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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Implementation-oriented Special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Special Planning on the Pedestrian System of Yuzhong District, Chongqing

代伟国   徐千里   胡玲熙   冯  廷    DAI Weiguo, XU Qianli, HU Lingxi, FENG Ting

为了增强专项规划的实施性，采用逻辑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剖析当前规划实施面临的问题和演进脉络，

分析政府、市场、市民对实施效果评判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对重庆市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进行剖析，提出关键

问题和有效措施。分析结果表明，为了适应不同诉求并形成较好的实施效果，需要有针对性地优化规划编制。具体包括3

方面方法建议：一是基于需求动力构建规划层级模式，二是基于实施要件修正规划技术路线，三是基于实施效果探索规

划编制范式。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al planning, this paper conducts logic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s and evolution of curr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zes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residents in evalu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Taking the pedestrian system in Yuzhong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key problems and practical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planning 

compilation needs to be optimized for different demands and better implementation effects. Furth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strategies: building a planning levels model based on demands, modifying the planning technical routes based on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and exploring the planning paradigm based on implementation effects.

基于实施导向的专项规划编制探索
——以《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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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的实施性与实施导向的规划编制

1.1   规划的实施性

不同层面规划的实施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宏观层面以战略引导为主，不具备直接操作

性；中观层面以控规的土地使用管控为主，无

明确的实施主体；在微观层面，修建性详细规

划多是以项目的形式出现①，可以直接实施。所

以，规划实施可概括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通

过其他规划继承、传导，最终以零星分散的方

式间接实施，不容易被公众感知；二是直接以

项目的形式建设完成，是直接的、显性的，也是

市民能直接感受的规划实施。

 

1.2   规划实施的决定要素

城市规划的对象是空间资源。在空间政治

经济学派看来，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

类似于任何商品的生产[1]。城市空间建设也受政

治、经济和社会等需求的推动[2]，政府、市场、市民

正是推动城市空间建设的主体要素，他们既是规

划需求的推动者，也是最终效益的评判者。

就动力需求而言，“政府要求、市民诉求、市

场需求”3个方面相互博弈，最终形成规划需求。

这正是规划编制的起点。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探

求规划需求问题，除了定性的分析外，有的研究

也经常按成本效益分析去响应规划需求问题[3]，

① 有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最终会被拆分，由市场上多个开发商以多个项目联合共同开发的形式完成建设实施。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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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在规划中去体现这种需求。这都是基于

实施导向在规划编制范式方面的应对。

就效果追求而言，规划实施的最终效果评

判取决于对“政府、市场、市民”的满足程度。

其中，政府关心执政业绩，市民追求自身权益，

市场追求经济利益，而规划师则需要进行多方

平衡，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综合

效益。为了得到更好的规划实施效果，也常常有

研究试图从技术上去评判空间环境的效益[4]。这

正是基于实施导向的规划技术反馈。

可见，基于实施导向的规划编制，时刻要

围绕着“政府、市场、市民”3个主体，并且要

从技术路线和规划编制范式上进行相应的改

进（见图1）。

1.3   面向实施的规划编制原则与关键要点

面向实施的规划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规

划编制而言，有以下4个原则：一是务实性，规划

重在解决问题，规划目标要充分结合地方发展水

平。二是经济性，规划拟实施的项目要充分考虑

投入和收益的平衡关系，或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

节约资金投入。三是落地性，审慎处理拆迁补偿

和历史遗留问题，充分考虑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

利益，确保规划能够落地。四是操作性，实施方案

要充分结合各个辖区和机构的事权划分关系，将

规划实施与地方治理体系融合在一起。

其关键要点有以下方面：一是明确规划要

件，开放组织架构，开门编规划，将相关单位和

机构统筹起来，共同确定主体、任务、目标、资

金、周期等。二是建立空间架构，形成“总体、

片区、地段”的空间层次关系，方便规划控制

引导和任务分解。三是做好示范模式，以“总

体+详细示范”的形式从两个层面为专项规划

后续实施做好技术示范和引导。四是完善成果

体系，以“导则+项目库+年度计划”的形式

夯实规划实施的具体内容。五是搭建技术协调

平台，动态处理后续设计和年度实施进度的衔

接，协调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以及与各个

街道社区、机构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

 

