizations. Street design guidance is 

essentially an integral part and an external expression of urban public policy, with a profound soci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the Xiamen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as an example. Guided by urban public policies, it builds a 'city-area-block-street' 

street design guidance system consisting of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and system planning.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城市编制了

各自的街道设计导则。国际上，自伦敦2004年发

布世界上第一部街道设计导则——《伦敦街道

设计导则》之后，美国、德国等国家及纽约、阿布

扎比、新德里等城市陆续发布了城市街道设计导

则或导引[1]。上海于2016年发布国内首个城市级

街道设计导则，随后北京、深圳、广州、厦门等一

批城市也纷纷编制了相应的街道导则或道路设

计指引。这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的街道设计

导则编制浪潮，并非出自观念的突然转变，而是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在完成了以

生产方式机械化、交通方式机动化为基础的爆发

街道设计引导体系构建初探
——以《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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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长后，城市转型发展、人本需求上升带来的

对城市外部公共空间——街道的更高需求，既饱

含着人们对舒适街道环境的美好向往，也是现代

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街道设计引导概述

1.1   我国古代与街道设计相关的公共政策

实际上，把对街道的使用方式作为城市公

共政策并非始于近代，而是自古有之。两千多

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把“车同轨”列在“书

同文”“行同伦”之前，作为统一国家的基本国

策，《考工记•匠人营国》中对城市格局和街道

宽度的严格规定，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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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城市治理的公共政策。

始于东汉、盛于唐代的里坊制，是一种城

市与街道规划方法，更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

社会管理政策。里坊制把通向城门、划分“坊”

的干路称为“道”“街”，将坊内划分“里”的

支路称为“巷”“弄”，街、道宽大而巷、弄窄小。

唐长安中轴线朱雀大街宽达150多米，其他街、

道也达120多米，丝毫不亚于现代的景观大道，

但里坊四周各级街道甚至巷、弄都不准开设商

店，商业活动被限定在东市、西市内部，夜晚还

实行宵禁制度。街道的使用功能和使用时间被

人为限制，这是与汉代至唐代前期，固定农业

人口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城市社会秩序、维护

封建统治的首要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出现

了新的繁荣局面，里坊制格局在唐代晚期开始

被打破。首先是“市”以外的里坊内部，即沿着

巷、弄开始开设各式各样的商铺，甚至逐渐有打

破围墙向坊外街、道开店的“侵街”现象发生。

至宋徽宗时期，针对沿街开店开始征收“侵街

房廊钱”，象征着延续千年的里坊制正式取消，

各类街巷坊墙被鳞次栉比的商铺替代，甚至出

现通宵达旦的夜市，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

的店铺林立、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引车卖浆，承

载城市大部分公共活动的街道，成为中国城市

街道的主要形式，直至汽车时代的来临。

1.2   街道设计引导是城市公共政策的组成

        部分

街道设计从空间属性上看，是运用城市设

计思维，在明确街道定位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

型的街道交通与非交通性活动特征，面向所有

街道的使用者，因地制宜地进行街道空间分配

和街道设施统筹设置；从社会属性来看，街道设

计也是社会利益的协调过程，应以满足多数人

的出行需求和交往交流需求为前提，再分配街

道空间的路权与资源。因此，对街道设计如何加

以引导本质上是城市公共政策的外在表达。

交通机动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小汽车过度发展也带来城市用地蔓延、交通

拥堵、中心城衰落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着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反映到城市街道上，是街道设

