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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Planning Path of Multi-scale Living Circl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ity: A Case Study of Lianzhou Bay New Town in Beihai

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多尺度生活圈规划路径探析*

——以北海市廉州湾新城为例

韩  帅   袁奇峰   顾嘉欣   孟  婧    HAN Shuai, YUAN Qifeng, GU Jiaxin, MENG Jing

在生态文明时代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健康城市与生活圈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针对以往城市规划建设中健康城市要

素与生活圈规划结合不足的问题，基于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以广西北海市廉州湾新城规划实践为例，通过将用地功

能、道路交通、蓝绿空间、公共服务等健康规划要素有机融入城区、片区、社区多尺度的生活圈，在宏观上塑造健康城区

本底结构、在中观上构造健康片区用地功能、在微观上营造健康社区生活场景，从而系统建构多尺度健康生活圈，以期

为建设健康可持续城市提供新思路。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on healthy cities and living circl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view of the insufficient combination of health city elements and living circle planning in previou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of Lianzhou Bay New Town in Beihai 
as a case study. The health planning factors of land use, traffic system, blue and green space, and public services have been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ulti-scale living circles of the urban area, district and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cities, the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s systematically by shaping 
a healthy background structure on the macro level, constructing healthy district functions at the meso level and creating 
healthy community life on the micr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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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体现。新冠疫情前，关于健康城市与生

活圈的研究在国内已然兴起；后疫情时代，

更有必要将两者有机结合。鉴于此，笔者尝

试提出“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系统建构

逻辑，并以北海廉州湾新城的规划实践②为

例，探索健康城市视角下多尺度生活圈规划

的实践路径，希望对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有所助益。

传统“增长主义”的粗放发展模式引发

经济、社会、生态全方位危机，危及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1]，过往忽视生态要素及自然演进规

律的规划设计导致城市无序蔓延[2]。近年来，

人居环境科学朝着关注民生、生态文明以及

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的趋势发展[3]，

健康可持续城市理念在全球得到广泛推广，

我国近年开展的一系列未来城市探索①中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

郊区社区社会形态研究” （编号21&ZD175）资助。

① 雄安新区建设、上海五个新城建设、深圳创新城市、杭州未来之城、成都公园城市、武汉健康城市等。

② 2019年10月—2020年9月，笔者（一作）跟随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团队参与《北

海廉州湾新城滨海组团概念规划与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的多阶段工作且最终方案成功中标，

本文基于该项目实践的思考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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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健康理念的生活圈内涵阐释

1.1  健康城市与生活圈

健康是身心感到幸福安宁的状态[4]。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健康城市概

念[5]，1994年将其内涵明确为由健康人群、

健康的环境、健康的社会组成的有机整体[6]。

Jason Corburn[7]总结了美国健康城市规划发

展的多个阶段，1990年东京启动健康城市计

划[8]，Premila Webster[9]整合了欧洲健康城

市指标。健康城市规划涉及开放空间、医疗服

务、公共交通等主题[10]，需要跨部门协同[11]及

健康治理政策③来保障。国内学者在健康城市

规划要素[12-13]，[14]7、健康城市空间[15]、“健康城

乡”模型[16]114、健康城市生活[17]以及健康社区

规划[18]等方面做了大量相关研究。

生活圈源自1977年日本“三全综”环境

整治规划[19-20]。国内学者对生活圈进行了积

极探索。陈青慧等[21]将“生活圈”引进内地，

袁家冬等[22]提出“日常生活圈”的城市地域

系统，肖作鹏等[23]指出日常生活圈是以家为

中心形成的各类生活空间，柴彦威等[24]认为

多尺度的生活圈规划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刘佳燕[25]强调社区生活圈的服务性与邻

里性，于一凡[26]17强调生活圈规划应营造社区

感。2016年以来，上海、广州、雄安等地开展

的生活圈规划实践与相关标准、导则④的相继

发布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指明方向，契合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1.2  健康生活圈的内涵