2   重庆市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的实

    践与探索

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是根据重庆市渝

中区人大决议②进行编制的，人大代表提案促使

政府关注市民公共生活，从需求动力上来说，是

基于市民实际生活诉求，为了响应国家“绿色

出行”理念，以及提高城市品质的需求。

 

2.1   规划与实施的演进

2003年至今，渝中区共有4个版本的规划

涉及步行系统。历版规划的范围逐渐从半岛扩

展到全域，理念和目标不断更迭：从特色要素

到旧城复兴，从交通梳理到生活品质，从步行

系统到步行城市，与时俱进（见表1）。

与此同时，这4版规划在实施方面都有一

定的时代特征。（1）第1版完成于2003年，“山

城步道”是设计中的10大特色要素之一，方案

中的步道只有南北纵向，目的是为了辅助解决

交通问题，在实施方面采取人大立法的方式确

定本规划的法律地位[5]。（2）第2版完成于2011

年，当时旧城更新提上日程，居民生活的空间

环境急需改善，步行作为出行、休憩、交往的生

活方式被提出，并初次形成网络系统[6]。在实施

层面，有针对性地选取第三步道作为示范段，

并进行了详细的方案设计，最后完成示范段的

建设实施③，成为渝中区城市建设上的精彩一

笔[7]。（3）第3版完成于2015年，规划吸纳并优化

了2011版步行系统规划的部分成果，并将规划范

围扩充至全区，但在实施方面没有明确的计划[8]。

（4）第4版完成于2018年，渝中区产业转型升

级，全域旅游启动。该规划整合了之前3个版本

的相关内容，并有整体系统的实施计划[9]。

纵观4个版本，在实施手段方面沿着“人

大立法、样板示范、意图吸纳、整体实施”依次

递进升级，在实施力度、操作性、机制创新等方

面都不断提升，实施效果也逐步改善。

 

2.2     现状问题

截至2017年10月，规划步道已基本串联

传统风貌区、特色老社区，但山城老街区④连通

性不够，其不通达的路段占比达12%。对可通

达段60.8 km进行评估，综合考虑“连通情况、

人车通行情况、城市家具、配套服务设施、业态

布局、绿化环境、标识标牌、特色风貌、特色宣

传”9个因素，现状评估结果较差的占42%，较

好的占58%。这些问题可归纳为3种类型：结构

系统优化及连通性、环境和配套、活力魅力。

 

2.3   规划编制的应对策略

为了更好地促进规划实施，规划编制中采

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主要包括：模式、内容

体系、过程协商、成果表达和实施控制5个方面。

 2.3.1    编制模式：一体化编制

由于实施要件相对明确，在规划编制初期

就明确了相关内容，综合考虑实施主体、投入

资金、时间周期等限制条件，并导出便于实施

的项目库，最终形成一个分层次、分阶段、分步

骤、按年度、有计划的规划实施方案。这是技术

方案与实施方案一体化合并编制的过程。

2.3.2    内容体系：目标分解、两层级架构、各有

            侧重

规划在总体层面以宏观系统规划为主，主

要完成公共空间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实现公共

利益。在详细层面的局部节点和地段，开发商有

偿介入，借助资本力量，以市场经济规则，通过经

营城市的理念，以步行为主线，全面推动服务能

级、空间环境、业态文脉等城市品质的综合提升。

（1）目标合理分解

在总体层面提出“适宜步行的城市”的长

图1　规划实施的决定要素关系图

Fig.1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cisive factors i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 渝中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徐千里等13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建设适宜步行的渝中半岛，营造充满活力的城市”的建议》的议案，经大会主席团研究决