计逐渐为机动交通所主导，街道空间不断被机动

车辆侵占，沿街活动受到不利影响而逐渐衰退。

因此，当城市机动交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

私人小汽车需求与城市街道有限空间之间的矛

盾不断扩大后，许多国家和城市的交通政策都开

始从以满足私人汽车为导向的供给型向控制私

人汽车流动性、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需求管理型

转变[2]。近年来兴起的街道设计导则，实际上是

城市公共政策，也是城市自身发展策略的一个组

成部分。

1.3   街道设计导则编制背景

1.3.1    《伦敦街道设计导则》

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第一大城市，伦

敦为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

问题，于1863年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路，

开启了以公共交通支撑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交通政策开始将交

通整合和土地利用结合起来。1994年，英国环境

部和交通部联合出版《规划政策指引13：交通》

（PPG13: Transport），强调政府搭建政策框架，促

进交通与土地利用的整合与协调，以降低交通需

求，控制机动车出行增长，鼓励最大限度使用公

共交通，并提出促进步行和骑行安全的措施。

2003年，为缓解中心城区汽车拥堵状况，

伦敦开始采取拥堵收费政策，促使人们从经济

角度考虑选择私人小汽车之外的出行方式。该

政策的制定充分征询市民意见，同时大幅度增

加公交供给，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到2005年

初，交通量减少15%，交通拥堵水平减轻30%[3]。

与此同时，为实现将伦敦建成世界最适宜

步行城市的目标，伦敦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计

划与导则：《伦敦步行计划》（The London Walking 

Plan）（2004）、《步行环境改善计划》（Improving 

Walkability）（2005）及《街道设计手册》（Manual 

for Streets）（2007）。2009年，伦敦交通局发布

《清晰的伦敦》（Legible London），提出一套完整、

清晰的指路系统，以取代伦敦市中心原有错综复

杂的指路系统。2010年，《街道设计手册第二版》

（Manual for Streets 2）发布。

2004年伦敦交通局发布的《伦敦街道设

计导则》，正是这些长期、系统化政策的一部

分，同时也是城市发展框架体系的一部分。

1.3.2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上海市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机动化

交通时代的城市，也最早开始交通政策研究

工作。1985年开始编制首轮综合交通规划，

1986年开展第一次全市综合性交通大调查，迈

出了系统谋划交通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研究》《上海市综

合交通规划》等10多项城市交通专项规划的基

础上，2002年正式发布的《上海市城市交通白

皮书》成为指导各系统、各级政府交通发展的顶

层政策，其中“轨道成网”和“私车控增”两

大核心举措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支撑城市交

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未来人性化、法制

化交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6年，上海发布《上海市15分钟社区

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以促进新时期城市

生活方式、规划实施、社区管理的转型，其主要

内容虽然侧重于设施完善，但其全面营造开

放、共享社区的目标，以及对住宅、就业、出行、

服务和休闲等各方面的规划对策，与街道环境

优化需求几乎完全一致。

同年，在上海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通过有

机更新实现内涵式增长的政策背景下，为推动

街道“人性化”转型，《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应运而生，从“完整街道”视角探索城市街道

设计，引领城市“道路”向“街道”的转变，

同时也是上海市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4]。

2   我国街道设计现实面临的问题

虽然宏观层面，很多城市已经制定了相应

的公共政策，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编制了

各层次道路交通规划，但我国目前在实际街道

设计层面仍存在很多缺失的环节（见图1）。

2.1   上位规划支撑不足

在我国目前的总规—控规法定规划体系

内，城市总体定位及相应的交通专项规划在街

道层面往往仅能体现为局部交通设施建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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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展策略也很少能够直接系统地指导交通

