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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Urban Desig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城市设计推动高质量规划编制的实践探索
——以上海市为例

王嘉漉    WANG Jialu

城市设计提升是城市规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途径。综述国内外对城市设计作用的认识，回顾国内早期实

践，讨论在开展城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出在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管控体系的同时，在技术层

面分类分区研究城市设计应用，可以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城市经验，响应和落实国家方针政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

塑造城市高品质空间。聚焦上海的城市设计开展情况，探讨了在城市更新、绿色智慧等领域的设计做法和建议，以期更

好地传导整体城市设计意图。

Improving urban design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way for urban plann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urban design at home and abroad, reviews the early practice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design. It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classified and regional urban design operation at the technical level can better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spond to and implement national policies,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shape high-quality urban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rban design practice in Shanghai, and discusses the design practic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ields 
of urban renewal and green intelligence, so as to better express the overall urban desig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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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优秀的城市设计和研究一开始侧重

于空间方案和导则，后来逐步扩展至包含更多

内容，不仅关注单纯的“桥梁”作用，而且涉

及更多公共政策属性。

张庭伟[1]在论述城市时代的城市设计中，

认为城市设计研究从传统到当下，可以发现沿

着4个方向发展：空间的政治属性、空间的物

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空间的文化属性和数字技

术及大数据的应用；强调当代城市设计正吸收

更多营养。实际上欧美许多先进城市涌现了不

少通过引入公共政策，“创意创新”设计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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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城市设计的认识

1.1   业界对城市设计认识的讨论

1956年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首次城市设

计国际会议，正式确立了城市设计专业是弥补

城市规划、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之间的“桥

梁”。1974年，乔纳森•巴奈特发表了《城市设

计概论》，强调城市设计应“设计城市而非设

计建筑”，将城市设计纳入制度化的讨论范畴，

倡导管控政策和分层设计；同时，巴奈特在大

量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

策”观点，对城市设计专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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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来提升整个地区价值的实践作品。这些城

市设计实践中都跨界应用了体现韧性、健康和

“双碳”理念的公共政策和前沿技术。此外，也

有许多案例通过政策设计引入科创产业，重塑

城市活力。

金广君[2]在系统阐述美国城市设计概念

与解析中，提出在专业的层次方面，城市设计

专业是联系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两个专业之间

的空间之桥；在项目的实施方面，城市设计成

果使命是完成从规划管控到设计导控过渡的

实践之桥。这两个“桥”可以简述为城市设计

专业内涵的“双桥构架”。

唐子来[3]在论述城市设计作为公共干预

方式时，提出存在两种设计思想：形态型城市

设计和策略型城市设计，认为城市设计导则

往往将规定性和绩效性相结合。绩效性的设

计导则确保达到设计控制目标但不限制具体

手段，大多情况下具有更多适应性和灵活性

（历史保护地区等有特殊要求的地区除外）。这

一论述也蕴含着城市设计的“桥”作用的特

定含义。

庄宇[4]强调要素组织秩序的重要性，肯定

了在近30年来中国城市设计的蓬勃发展中，

强化了对城市整体形体秩序的思考，如引入城

市“轴线”“完型空间”等方法，但同时也指出，

城市设计需要通过组织不同的要素，形成具备

城市运行最佳整体效能的空间关系。这里的整

体效能不仅是形体秩序，还包括经济活力、社

会融合和文化创新等。

王建国[5-6]回顾了城市设计的实践历程，

指出在所经历的四代范型中，绿色城市设计在

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和“双

碳”目标背景下尤为重要，因地制宜、生态优

先、适用技术等策略的应用应该成为城市设计

的重要原则。

上述研究都探讨了城市设计在不同领域

跨界所发挥的“桥”的作用。此外，也有不少

文章从全域治理角度，提出城市设计管控的

“分区域+分要素+分类型”技术体系，但笔者

认为这些“分类型”只是划分了“强制性”

和“引导性”两类管控类型，重在管控，尚未

深入不同类型城市设计编制的技术语境。以上

观点折射了我国城市设计的一些研究方向。

1.2  国内城市设计实践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欧美城市设计专业经验不断被引入，结