定立案，并交由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③ 作为示范段的第三步道建设完成后取得良好的使用效果和口碑，此版规划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④ 渝中区将区内老旧社区的类型进行梳理，提炼归纳形成了“三个十”：10个传统风貌区、10个特色老社区、10个山城老街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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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目标，将建设步道系统作为近期目标。近远期

目标结合考虑，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现。

（2）总体层面：政府主导聚焦于公共服务

规划的近期目标是步行系统，而远期是步

行城市，是“大步行”的概念，让更多的人从必

要性步行活动提升到社会性步行活动中，从而

实现居民更高级的社会需求[10]：将“步行城市”

作为远期目标，规划重点则回归到步道本身。这

样的战略收缩也并非对步行城市理念的否定，

而是在宏观层面聚焦于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

（3）详细层面：让市场参与到城市经营中

规划的后期，策划、运营已经自发地产生，

市场开始主动介入，一些开发商和运营商有意

要参与CBD的步道实施和运营，以改善环境、

提升业态、增加人流、上涨租金等。这样的步道

建设需要综合考虑“业态调整升级、建筑及设

施更新、空间环境优化、传统文化开发”等外

延性议题。这在本质上就是城市双修和旧城复

兴，也正是前文所述的步行城市。

2.3.3    规划协调：多主体协同

规划实施过程中，由渝中区市政园林局牵

头，各社区街道配合梳理出原计划实施的项目。

与此同时，由重庆市步行系统规划定稿并实施，

最终通过多个主体协调有效推进规划实施。

2.3.4    成果表达

（1）制定科学合理、面向实施的规划导则

针对一般规划实施中常见的障碍和难点，

在导则制定方面开展如下工作：详细摸排现

状、准现状，评价空间质量，提出改造措施；充

分结合权属关系；充分对接拟实施的项目，对

于已经立项暂时不实施的项目，在技术和实施

层面进行预控，保留未来衔接的可能性；测算

实施成本和拟投入资金的关系，面向实施提出

可行的措施和要求，为后续详细设计提供科学

合理的依据（见图2-图3）。

（2）建立切实可行的项目库

按分区、分段、分类型的原则将规划成果

转化为具体的、可实施的项目，在导出项目过

程中，与社区管理的范围、权属相结合，并充分

统筹进行中的其他工程项目，形成可操作的建

设项目。比如在规划中，一条连续的步道用统

一的标准、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导出是最理想

的，但是因为其中局部地段穿插由开发商主导

的旧城改造的商业项目，那么基于最终实施便

利，对于设计标准、规划方案、项目分包等均进

行重新优化，甚至在部分路段严格按照街道辖

区的行政边界导出项目和实施方案。

2.3.5    实施控制：全过程跟踪

渝中区规划部门多次就规划的后续实施

提出相关要求，主导实施的部门也多次邀请项

目负责人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全过程控

制的方法，对规划实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

于规划师也是一种良性反馈，它帮助规划人员

积累了规划实施的相关经验。

 

2.4   小结与启示

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在短时间内快速

实施，使得各方面矛盾和关键问题得以全面集中

显现。这对于考察规划实施问题是一个绝佳的观

察样本。为了得到更好的规划实施效果，从政府、

市场、市民3大主体出发，针对规划模式、内容体

系、机制保障等3个方面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以下

3个参考性结论：一是实施导向的城市规划模式

应基于需求动力和利益诉求进行构建；二是规划

管控的内容体系要基于实施要件对技术路线进

行修正；三是相应的机制调适需要基于实施效果

的规划编制范式创新和机制保障。

 

3   需求动力与规划层级模式架构

3.1   规划编制的需求动力

规划实施为人们提供了城市产品和公共

设施，这种动力从本质上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

表1 渝中区步行系统规划和实施的演进比较

Tab.1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Yuzhong District Pedestrian System