管理，使得具体街道设计普遍缺乏上位规划的

指导和协调，常常需要在街道设计层面孤立解

决机非矛盾。甚至在以机动车通行效率为导向

的背景下，道路越来越宽、支路越来越少，城市

路网格局难以形成适宜步行的街道空间基底。

同时，我国很多城市存在肌理拼贴现象，

即城市内部不同片区由于建设时期、地理条件

等原因，城市肌理与街道空间差异较大，其街

道现实矛盾和发展需求往往差异巨大，全市层

面的交通管理政策若不具体分区分类实施，很

难精准指导各片区的街道设计。

以厦门市为例，厦门市由多个岛屿和半岛

组成，从明初建设防卫城开始，历经百年商港、

公共租界、海防前线、经济特区的历史演变，形

成了厦门市各片区多样拼贴的路网肌理与街

道形态[5]（见图2）。

以中山路、鼓浪屿、沙坡尾为代表的历史

地区（见图2a），街巷形态自由舒展、建筑形式

多元交融、街墙界面丰富活跃、人文风情记忆

深厚。这类地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厦门近代城

市建设缩影，承担着大量历史保护和旅游休闲

的功能，要求街道具有较强的可步行性、丰富

的沿街活动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街道景观。

以禾祥社区、槟榔社区、湖里社区为代表的

老城地区（见图2b），街道布局规则有序，街墙界

面尺度适宜，生活商业复合便利，沿街植被茂盛葱

郁。这类地区富有浓厚的市井生活氛围，是厦门市

民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要求街道具有舒适的慢

行环境、适当的停车空间和良好的生活氛围。

以五缘湾片区、会展中心片区为代表的

新城地区（见图2c），较老城地区街区尺度明

显增大，街墙界面松散不连续，点状高层成为

主要建筑形式。这类地区空间环境开敞，承担

了厦门大量商务和公共活动，要求街道出入便

捷、服务得当、环境优美。

2.2   街道设计环节缺失

除城市个别重要街道外，我国大多数城市

街道在建设实施前并没有进行专门的街道设

计，仅开展了传统的道路工程设计，以满足交

通通行、市政设施和城市绿化的相关需求和规

范为主要目标，人行空间设计往往被忽视。一

些道路在工程性道路设计的基础上，单独附加

了绿化景观、街道家具、建筑立面等一项或多

项环境要素设计作为补充，但各个设计部分之

间往往缺乏配合协调，容易出现单一环境要素

过度设计、空间利用不合理等问题。

2.3   街区协调组织有限

街道的舒适宜人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街道

空间本身，还取决于街道背后的街区。如舒适的

慢行系统要依靠街区快慢交通的合理分流，丰富

的街墙界面要依靠合理的街区功能和建筑布局，

灵活的街道空间使用要依靠适宜的基础设施和

有效的街道管理。而现实街道改造很少从街区层

面解决问题，其改善措施一般仅针对街道铺装和

沿街立面一层皮，外表的统一和美化很难影响沿

街业态，单条街道强调步行而无法系统解决交通

问题。缺乏街区协调组织的改造很难从根本上改

善街道环境，往往还破坏了街道原有的活力。

3   构建从街区优化到街道分类的引导

     体系

街道环境改善从客观上说是城市发展的宏

观需求。因此，断面空间如何分配、是否允许沿

路停车、沿街店面如何整治等决定街道设计的

方向性问题，就单个街道而言没有评判依据，需

要在城市交通政策的明确导向下，构建从街区

优化到街道分类的系统化引导体系。

3.1   设定适应城市片区特征的交通政策

当城市的路网、建筑等物理空间建设完成

后，即城市建成区基本定型后，城市街道的使用

状况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政策的设定。城

市交通政策从整体上说可以分为“推”“拉”两

方面，“拉动型政策”指通过高占有率车道、停

车换乘计划和改善公共交通等策略鼓励小汽车

出行者自动转移到集约化交通方式上；“推动型

政策”指通过燃油费提升、道路定价、职住平衡

和停车收费等政策限制小汽车使用[6]。这些政策

落实最终大多与街道空间使用相关，潘海啸[7]在

图1　街道系统规划缺失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厦门市不同城市片区的街道形态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a 历史地区

b 老城地区

c 新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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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一文中，提出