合我国国情，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发展和品质建

设，也逐步探索出城市设计路径。大致可以分

成3个时期：①城市设计探索初期，产生了上

海陆家嘴中心区（CBD）城市设计等示范性

项目；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结合北京旧城改

造提出有机更新的设计方法；1984年上海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黄富厢总工团队编制的

《虹桥新区详细规划》蕴含城市设计思想内涵

的空间布局和土地细分规划，开辟了我国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先河。②城市设计探索中期，城

市设计知识领域开始覆盖绿色生态、公共空间

和城市更新等；同济大学卢济威教授团队的

《上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探索出新旧协

调、立体开发的“城市要素整合设计”等多种

技术方法（又称现代城市设计方法体系），在

业内产生广泛的影响。③存量建设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的新时期，城市设计全面融入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绿色城市设计和数字型城市设计越

来越受到重视，体现传承文化、尊重生态并兼

顾社会公众意见。

1991年4月，上海陆家嘴中心区（CBD）

开展了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对国内城市设计实

践影响深远。5家国际著名设计公司应邀参与

咨询，从创意、定位、形态、环境和交通等方面

着手，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国际咨询后，在

5家方案基础上开展了陆家嘴中心区城市设

计深化方案，上海市规划院的团队在“深化方

案”后负责其再调整完善工作，实施至今已经

完成。

回顾评估“深化方案”及其实施的经验

得失，可以概括为：①注重黄浦江两岸的融合，

加强了与对岸外滩和与沿世纪大道腹地的交

通和视觉联系。②结构清晰，呈现“核心区设

3幢超高层＋弧形高层带建筑布局，并向临江

跌落，沿江沿轴绿带联系中心绿地，保留历史

风貌老宅”的城市形态；后续配合编制的世

纪大道两侧的城市设计，继续把陆家嘴的宏大

壮丽效果带入腹地，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③

体现滨水设计的特点，建筑向临江跌落，防汛

墙把防汛、停车与重要的公共开放空间功能很

好地结合起来。另外，深化方案获批后及时编

制了交通和市政专项规划，弥补了城市设计的

一些专业缺陷。

同时也有不足，如：①在打造金融城方

面，虽然规划要求功能混合，但缺少配套实施

政策，无法满足金融业人士的需求。②存在轨

道交通建设及地下空间整体开发与地面项目

脱节的问题。③设计了路堑式环路交通，但因

缺乏整体实施概念而失去早期的实施机会。④

存在严重的“有楼宇、缺街道”现象，难以形

成街道生活。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时

对城市设计的认识还较多地停留在空间形态

上。为此后期做了一些改善，特别是建设了连

接多幢主楼的二层步廊和地下通道等。

除了陆家嘴中心区，同时期开始，特别是

2010年以来，北京、深圳和广州也先后开展了

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或竞赛。如深圳福田CBD

注重把中轴线打造成为一条真正绿轴，并提出

建设二层步行系统和社区购物公园，采用了小

街区、密路网、高强度的格局，具有一定前沿探

索性。继福田CBD之后，深圳又开展了罗湖、

前海、宝安核心区，以及茅洲河两岸、福田保税

区、龙岗科技城、海洋新城和深圳湾超级总部

基地等一批区块城市设计项目，并开展了总体

层面的福田区整体城市设计[7]，同时向福田国

土空间规划传导精细化城市设计内容要求，在

行政管理和制度法规层面也都有呼应和落实。

北京市在CBD建设和奥运会举办后，陆

续开展了望京、丽泽、东坝、垡头地区的概念性

城市设计，以及怀柔科学城和昌平新城等一

批管控类区块城市设计方案。研究编制了中轴

线、长安街沿线总体城市设计，开展和实施了

如崇雍大街地区更新规划等实施类城市设计，

并在这些基础上，形成《北京市城市设计导

则》。其突出作用是推动城市设计从设计形态

管控覆盖到公共政策制定和空间治理，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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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面融合落实。