“健康城市”与“生活圈”两者本质具有

内在一致性，均指向城市功能结构的健康性与

人们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健康生活圈”借鉴

健康城市与生活圈的理论，深度关联两者的核

心要素，表征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宜居的建成

环境、融洽的社会交往及良善的邻里治理[27]。

将家庭、社区、城市所需的生产、生活、生态要

素有机融入不同尺度的生活圈中是健康生活

圈规划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构建的健康生活圈

将成为联系理想城市与家园实体的桥梁。人们

在不同时段活动频次的需求空间对应不同尺

度的城市功能单元，如每日高频次活动的社区

单元、每周中高频次活动的片区单元、每月中

低频次活动的城区单元。健康生活圈旨在将集

约的用地功能、绿色的交通体系、近人的蓝绿

空间、均衡的公共服务等健康性资源要素在不

同尺度的城市空间单元贯通整合，作为联结理

想方案与现实场景的纽带。

2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建构逻辑

Hugh Barton与Marcus Grant[28]绘制的

健康人居环境图式包括个人、家庭、社区、地

方经济、地方生活、建成环境、自然环境以及

全球生态等圈层，多圈层之间密切联系。健康

导向城市设计是以健康风险和健康资源为

分析对象，以减少污染及其人体暴露、促进

体力活动为设计路径[29]。城市生活圈的尺度

与其职能、人们活动频次与出行目的等要素

相关[30]。近年国内各地的生活圈规划中暴露

出难以将理念转化为实践方法的问题[26]17，

15分钟生活圈的理念模型与规划模型存在差

异[31]。有学者提倡将公共健康与不同层面的城

乡规划相结合，也有关于健康导向城市设计的

探索，但鲜有将健康规划要素融入生活圈规划

的理论方法与系统实践。本文以广西省北海市

廉州湾新城的规划实践为例，尝试提出多尺度

健康生活圈的建构逻辑。

健康城市是涉及环境保护、交通安全、

集约用地、产业落位、市政韧性、医疗卫生、

教育质量及社会公平等多元要素的系统性

大健康工程。本文所选要素聚焦健康规划可

干预的多尺度人居空间与对人们日常生活有

直观影响的关键要素之间的交集，即土地利

用、道路交通、蓝绿空间及公共服务等健康

城市规划要素[14]5，[16]114。以塑造建成环境的

公共健康生活为核心，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

基本需求与行为规律来组织空间，形成多尺

度健康生活圈（见图1），利于从空间设计与

规划治理角度提升公共健康水平。生活圈至

少包含小尺度的社区生活圈、中尺度的片区

生活圈、较大尺度的城区生活圈3个尺度。在

规划设计时，理想状态是将健康规划要素分

别在3个不同尺度的生活圈中逐项布置；然

而在实践中，将各项健康规划要素按其特征

分层次在不同尺度的生活圈中分项落实更具

实操性，将更有效地实现健康规划要素融入

多尺度生活圈的目标。首先，道路交通、蓝绿

空间作为连续的线性要素或体系性强的网络

要素，更适合在宏观尺度的城区层面结合生

态安全格局进行系统化布局，从而从整体上

保障城市空间结构的健康性；其次，由于城

市各片区的用地功能构成、公共服务设施具

有不同的特色与要求，宜结合在地优势资源

在中观层面分片区进行差异化配置，强调片

区之间功能联动互补，片区内多元功能协调

匹配，保障城市各片区功能组织的健康性；

最后，在具体微观的社区层面，弹性边界划

设与邻里中心营造，均需在微观尺度的生活

圈来落实，强调社区日常生活设施品质与不

同群体社会交往的健康性。

3 廉州湾新城健康生活圈规划实践

3.1  廉州湾新城概况

北海为知名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其“廉德文化”⑤积淀深厚传承至今。廉

图1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生成机制
Fig.1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 1996年WHO发布《健康城市10条标准》包含健康政策制定；1997年《发展一个健康城市计划的20个步骤》有6个步骤涉及健康公共政策与跨部门合作；2012年
《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健康指标》核心指标包括管治；2013年《赫尔辛基宣言》提倡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4年健康城市大会主题为健康政策；2018年《哥本哈根

市长共识》提出通过健康治理促进健康福祉。

④ 《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⑤ 廉州府、廉州湾、大廉山的“廉”均源自当地“廉文化”，主要为歌颂东汉清廉名臣——合浦郡孟尝太守费贻的廉政廉德而命名，费贻的清廉以“合浦珠还”的

典故而闻名于世，其在任期间，除弊兴利、复兴珠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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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新城位于北海与合浦一体化发展的滨江