9大方面的交通政策思考，其中6个与街道设计

关系紧密（见表1）。

从以上分析看出，一方面，交通政策对街

道设计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合理的交通政策是

街道环境改善的前提；另一方面，街道环境是

实施交通政策的最重要载体，舒适的街道环境

能影响人的选择，促进交通出行方式从私人小

汽车向集约公交与慢行转变。

城市不同片区由于城市肌理、路网结构和

发展定位不同，应在全市交通政策引领下，分

片区制定精细化交通政策，引导城市交通和生

活有序开展。以厦门市为例，3种类型的城市

肌理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在城市中所承担

的功能不同，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途径和方式

也各不相同[8]（见表2）。

精细化的交通政策可以针对性解决各片

区的现实矛盾和发展需求，各类推拉政策配合

使用可以疏堵结合解决交通矛盾，为各片区街

道设计提供整体引导方向，是街道环境得到整

体性、根本性改善的基础。

3.2   基于街区整体优化的设计思路

阿兰  B  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一书

中说到：“许多街道聚集在一起、街道与建筑物所

形成的整体空间效果，才是杰出的、令人难忘的、

真正有价值的!”[9]街道不能脱离城市而独立存

在，街道和建筑组成的具有丰富功能的街区是街

道活力的源泉，也能平衡协调各种交通方式，应

建立基于街区整体优化的街道设计思路，将街区

整体优化思路贯穿于街道设计全过程。

3.2.1    复合多样的街区功能

复合多样的街区功能是保持街道活力的

重要支撑。复合多样的街区可以在各功能之

间提供支援性服务，如零售、办公、居住、旅馆

和娱乐等（见图3a），同时密集的街道网络可

以提供更多的临街面，将这些日常生活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和公共开放空间

联系起来，使人们可以在步行或骑行范围内获

取日常所需服务并进行交往与休闲活动，从而

提高慢行出行比例，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和需

求，并带来丰富的街道游览体验[10]。

街区的功能混合可以在相邻街坊和街坊

内部的不同地块设置商业、办公、居住、文化、

社区服务等不同功能，也可以将不同功能设置

在建筑的不同部位和不同楼层（见图3b）。

小地块的开发模式有利于促进功能的深

度复合，对于大尺度地块和较长的街道，应注

重沿街设置不同的功能设施。例如位于厦门

市思明南路的中华城，虽然为集中式购物中心

（见图4a），但沿街设置为小单元骑楼商业街

（见图4b），不但在外形风貌上与周边骑楼街相

协调，也极大增加了沿街的商业活力。

3.2.2    合理有序的交通组织

街区内快慢速交通流线的合理组织是保障

街道环境的另一项重要支撑，应根据沿街功能、人

流车流的规模和方向、自然环境等，开展地区交通

组织，明确街道分工，合理安排各条街道的通行和

场所职能，并合理设置公交车站与沿路停车位置，

为各类交通方式使用者提供适宜的换乘节点。

在保障机动车网络的同时，应采取各种方

式提高慢行网络密度，如尽量将支巷、庭院、广场

等公共空间加以联通，并进行无障碍设计，鼓励

开发地块内部通道、广场、庭院向公众开放，共同

成为慢行网络的一部分。

以厦门市典型历史城区沙坡尾街区为例，沙坡

尾片区位于本岛西南角、中山路历史街区与厦门大

学之间，由于独特的避风港水岸环境以及创意、美

食、人文活动的植入，目前已经成为厦门休闲体验、

表1  交通政策与街道设计

表2  厦门市各片区交通政策应对

     顶层交通政策                                政策内容 与街道设计的关系

车辆拥有控制的
有效性

“牌照”限制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机动车辆
的快速增长，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牌照使用
时间限制，合理分配公共资源

街道空间的有限性意味着控制机动车
辆总数是一个必然需求，应纳入全市层
面交通政策

停车费与CPI的
联动机制

目前停车费用仍按照2006年标准执行，与物
价水平没有联动，对车辆使用限制作用变弱，
应跟随物价水平上涨，有效发挥杠杆作用

不同片区采用不同停车费收费标准和
对停车时间进行精细化管理，能有效控
制车辆在不同地区的使用密度并充分
利用街道空间

居住区的停车管理 露天停车比车库停车收费低，造成街道和
场地被占用

汽车入库规范停放，
街道空间回归慢行空间

停车配建标准与
公交可达性 公交高可达地区降低停车位配建标准 可提高公交高可达地区慢行比例，同时应

改善慢行条件为公交换乘提供良好环境
全面推行

自行车交通
在城市中心区全面推广P+B模式，使快速轨
道交通与小型低速交通配合解决交通问题

尽量完善自行车道系统，并通过街道空
间优化促进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

大力加快城市无
障碍交通的建设

无障碍交通体系不仅惠及残疾人，也包括
即将进入老龄化的全社会

无障碍设计是街道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体现街道人性化的重要方面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部分内容概括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城市肌理 发展需求 现状问题 交通政策导向