广州市在珠江新城之后，开展了琶洲岛、

国际金融城、白鹅潭中心、广州南站核心区、广

州空港中央商务区等系列城市设计和广州总

体城市设计，特别是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凸显

广州“山、水、林、城、田、海”特色，挖掘城市

风貌和广州味道，提出建设岭南特色的品质

都市，强调以公共空间精细化、品质化设计让

老城市焕发新活力，受到住建部重视并向全

国推介。

上海市自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以来，十分

重视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从重要产业园区、黄

浦江和苏州河两岸各重点地区、城市副中心，

到虹桥商务区和迪士尼度假区；从历史文化风

貌区、市级楔形绿地到郊区新城镇；不断落实

城市总体规划的意图，编制不同类型的城市设

计方案，指导法定规划的落实和重要项目建

设。上海的城市设计项目注重借鉴国际前沿理

念技术，贯彻开发边界和建设（非建）用地管

控，突出绿色生态和历史文脉，研究沪派江南

特色，主张刚性管控和弹性机制，特别是尊重

公众参与和市场需求。

国内城市设计实践对城市建设产生了积

极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从城市设计编制的效

能或价值导向的效果上来看，存在不少在基础

性、专业性和创新性方面的问题。

1.3   在基础性、专业性和创新性方面存在

的问题

1.3.1    城市设计的基础性和专业性

一是城市设计所依赖的基础研究不够。有

的项目追求突破上位规划的限定，但在定位研

究、规模容量、区域性要素布局等方面缺乏可

以指导城市设计开展的稳固基础。有的项目不

顾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经济能力，直接套用

国内外其他城市的案例。基础研究不充分，导

致城市设计方案的科学性、有效性难以保证。

二是存在专业认识不足的问题，存在把

城市设计当作景观设计，即陷入建筑群造型

或天际轮廓线设计的误区[8]。城市设计最终确

实要落实在空间，包括形体环境的美学考量，

但更重要的是要围绕空间使用者——人的需

要，考虑人群活动的需求特征。如TOD开发需

要围绕枢纽人流的多元需求和流线组织，科

创区设计应该更多考虑产业链布局以及科技

人员的交流、休闲和生活需求等。这些都说明

我们关注的美学考量，不应仅局限在传统的

视觉观感，更应包括把人的尺度和活动需求

放进特定的环境所形成的体验感。而实际上，

城市设计的考量除了形体环境的美学因素，

还要包括对文化、经济和与绿色生态互动的

多方位研究。

三是存在空间设计不够深入和全面的问

题。一些城市设计成果以功能描述代替空间设

计，以二维布局加上愿景策划取代人的真实时

空体验，缺乏经形态、形体设计推演所形成的

本地解决方案，这也是导致千城一面的原因之

一。此外，城市设计编制缺少分层编审的特点。

一方面，这会造成难以指导本层级的法定规划

编制的问题。例如，在详规层级的城市设计，充

斥太多总体城市设计层级的内容，缺少必要的

交通论证、竖向设计、经济测算和图则导则的

管控指导等，导致对本层级法定规划的编制缺

少具体的指标建议。另一方面，还会让主管部

门的方案审查过于烦琐，缺少重点和效率。

1.3.2    城市设计的创新性

除了在城市设计传统范式内容上还存在

一些短板，更显著的是在城市设计的创新领域

薄弱，如绿色城市设计，提出的许多设想虽然

贴近前沿创新，如风廊、海绵、双碳、资源循环

等，但可惜多数因缺乏深入落地研究而大打折

扣，难以真正体现国家关于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目前有一些创新机制尝试值得倡

导，如在城市设计编制中加强与产业研究和运

营机构的合作。

当前，国内城市规划已向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转型，城市设计要在继续发挥衔接规划、