滨海关键地段，其以往的发展路径为“先产

后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当前发展中潜

藏人力资源短缺、生态保护缺位、公共服务配

套欠缺、交通安全隐患等健康风险。国际经验

表明，新城开发走健康城镇化路径是增强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32]。廉州湾新城处

于转型期，有望将其北海北高铁站的交通优

势、红树林与滨海长滩的特色资源、成规模的

产业园等高潜要素转化为健康资源以促进城

镇健康发展。

3.2   健康生活圈在地规划方案

近年来，北海倡导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

在地构建“健康生活圈”正当其时，呼应了

联合国人居署的最新倡导⑥。郊区化、工业园

建设能改变城市空间的就业分布[33]。新城将

成为未来北海新中心，规划响应廉州湾、北海

市、北部湾的多重发展需求：第一，破解廉州

湾“有产无城”的困境，提升健康资源价值

与消除健康风险；第二，化解北海滨海旅游欠

缺高档次公共服务、新兴产业园缺乏居住商

务的问题；第三，弥补北部湾滨海发展动力的

缺憾，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新引擎。新城在“健

康生活圈”导向下，将“三生空间”健康规

划要素与“多尺度生活圈”贯通融合（见图

2），形成“1个宏观尺度的城区生活圈、3个

中观尺度的片区生活圈、12个微观尺度的社

区生活圈”的规划方案。

3.3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规划策略

构建多尺度健康生活圈不仅是规划目

标，也作为一种规划方法与治理手段，需要跨

部门、多主体、全过程的协同治理来保障实

现。以廉州湾新城规划实践为例，总结为3个

尺度的9大规划策略来协同支撑多尺度健康

生活圈总目标的达成（见图3），以下分尺度

具体阐述。

3.3.1   宏观尺度：塑造“健康城区生活圈”结构

健康的生态本底是城市结构健康性的先

决条件。通过生态安全格局搭建健康城市母

版，蓝绿基础设施与绿色交通体系协同塑造健

康城区骨架，保障公园绿地、公共服务、交通设

施等健康资源品质的均衡可及性。

（1）生态安全格局夯实健康城市母版

识别自然提供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空

图2 廉州湾新城多尺度健康生活圈规划方案
Fig.2  Planning scheme of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 in Lianzhou Bay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廉州湾三生空间                             b  多尺度生活圈                               c  规划方案总平面图

图3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规划策略
Fig.3  The planning strategy of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多要素叠加形成生态安全格局
Fig.4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forms a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⑥ 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变革我们的世界》，提出全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SDG11为可持续城市和社区；2016年10月，第三届联合

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新城市议程》强调住区规划治理的重要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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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将水环境、生物栖息地、乡土景观、游