历史地区

保护历史肌理
留存历史文化
承载旅游休闲
延续传统商业

街道结构不完整
公交可达性低
街道空间狭窄
停车空间缺乏

加大公交供给
限制车速

设置交通宁静区
沿街停车政策

高标准停车收费
分时街道利用

老城地区
完善社区建设
维护市井生活
改善居住环境

停车配套不足
停车需求量巨大

沿路停车情况泛滥
慢行空间被占据

沿街停车政策
地块内停车复合利用
保障慢行空间连续性

保障公交供给
限制车速

新城地区
承载大型公共活动
承载集中商务活动

展现新时代厦门城市风貌

慢行环境舒适度低
支路网体系不完整

高标准非机动车系统建设
局部慢行网络强化

特殊政策（大型活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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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的新名片（见图5a）。但从街道环境角度

来看，沙坡尾街区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道路结构

不完整，内部支路直接连接外围主干路，支路之间

也缺乏连接；二是公交系统难以深入街区内部，整

体公交可达性较低（见图5b）；三是街道空间狭窄，

并缺乏有效管理，人、非、机相互抢道，停车空间少。

根据历史片区的交通政策导向，对沙坡尾街区

交通组织进行优化（见图6）。一是将整个街区设定

为交通宁静区，严格限制车速，避免过境机动交通

穿越；二是打通内部支路及街巷空间，形成密集连

续的步行网络；三是在街区主要出入口外围加强公

交站点设置，提升街区对外公共交通通达性；四是

对街区内的街道功能进行分类，对人、车进行有效

引导，并完善骑行道系统；五是挖掘适宜的空间节

点，丰富街道空间；六是鼓励外围新建地块适量增

加地下停车空间，为整个街区统筹提供停车服务。

3.3   城市街道特色彰显的分类方式

我国目前街道设计分类有两大趋势[11]。一

是交叉分类法，按照交通性与场所性维度，对街

道进行交叉分类，适合建设情况复杂的超大城

市，上海市和广州市都采取这种分类方式[12]（见

图7）。二是列举分类法，将能突出地域特质的街

道类型进行提炼，形成典型街道类型，适合街道

具有显著特色的城市，《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正是采取这种街道分类方式。

3.3.1    街道分类是一种街道设计方法

街道分类是一种根据城市实际需求和发展

变化进行的不断修正的街道设计方法，它以街道

自身特点和街道在城市中的作用为两大基本考

量因素，综合考虑行人和车辆的通行需求、沿街

设施的能级和使用需求、城市景观与文脉的展示

需求，对典型的街道类型进行提炼归纳，是街道

系统规划的重要环节。

同时，在全市层面进行街道分类及分类设计

引导，不但能彰显城市特色，打造具有地方文脉特

色的街道，还能对街区规划、街道设计提供清晰明

确的判断标准和引导，有效传递城市整体发展需

求，使街道建设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提炼出城市景观大

道、城市商业大街、历史风貌街巷、特色休闲商街、

城市一般街道、社区客厅街道、社区休闲街巷、社

区一般街巷8种典型街道。其中，前5类街道服务

范围较广，并承担着展现城市形象的职能，为城区

级街道范畴；后3类更多服务社区生活，与居民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为社区级街道范畴（见表3）。

3.3.2    街道分类是一个综合长期过程

街道和城市一样，是不断生长发展的有机

体，因此街道分类是一个需要综合运用和长期跟

图3　功能混合的街区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图4　中华城购物中心平面和外观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图5　沙坡尾街区街道现状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a 厦门中山路

a 中华城平面图

a 沙坡尾街区底商分布指数

b 上海大学路

b 中华城沿街骑楼

b 沙坡尾街区公交便捷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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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过程。