建筑、土地、生态、文化和产业等多专业之间的

“桥”或“平台”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形体空

间的高质量建设。今后可能更要考虑推动形体

秩序的构建，使得传统的设计形态管理更加突

出空间定制和公共政策制定等更为丰富的技

术语言。因此，新时代城市设计的转型提升将

进一步体现以公共政策为导向，提升空间价值

和管理效能，发挥资源利用和特色打造的价值

理性。

2  上海城市设计的实践

上海自2011年起以重点地区为抓手建立

了“五类三级”城市设计管控体系，“五类”

应对地区空间的差异化特征，“三级”体现管

控深度的差异化。同时，在控规成果中引入城

市设计附加图则，并选取功能空间、建筑形式、

开放空间、交通空间、历史风貌等五类50个城

市设计要素，作为空间指标量化的基础保障[9]。

2020年9月，自然资源部出台《国土空间

规划城市设计指南》，明确了城市设计与“五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相融合的关系构架，废

止了以往传统上的狭义型、独立式编制并报批

的城市设计工作思路，强调了在不同国土空间

规划类型中城市设计方法的运用和编制内容

要求，特别指出在重点地区要通过精细化设计

手段，打造具有更高品质的城市地区。同时，还

强调了城市设计的设计和公共政策双重属性，

拓展了城市设计的应用领域，扩大覆盖到区域

层面、乡村层面和专项规划层面。根据该文件

要求，重在体现城市设计的“纳入”与“整

合”：一方面，以规划成果为基础，将城市设计

的核心内容、重要图纸纳入规划，使其成为国

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城市

设计可以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时编制、互为联

动，将城市设计的思维整合进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和管理中。

以上“管控体系”和“设计指南”都明

确提出管理语境的分级分类，但从编制技术的

角度来看，还需要大力研究事物本身更为复杂

和细腻的特征。以上海的“五类三级”城市设

计管控体系为例：“五类”的公共活动中心区、

历史风貌区、重要滨水区和风景区、交通枢纽

地区可能是叠加穿透的，历史风貌区可能在重

要滨水地带，公共活动中心就是重要的交通枢

纽等；“三级”的城市中心（副中心）、地区中

心、社区中心对于城市设计技术来说可能并没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78 | 城市研究