憩与视觉空间等多元要素叠加形成生态安全

格局（见图4），维持生态结构和过程的健康性

与完整性[34]。设计结合自然，优先控制与保护

非建设区，进而界定出建设用地的发展边界。

同时，结合水网、绿网、路网进行生态修复、构

建生态廊道，并通过林荫道、绿道、碧道塑造健

康城区的母版格局。

（2）蓝绿空间耦合增强公共空间开敞性

并促进居民健康活动

蓝绿空间交织形成生态基础设施（见

图5）。在多层面落实城市韧性空间[35]，发挥

生物生态、通风隔离、应急避难的作用。大规

模、高质量的绿地对促进体力活动有积极影

响[36]，社区公园的均衡性越好其可达性越

高[37]，多样化的生态空间有利于促进公众健

康[38]。结合现状蓝绿资源特征，考虑公园绿地

的规模效益与分布效应，在城区、片区、社区

集中规划综合公园并均衡分布社区公园。蓝

色生态设施为由河湖水系、排水设施、雨水

花园组成的海绵体系，可积存、渗透、净化水

环境；考虑极端天气的雨洪内涝问题，由水

生态廊道构建多级汇水径流并引入湿地系

统。绿色生态设施为由森林公园、郊野公园、

城市与社区公园组成的绿地体系，形成多类

型、高质量的开敞空间，以满足不同人群健

康活动的多样需求。蓝绿生态设施能有效增

强城市韧性，在突发事件下可作为应急疏散

场地，且具备灾后生态恢复能力。

（3）绿色交通体系保障健康的城区骨架

与出行环境

依照场地特征分层组织绿色交通体系，

塑造健康城市骨架与健康出行环境。首先，组

织外快内慢的道路系统，将长距离、穿越式、高

污染的货运交通由快速走廊疏解在城区外围，

城区内部组织公交引导与慢行优先的交通方

式，从而有效减污降碳；其次，考虑带型城区交

通空间的宜居性，在长轴向布局贯通的“三轴

干线”路网模式[39]（见图6），不同类型的干线

承担不同性质的交通功能（见图7）；再次，在

核心区形成小街区、密路网，机动主通道与慢

行主通道进行体系分离；最后，在交通干道设

立绿隔以降低慢行出行者的污染物暴露剂量

并配置遮蔽绿荫。总之，组织绿色交通旨在将

健康风险外部化、健康资源内部化，在系统上

保障城市骨架与出行环境的健康性。

3.3.2   中观尺度：构造“健康片区生活圈”功能

在地挖掘并高效利用优势资源，结合交

通干道与生态廊道划分片区生活圈；按需配

置差异化的用地功能，发展健康产业经济，并

均衡供给公共服务设施，构造健康城区生活

圈功能。

（1）挖掘特色优势资源，发展健康产业

经济

激活各片区战略性特色文化景观资源，

使其发挥正外部性是促进城市功能健康性的

必要条件。依托交通枢纽、森林公园、滨海长滩

规划高铁商贸、公园宜居、滨海休闲3个健康

片区生活圈；注重培育健康产业，通过科创孵

化园、公园城市场景及新型产业社区，为各片

区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服务。

（2）按需差异化匹配多元用地功能，促

进职住平衡与产城融合

城市可提升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与规模

效应[40]，在不同片区合理配置多元功能是城

市功能健康性的重要基础。各片区用地集约

高效而弹性适应、功能业态适度混合，利于实

现双碳目标。不同片区生活圈的功能用地差

异化配置（见图8），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片区

之间主导功能协同互补，促进产城融合与职

图5 健康公园体系生成机制
Fig.5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health park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现状水体                   b 森林公园              c 郊野公园            d 城市公园        e 蓝绿基础设施
图6 针对廉州湾新城带型城区组织三轴干线路

网模式
Fig.6  Organizing three-axis network mode for 
Lianzhou Bay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第一等级干线为新城外围高等级的准快速路；第

二等级干线为新城一侧的交通性主干路；第三等级干

线为新城内部的生活性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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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平衡。

（3）精明供给公共产品，促进公共服务

高质均衡

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布局是城市功能健康

性的重要保障，重点关注政务、基础教育、医

疗卫生等关键设施。设置新城管委会、片区管

委会、社区居委会3级架构，通过健康促进委

员会制定健康城市发展规划，督促、检查、评

估健康行动的开展情况，传习廉德文化推进

健康治理。各片区生活圈以小学与初中在步

行15 min内、社康中心在慢行15 min内、大型

医院在开车15 min内的可达性达80%为基本

原则，保障教育、医疗设施高质均衡（见图9-

图10）。

九年制学校与完全中学能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的覆盖时限与范围，利于学生在不同阶

段的交流融合与全面发展[41]。规划优先考虑

完全中学与九年一贯制学校，同时保障一定

数量独立的小学、初中、高中（见表1）。构建

健康医疗共同体，形成“城市—社区”两级、

双向转诊体系（见表2）。借鉴先进经验，综

合医院为“大急诊+小门诊”模式[42]，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与社康中心相结合，保障健

康医疗设施的均衡分布及诊疗能力[43]。注重

不同人群的健康管理与重大慢性病防治，提

倡医养结合、体医融合，实现健康医疗圈。

3.3.3   微观尺度：营造“健康社区生活圈”氛围

社区生活圈将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有效

融合，可实现公共资源的精准匹配，对人们择

业安居、通勤通学均具有重要意义。健康社区

也能促进邻里交往，回归城市社会性。

（1）弹性划设社区边界，有利于健康管

理维护

社区生活圈是在地性特征很强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综合考虑场地条件、居民生活便

利性、空间划分完整性等因素，以步行500—

600 m距离为基准，10分钟社区生活圈作为

一个完整居住社区，圈域平均范围为100 hm²

（见图11）。每个健康社区生活圈可居住2.0

万—2.5万人，廉州湾新城可承载24万—30万

人安居乐业。

（2）培育社区邻里中心，促进健康交往

与家园认同

社区中心作为城市中心体系的细化向基

层延伸，是承载未来社区交往活动、创新创业

的核心场所，不仅能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还可

使人具有很强的归属感。以安全步行范围为

a  第一等级：准快速路

b  第二等级：交通性干道

图7 三轴干线典型区段的断面设计（单位：m）
Fig.7  The cross-sectional design of the typical section of the three-axis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第三等级：生活性干道