资料来源：文字内容由笔者绘制，图纸来自相应规划。

时间 名称 范围 方案 结构 长度/km 问题 导向 实施方式

2003年 渝中半岛城市
形象设计 半岛 纵向 纯步道（梯道） 9条“山城步道” 20.7 解决纵向交通

问题

城市设
计特色
要素

人大立法 相关规划继承、
吸纳并落实

2011年 渝中半岛步行
系统规划 半岛 纵向 + 横向 纯步道 + 人行道 1环、5横、12纵 60.0 老城改造提升

生活的
空间环
境改善

示范引领
进一步编制示
范段方案设计，
独立实施

2015年 渝中区美丽山
水城市规划 全区 纵向主导 纯步道 + 林荫道 2横、12纵 40.0 山水体验感受

山水特
色城市
的支撑

意图吸纳
纳入专项规划，
试图借助相关
规划实施

2018年 渝中区步行系
统专项规划 全区 均衡网络 均质步行网络 1带、6横、12纵 98.2 复兴旧城 迈向步

行城市
系统的实
施方案

制定了系统明
确的方案，全
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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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种需求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规划

编制诉求，最终以两种方式进行驱动：一是政

府自上而下的计划，二是市场自下而上的需

求。前者偏宏观、偏公益、偏控制，表现为各种

宏观层面的总体规划、中观层面的控规，以及

以公益性职能为主的专项规划；后者偏微观、

偏经营性、偏开发，表现为修建性详细规划以

及经营性用地的规划设计（见表2）。

经营性项目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主导

进行资源配置，多由地产商主导开发建设，其

规划主要是落实战略、遵循管控，最终形成方

案设计蓝图，城市中大部分房地产项目都属于

此种类型。这是自下而上来自市场的动力。

 

3.2   规划实施的模式

围绕项目的驱动类型和实施主体，以及社

会资本的参与情况，规划实施大致分为以下几

种模式：一是非经营性项目，多为公益性，不以

盈利为目的，一般是地方政府为实施主体，多

由地方财政独立出资。二是经营性项目，面向

市场且具有盈利性，多数是以市场企业为实施

主体，社会资本独立出资。三是混合性项目，兼

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可以将其剥离按公益性和

经营性项目拆分实施。

此外，基于PPP模式的公私合作也为规划

实施提供了多元选择。在这种模式中，部分政府

职能和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市场主

体，政府与市场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关系，政府得以减轻财

政负担，市场主体的投资风险得以合理约定。从

实践来看，这种方式通常有4种：政府出资企业

建设、政府委托企业建设、政府出政策授权委托

企业经营、政府协调企业建设[11]。根据项目有无

经营需求，又可以区分为BT模式、BOT模式等。

总之，这些公私合作模式为规划实施提供了多

样化的选择，是规划实施的重要补充。

 

3.3   实施性规划的层级体系搭建

（1）两层级架构

从宏观到微观，规划的实施落地必然涉及

市场、私权、项目、经济利益等，而这单纯依靠

政府是力有不逮的。构建上下两个差别化的层

级规划模式，分别应对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

是规划编制中强化可实施性的重要举措。宏观

上，政府重点对公益性的空间资源进行政策性

控制，重点表现在总体规划中；微观上，市场资

本重点对经营性空间资源进行经营性安排，重

点表现在详细规划中（见表3）。

图2　详细控制导则：现状评估

Fig.2   Detailed control guidelines: status assessment
资料来源：《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

图3　详细控制导则：规划建议

Fig.3  Detailed control guidelines: planning recommendations
资料来源：《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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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层面：政府聚焦于公共服务

在总体层面，政府需要将目标聚焦于公共

服务，通过多领域合作，多部门协调，以多样化

的政策手段，沿着“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

共空间”的策略路径，进行系统的公共空间建

设[12]，最终借助公权力为城市提供高效的公共

设施和公共产品。而在涉及市场不确定因素方

面则有所收缩，尤其是经营性物业开发应以策

略性引导为主，不宜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

（3）详细层面：市场参与到城市经营

相对于总体层面的聚焦，详细层面需要外

延。当市场参与到城市经营，外溢效应会助推城

市目标的实现。比如，在具体的详细节点可以引

导市场进行业态经营，成熟后再继续推进。

综合上述内容，可将这种模式总结为“规

划整体架构两层级、政府宏观聚焦建设一条

线、市场微观跟进运营一张网”，上下互动、密

切配合，共同促进城市建设实施。

 