首先，现实中大部分街道不同路段具有不

同功能属性（见图8），需要进行分段引导控制。

例如厦门市嘉禾路—厦禾路贯穿本岛北部地

区，从厦门大桥，经过高崎站和高崎机场，向南

进入市区的路段，是进入本岛的重要门户，应定

位为门户型城市景观大道；从南山路起，各种大

规模的商业商务设施开始集聚在街道两侧，至

第一码头，可整体定位为城市商业大街；邻近火

车站汽车站的路段应兼顾门户景观和快速集散

的需求，经过禾祥社区的路段应兼顾居民活动的

需求。

其次，街道的功能属性是相互叠加的，需要

进行多层次的引导。例如，中山路骑楼街位于历

史街区内，是厦门最著名的传统街道，属于典型

的历史风貌街巷。同时，中山路也是厦门零售商

业最为集聚和活跃的街道，可以纳入城市商业大

街的范畴，在进行街道设计时，应按功能地位的

强弱确定街道主要类型，即以历史风貌街巷设计

要求为主要导引，兼顾次要定位城市商业大街的

需求。

再次，道路的功能属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需要采用动态的发展视角来看待街道定位。例

如，禾祥东西路是禾祥社区的主要商业服务街

道，承担着社区客厅街道的作用，但由于其良好

的区位和丰富的功能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社区

之外的消费人群，也兼具城市商业大街的功能；

顶澳猫咪街原本是一条普通的城市支路，在注入

猫咪博物馆等特定功能并经过不断更新后，已成

为一条颇具吸引力的特色休闲商街。

最后，应跳出现状，从城市的角度看待街道

定位。现实中有些街道的空间环境并不突出，甚

至有些杂乱，两侧也没有重要设施，如同安区环

城东路，街道界面零散、街道环境不佳，从现状角

度只能定位为城市一般街道，但从区域角度看，

环城东西路是同安重要的交通集散环路，为提升

同安整体城市形象，应按照门户型景观大道的要

求对其进行改造提升。

对街道进行分类应根据城市和街道发展需

求，研究街道定位及其发展变化，准确判断街道

功能定位，为街道设计提供明确指引（见图9）。

图6　沙坡尾街区交通组织优化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图7　广州市街道分类
资料来源：《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2017）。

表3  厦门街道分类及定义

街道
分级

典型街
道类型 街道类型定义 典型街道

名称

城市级
街道

城市景
观大道

指滨海滨湖街道、穿山靠山街道、重要观山望湖街道、城市及组团门户街道、
城市重要轴线所在街道，以及具有风貌建筑、特色乔木等景观资源的城市干

道级别以上的街道

环岛南路
环岛东路
湖滨中路
金尚路

城市商
业大街

城市商业大街指沿街商业功能集聚度较高、规模较大，服务辐射范围在区级
以上的街道

中山路
厦禾路

思明北路

历史风
貌街巷

厦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主要街道，具有地域历史特色街道格局的街道，单侧
或双侧分布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风貌建筑、文物古迹等的街道，体现历史

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的街道

中山路
龙头路
开元路

特色休
闲商街

某项功能特别突出、能够为本区之外的到访者提供休闲、体验、购物等优质
服务的特色街道

筼筜路
民族路

城市一
般街道

道路等级在次干道以上，承担区域交通功能，没有景观、风貌或其他特定功
能要求的一般性街道

体育路
金山路

社区级
街道

社区客
厅街道

居住、商务、办公、产业、教育等各类社区中，出入便利、空间充裕、社区公共
服务与商业服务设施集聚、与社区绿地广场等开放空间联系密切、能为社区

使用者提供主要服务和交往空间的街道

禾祥东路
禾祥西路
海富路
湖光路

社区休
闲街巷

社区级街道中植被覆盖率较高的街巷、滨湖滨河的街巷、联系公园绿地的街
巷，以及社区中承担主要休闲功能的街巷

华昌路
日东路
湖明路

社区一
般街巷 社区级街道中主要承担通行联络的一般街道

石鼓路
火炬东路
兴隆路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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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街道三维解构的引导模式