学校 设置标准/（万人/所） 教学班规模/班 班额人数/人 可纳学生数/人 规划数量/所
小学 1.5—2.0 24 45 1 080 10
初中 2.0—3.0 24 50 1 200 3

九年制学校 优先 小学18 初中27 小学45 初中50 2 160 4
完全中学 优先 初中12 高中24 50 1 800 2

高中 10.0—15.0 36 50 1 800 2

表1 基础教育设施配置

Tab.1  Basic education facility configuration

表2 城市—社区两级医疗卫生设施配置

Tab.2  City-community two-level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类型 规模 主要功能 医疗水平 基本要求 规划数量
综合医院 60 000 m²用地面积 大病救治、科研教学 三级甲等 床位500张以上 3个
社康中心 1 000 m²建筑面积 小病医疗、康复保健 一类服务 基本科室齐全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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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配建邻里中心，便于老人、小孩等对短距

离出行需求较高人群的日常活动[44]。将社区

居委会、社区公园、公交站结合设置，邻里中

心作为社区中心的公共建筑，具有管理、观

赏、颐养、文化、娱乐、慈善等功能，空间的立

体复合利用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区精

细化治理。社区通过邻里中心塑造家园认同

感，营造“七有、五性、三感”⑦的健康生活

氛围。

（3）推动社区基层健康治理，促进社会

深度融合

将健康融入社区生活圈是健康治理的重

要内容[45]，“生活圈”模式有利于促进社区基

层治理与优化城市空间[46]。居委会、社区规划

师、健康管理机构以及居民各自发挥相应作

用，引入广泛的社会参与并建设学习型社区，

促成社区建成环境与健康资源的良性互动，

社区生活空间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多元需

求。多部门形成开放式参与的组织模式，通过

分布式供给治理资源，缩小服务半径，提升治

理效能；通过机制改革，对基层还权赋能，让

一线基层工作者有获得感，并形成社会自觉。

多元主体共同缔造健康社区家园，引导原子

化的“陌生社会”走向共建共享的“熟人社

区”，促进城乡社会深度融合。

3.4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规划路径的一般性

框架

构建健康生活圈不仅是规划目标，也可作

为一种规划治理术。本文构建了多尺度健康生

活圈规划路径的一般性框架（见图12），并总

结出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基本特征（见表3）。

微观的生活圈是以家或邻里为中心的社

区生活圈。在步行10 min尺度内就能满足散

步、锻炼、买菜、就餐、遛娃及小学生上学等每

日高频度行为。在地弹性划设生活圈边界、结

合社区公园培育邻里中心、在社区公共空间

以公共活动促进邻里交往等方式是建构微观

尺度健康社区生活圈的基本路径，同时需要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共同缔造推动基层良善

治理，实现不同群体的家园认同与城乡社会

的深度融合。

中观尺度的生活圈是社区生活圈之外通

勤通学的片区生活圈。出行目的地一般在骑

行10—20 min可达，每周大部分规律性的生

活需求基本可在片区尺度内完成。在规划设

计时，一方面要根据各片区人口的构成、规模

及结构均衡布局教育、医疗、文体、政务等公

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需充分挖掘各片区在

图8 三片区的功能业态及比例关系
Fig.8  The functional formats and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three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基础教育设施布局及可达性分析
Fig.9  Layout and accessibility of basic education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3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生活圈类型 出行距离 出行圈域 出行频率 出行目的 圈域范围 人口规模

社区生活圈 500—1 000 m 步行10 min内
（短距离）

一天（周）
高频短时行为

散步、锻炼、
买菜、就餐、
闲聊、遛娃

80—120 hm² 1.5万—2.0万人

片区生活圈 1—3 km 骑行10—20 min
（中短距离）

一周（月）
规律性的活动

职住通勤、中
小学生通学 3—6 km² 3.0万—6.0万人

城区生活圈 3—10 km 公交30 min内
（中长距离）

一月（年）
偶发性的活动

较高等级商业
服务、文化休
闲、商务交往

20—30 km² 24.0万—36.0万人

⑦ “七有”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五性”即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三感”为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