4   实施要件与规划技术路线修正

常规的规划并不包含“组织主体、项目、

资金、时间”等实施要件，规划技术也较为理

想化，关于实施只是策略性的建议，缺乏可操

作性。作为面向实施的规划，这些内容和路线

都需要修正。

 

4.1   规划实施的要件

一般而言，规划实施至少要明确以下5个

关键条件：（1）组织主体：对规划实施全面负

责，对过程中的决策、执行、监督、验收进行全

面把控。（2）可落地的技术方案：由于牵涉各

方利益，必须对现状情况、未来意向、相关利益

方进行高度整合，便于后期实施推进。（3）项

目导出：规划成果往往仅是技术方案，必须转

化、分解为一系列具体项目，分门别类，由不同

专业、不同业务单位来逐个实施。（4）资金保

证：通常非经营性项目以公共财政为主，经营

性项目以市场为主，具体采用何种资金最终由

建设实施主体决定。（5）时间安排：明确的时

间安排便于项目资金统筹，同时也利于实施监

督和绩效考核。

 

4.2    规划技术路线修正

本文从规划的实施性出发，针对规划编制

过程中的部分环节，进行一些倾向性的修正和

局部性的补充。修正内容不涉及规划编制体系

本身的根本性改变，其核心导向是务实性、可

度量性和可控性（见表4）。

（1）构建目标分解组合模式，通过一系列

短期目标的连续实施来达成远期目标

规划年限的远期性和政府任期的近期性造

成顶层设计的错位。这是规划和实施冲突的首要

环节。在现行体系中，城市总体规划基本上以20

年的远期目标为指导，而地方政府的任期一般为

5年1届。因此，各届政府往往更强调规划的操作

性，其目标是具体的、便于落地的。它可以是短期

的，但不一定是短视的，多个连续的短期目标可

以通过一致的原则和方向来达成远期目标。

（2）依据不同项目类型和实施主体，统筹

资金平衡状况，确保规划在经济上可行

通过落实现状情况、拟建项目、最新政策

和动态趋势等，统筹方案实施的经济性和资金

预算，形成一个多方兼顾的可行方案。尤其是

当项目涉及公共财政时，资金预算、使用和安

排将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流程。这其中有两个视

角需要关注：从政府层面来看，只有公益性项

目才会用到纯财政资金，而经营性项目最好能

够做到资金平衡，甚至有盈余；从市场来看，

经济性基本上是必须的，除非有其他的实物补

偿、奖励，或者有其他远期的潜在利益。

（3）理性引导规划方案，科学制定详细导

则，精准管控方案实施

由于规划尺度的原因，一些规划往往形成

两个层次：结合顶层设计形成的总体规划和结

合具体项目形成的详细规划。这种分层规划也

决定了上下衔接和规划转换的重要性：一方面，

详细规划要落实顶层设计的宏观意图，另一方

面它也要兼顾具体项目的微观诉求。显然，详细

规划承担着上 下融合的重任，而基于详细规划

制定的导则就是最终管控的直接依据。

（4）面向实施优化规划方案，导出项目，

形成实施抓手

项目是规划实施的直接抓手，规划设计只

有转化、分解为具体项目才能直接实施。项目

导出是对规划内容分门别类的多维解构，主要

结合工程专业、权属关系、行政辖区、用地边界

等进行统筹安排，甚至还会因为实施便利性对

规划方案进行调整、优化、重组，所有项目的完

成也意味着规划实施的完成。

（5）分辨轻重缓急，分期协调实施

表2  不同类型项目的实施动力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implementation dynam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ojects

表3  两层级规划模式（以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为例）

Tab.3  Two-tier planning model (take the special planning on the pedestrian system of Yuzho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表4  两种规划技术路线的倾向性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two planning technical rout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驱动方式 尺度 方向 项目类型 规划主管部门的管理
政府计划 偏宏观 自上而下 公益性 主动执行，上层决策落实
市场需求 偏微观 自下而上 经营性 被动管控，市场项目落地