在明确街道定位后，对街道进行分类引导

是落实街道系统规划、衔接街道工程设计的重要

步骤。针对厦门市街道颜值与内涵并存的突出特

征，《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探索了一种基于街道

“通行、场所、景观”三维解构的设计引导模式。

3.4.1    街道属性的三维解构

街道是一个包含多重属性的复合空间，通

行、场所、景观是街道最主要的3种属性。通行是

街道的基本属性；场所赋予街道丰富的公共活

动；景观是颜值，更是城市自然与人文魅力的外

在表达。三者既有递进关系也相互促进，3个维

度的解构可以对街道设计进行更为清晰的定位

和更为系统的引导。

（1）街道的通行功能可以分为机动交通和

慢行交通两大部分。不同类型的街道对不同交通

的需求有较大差异，一条沿街商业发达的街道不

但需要舒适宽敞的步行空间，也需要机动交通带

来客流和运送货物，一条社区服务街道不但需要

满足居民日常出行，还承担购物交流交往功能。

因此，设计一条街道应首先通过街道功能和街道

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地位来判断该条街道的通

行功能应优先满足哪种交通方式，进而合理分配

街道空间。

（2）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不同的公共活动对场所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沿

街公共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商业活动、休闲活动两

种类型。商业活动对空间的紧凑性、功能复合程

度、界面活跃度要求较高；休闲活动对街道的空

间场地、环境舒适度要求最高。街道设计应根据

街道公共活动类型对街道的场所进行精心设计。

（3）街道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

多种信息的物质载体，是展现城市形象的窗口，

是人们了解、体验和感受城市的首要场所，很多

城市都因其或优美、或温馨、或悠久、或雄伟的街

道而闻名于世。街道景观营造是街道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提升街道品质的重要手段。

3.4.2    三维解构的街道设计引导

基于三维解构，《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尝

试从街道设计的规划目标、设计要求和设计要素

3个层面对街道设计进行系统化设计引导。

图8　厦禾路局部功能示意图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图9　街道分类思维导图
资料来源：《厦门市街道设计导则》。

在规划目标中，将“美丽厦门、魅力街道”

总体目标分解为交通“促进绿色健康的出行方

式”、场所“承载历史市井的人文活力”、景观“凸

显海滨花园的生态特色”3个子目标，规划目标

的分解明确了厦门市街道设计的目标导向。

在设计要求中，对“通行、场所、景观”各

要素进行星级控制，对不同类型街道进行差异

化引导（见表4）。例如，通行这一子项主要指慢

行交通的优先度要求，★属于基本要求，街道交

通功能以满足机动交通为主，保障基本慢行空

间；★★属于较高要求，街道交通功能要均衡考

虑机动与慢行需求，提供较为充裕的慢行空间；

★★★属于最高要求，街道交通功能要优先满足

慢行需求，提供充裕的慢行和活动空间，机动交

通主要为街道提供服务。设计要求的分级引导明

确了不同街道各维度的具体要求。

在设计要素引导中，导则将街道设计要素归

纳成“通行、场所、景观”3个方面，对街道设计各

要素进行分类引导。对街道设计要素进行系统化

归纳分类，进一步明晰街道设计内容的具体引导

（见表5）。通过3个层级的设计引导，在每条街道进

行具体设计时，可获取街道各维度、各层面的定位

和设计要求，为街道设计提供直接的依据和参考。

4   结语

城市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根本上是为了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街道设计引导应

始终把街道实际使用者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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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解构 分类要素                                                           具体设计要素

通行

空间协调 慢行优先、空间统筹、时间复合
步行舒适 人行道分区、步行通行区、设施带、建筑前区
骑行连续 车道设置、路权保障、停放设施
公交可达 轨交衔接、公交车道、公交车站
交汇有序 人行过街、道路交叉口、地块出入口

场所

功能复合 城市层面、街区层面、街坊和建筑层面
界面友好 街道尺度、界面优化、骑楼
节点丰富 节点形式、节点密度与尺度、节点与街道衔接
设施便利 基本要求、人行道铺装、挑檐/遮阳篷、休憩设施、照明设施、信息标识、环卫与市政设施
服务提升 路内商业设施、特色活动设施、路内停车

景观

特征显著 文化要素、自然要素、生活要素
街墙优美 建筑立面、重点部位、广告店招
绿植多样 行道树、其他沿路绿化
设施美观 设施美化、公共艺术
雨水疏导 透水铺装、雨水收集

姜洋，王悦，解建华，等. 回归以人为本的街道：世

界城市街道设计导则最新发展动态及对中国城

市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2（5）：65-72．

JIANG Yang, WANG Yue, XIE Jianhua, et al. Return to 

human-oriented streets: the new trend of stre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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