注释：

a  基础教育设施布局                         b  小学可达性分析                              c  初中可达性分析



128 | 健康城市

地特色高潜资源要素，结合宏观定位对不同

片区的用地功能进行差异化配置，作为城市

健康可持续运营的基石，从片区层面实现职

住平衡和产城融合。

宏观尺度的生活圈是在微观的基本生

活圈（社区）和中观的通勤生活圈（片区）

基础上的拓展生活圈（城区）。出行目的地一

般在步行和骑行距离之外，公交30 min内可

达，大致以月为出行频率，是人们进行较高

等级的商业商务、休闲文化等活动的圈域。

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从城区层面塑造健康的城

市建成环境系统。首先要夯实生态安全格局

作为宏观尺度健康城区的生态本底，其次结

合场地生态环境与地形条件，从整体上组织

绿色交通骨架、构建蓝绿空间体系。这是保

障城市公共健康的前置条件。公交主导、慢

行优先的绿色交通体系连通性（促进绿色出

行环境），结合绿地、水系、广场等公共开敞

空间的邻近性（提升公共空间品质），能够有

效降低健康风险的负面影响并提升健康活动

的正面效应，以此保障城区生活圈的整体性

健康。

4  结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健康需先行。“多尺

度健康生活圈”将健康城市与生活圈的核心

要素深度关联。以塑造建成环境的公共健康生

活为核心，结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

与行为规律来组织空间，形成多尺度健康生活

圈体系，作为联系理想城市与幸福家园的纽

带，提供了对美好人居环境的一种新解释。从

廉州湾新城健康生活圈的规划实践中，总结出

具有普适性的4项健康保障型要素与3项健康

提升型要素（见表4）。

笔者将健康用地、健康交通、健康公共服

务、健康绿地等要素系统融入城区、片区、社

区多尺度生活圈中；形成宏观尺度的城区生活

圈、中观尺度的片区生活圈及微观尺度的社区

生活圈，多尺度健康生活圈在空间上嵌套协

同，同时不同尺度健康生活圈的规划要点各有

侧重。基于健康城市理念探索多尺度生活圈的

创新规划路径，从生态、经济、社会多方面体现

图10 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及可达性分析
Fig.10  Layout and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健康社区生活圈布局与理想模式示意图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ayout and ideal model of the healthy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a  健康社区生活圈布局                                b  健康社区生活圈理想模式

图12 多尺度健康生活圈的规划路径
Fig.12  The planning path of multi-scale healthy living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7]改绘。
a  医疗卫生设施布局                        b  城市医院可达性分析                       c  社区医疗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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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的核心价值，希望对未来城市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有所助益与启发。

（感谢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北海项目

团队的彭德胜（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副院长，总规划师，正高级工程师）、庞莉琨（北京土人

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三分院一所规划总工）、李

冬玥、梁爽、张毅、刘宁致、李宛鑫等工作成员在本文构

思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表4 健康城市要素融入多尺度生活圈体系

Tab.4  Integrating healthy city elements into the multi-scale living circle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健康生活圈 整体 社区 片区 城区

保障型
要素

健康用地 健康三圈体系整体协同；健康三生
空间在地融合

居住为主，社区中心引入就业、创业
功能，趋向弹性共享的空间

片区内职住平衡，游购娱等常规
功能较完善，片区间联动互补

集约高效、功能完备，形成
高等级的商业商务、文化
休闲中心

健康交通 高污交通风险外部化；绿色交通资
源内部化 10 min步行可达；儿童、老人友好 10—20 min慢行可达；慢行优先

路径连续
30 min以内可达；公交导
向的交通环境

健康公共服务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并重，弹性匹
配服务均好 小学、社康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初中、社康中心与综合医院、片区

中心
高中、综合与专科医院、城
市公共中心

健康绿地 蓝绿空间占比大于50%；人人可见、
可达、可用 社区公园；步行300 m内可达 城市公园；步行500 m可达 郊野公园与森林公园；慢

行10 min内可达

提升型
要素

健康经济 在地挖掘高潜要素、培育健康产业，发挥其正外部性，实现综合效率最大化
健康社会 个人全面发展、学习型家庭、融洽的邻里交往、包容性社区促进城市社会融合
健康治理 德治、法治、自治，传习廉德与善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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