层面 导向 载体 内容 实施主体

总体层面 公益性 公共空间 步行空间系统 政府

详细层面 公益性和
经营性

公共空间和
附属空间

步行空间系统、业态调整升级、建筑及设
施更新、空间环境优化、传统文化开发 政府和开发商

比较内容 常规性规划 面向实施的规划 比较结论
目标 远大 合适 偏重近期能够实施，较为务实

经济性 理想化 可行 确保技术上可实施
方案导向 宽泛 明确 制定导则指引
项目导出 不涉及具体项目 项目导出 制定项目库，形成操作抓手

分期 远期预控为主 近期实施为主 分期协调，总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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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情况下的城市规划针对中远期目标，

有框架性指向，是自上而下的，具有战略性；而面

向实施的规划针对近期目标，有事务性指向，是

上下结合的，具有战术性。规划实施时序上，要综

合分辨重要性、紧迫性、敏感性，以及难易程度，

尤其是要结合财政资金计划，精心安排规划实施

的先后顺序和过渡措施，合理的分期规划实施将

为政府的全面监督、考核和科学管理提供支撑。

（6）项目全过程控制，规划师全流程参与

常规的规划设计中，一旦规划批复成果

提交，规划师基本不再参与后续实施方面的工

作。面向实施的规划，在规划编制中要考虑后

期实施的各种情况，甚至会在委托方许可或邀

请的情况下，参与详细设计和实施评估。

 

5   规划编制的范式探索与机制保障

5.1   差别化的实施方案制定

（1）单独编制实施方案

若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完成，可根据当下的

政策、形势或政府的主导方向，单独编制规划

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将规划转化为一系列

具体项目，明确各项目的建设要求、资金、时间

等。实施方案其实就是行动计划，是工作路线

图，“实施方案”和“城市规划”两大体系衔

接的质量影响着最终实施效果。这种方式可将

多个相关规划的内容吸收并整合到同一个实

施方案中，以便协同推进，也可对原规划中的

部分内容编制实施方案，逐步实施。

（2）一体化编制

当实施要件比较明确时，将实施方案作为

规划编制的一部分，即在规划编制阶段就主动

衔接各方意图，结合相关要求和工作计划，在

规划体系上补充实施性内容，明确要件，最终

形成一体化的、面向实施的规划成果体系。

 

5.2   借鉴行动规划， 构造一体化全流程的工

作范式

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管理架构导致规划

的开放性不足、操作性不佳，根本原因是组织

关系脱节：规划与建设脱节，管理与市场脱节。

王富海提出的“行动规划”较好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它是将“静态规划”转变为“动态规

划”，将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实施、城市建设行

动相结合的“让规划行动起来”的理念，以期

从目标到策略，从方案到实施，为城市政府提

供一揽子的城市空间建设的解决方案；并借助

“战略谋划、项目策划、空间规划、实施计划”一

体化全流程的方法，形成系统化的内容体系。

 

5.3   优化制度环境， 促进规划与实施的良性

互动

制度环境往往也是规划实施的瓶颈，国家

层面的机构调整带来新机遇：多规合一和自然

资源部的成立都试图打破条块分割、加强资源

整合。显然，这为规划实施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

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融合规、建、管体系，

减弱条块分割，实现规划和实施的一体化；（2）

在制度上建立优化城市运行的反馈通道，让市

民能够及时、全面表达相关诉求，在规划方案推

进和实施过程中，体现逐步推进和自主参与[13]；

（3）建立完善的城市开发建设体制，探索多样

化的实施模式，借助市场力量加强规划实施；

（4）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对于相关规划和专

题由规划师长期跟踪参与；（5）强化城市治理

体系，确保规划延续性，避免因政府换届而造成

规划频繁更替，保障规划连续有效实施。

 
（本文在重庆市设计院《渝中区步行系统专项规划》

研究的基础上形成，项目获得2019年度全国优秀城市

规划设计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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