有特别大的差异，因为今后人们崇尚的不再是

规模和高度，而是“可阅读的城市和可漫步的

街道”相关的空间尺度、风貌和功能创新。因

此，上海在这个管控体系基础上，需要在技术

体系上探讨更加富于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

意义的分类指导，如中央活动区城市设计、城

市更新类城市设计、绿色城市设计和智慧型

（科创）城市设计等，分类的新理念和技术突

破引领，才具有更为实质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意义。

2.1  中央活动区城市设计

传统的中央商务区突出商务功能，对“人

民城市”之需考虑薄弱。同时，近年来随着产

业迭代变迁，一些国际大都市核心区的商办楼

宇已经明显过量剩余，企业总部不再需要集聚

在中心区弹丸之地。借鉴伦敦中央活动区概念

（Central Activity Zone，CAZ），上海围绕市

中心、黄浦江沿线和城市副中心，关注人民的

需求，建设中央活动区，突出建立中央型（市

级）的文化、体育和旅游休闲等公共活动功

能，同时注重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的多业态

混合布局。

以前滩商务区城市设计和控规为例，贯

彻了绿色、复合、立体的3大理念。城市设计方

案特点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CAZ功能高配

城市设计方案从提升上海国际文化影响

力的角度，在大型国际化东方体育中心基础

上，进一步高配国际化文化、教育、医疗和商业

休闲设施，如建立2 500座席的浦东演艺新地

标，引入纽约大学上海校区、英国惠灵顿学校

和新加坡莱佛士国际医院，建设大型购物和娱

乐中心，以及上百公顷的友城公园和体育休闲

设施，功能效应辐射全市，成为上海具有国际

标志性的中央活动区重要组成部分。

（2）城绿互融布局

城市设计方案充分体现公园城市的价值

理念，发挥滨江生态优势，滨江绿地嵌入城市，

6个功能复合的组团呈指状布局。形成了占比

35%的公共绿地、全长近14 km的慢行系统，步

行5 min即可到达绿色开放空间。同时，以东方

体育中心为滨江景观焦点，组织空间布局，建

筑高度由腹地至滨江梯度递减，形成富有层次

的城市轮廓线和典型的滨水区建筑布局特征。

（3）TOD模式带动

城市设计方案在3条地铁线交汇的枢纽

站上盖形成核心的商业文化体验IP，采用TOD

综合体带动和混合街区的空间模式，街区呈现

小街坊、高密度的空间形态，营造尺度宜人、活

动多样的街区空间。上盖综合体的空中跑道和

立体公园巷呼应滨江公园，与徐汇滨江地标建

筑群建立了广阔的视野联系。

（4）空间品质塑造

城市设计方案注重空间品质塑造，引入

国际标准和精细化设计，建设高品质的国际社

区。此外，还加强规划了先进的能源和资源利

用措施，以对区域环境质量和空间品质提供可

靠的保障，如实行开发企业共同标准，从而成为

上海绿色生态城区和低碳发展示范区。

前滩只是上海建设中央活动区的一个典

型，实际上，黄浦江两岸地区都在转型推动高

质量建设。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首发地，

黄浦江两岸地区自2001年以来，经过20余年

的规划和建设，已经实现转换功能，绿贯南北，

提升品质，传承文脉，带动了腹地的改造和发

展。滨江地区体现了向绿色、人文理念和国际

性高端服务业高地的转变，成为国内城市滨水

区的典范。

2.2  城市更新类城市设计

上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也有

不少低效的用地、楼宇和大量需要更新的旧

区。推动上海城市高质量建设，需要进一步发

挥这些历史资源的作用：对于历史文化风貌

区，要维护好在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

于历史改造区域，要利用建筑改造、传承文化，

进而塑造活力；对于一般地区更新，要注重跨

界融合，组织丰富的工作和生活氛围。

2.2.1    城市要素整合设计

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是早期成功的更新

型城市设计案例，该设计围绕静安寺历史文化

风貌区，提出整合各空间要素的方案：一是以

文化、旅游为特色形成综合型的商业中心，并

以立体方式重建静安寺；静安公园与寺庙相结

合，形成开放型城市绿地。二是以立体化手段

组织有序的交通网络，建立地下地面地上立体

车库，构建联系地铁、公交换乘、商场和公园的

步行系统，延续与南京路协调的文脉转换。这

项城市设计成为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既保护了风貌特色，传承了历史文化，又实践

了TOD模式、容积率转移、建筑交通一体化，

多要素整合设计创造了多重功能的生动场景。

2.2.2    历史保护并焕发活力

近年来编制并实施的黄浦江两岸城市设

计，很好地回答了在滨江工业遗存十分丰富的

地区，如何平衡传承和发展的问题。以杨浦滨

江城市设计方案为例：首先，方案提出重点保

护连片城市地区，修复历史肌理，最大可能地

传承历史空间格局。其次，方案强调重塑传统

空间。一是重点依托连片老旧里弄住宅，传承

富有海派特色的品质空间，吸引各式人才居

住，活化社区氛围；二是激活触媒，创造活力，

对船坞、仓库、电机车间、煤气罐、发电厂等特

色工业建筑进行保留保护与更新利用，开展高

水平建筑设计，延续工业风貌，实现新旧烘托

和协调的标志性体验空间。同样，在徐汇滨江，

城市设计方案利用沿江水泥厂的老建筑，打造

“剧院、文创和休闲新地标”，对沿江历史建筑

进行退台和灰空间的处理，设计第五立面，打

造景观阳台，增加亲水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多

共享的优质滨江休闲空间。

2.3 绿色城市设计

绿色城市设计是城市设计发展的高级阶

段，其根源思想源远流长。霍华德的《明日的

花园城市》提出花园城市理论，对世界城市建

设和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堪培拉的“花

园城市”原型，伦敦的“公园城市”世界样板，

新加坡的“自然之城”的蓝图，这些成功的实

践提供了绿色发展和更好生活的示范样板。最

近，纽约谷歌新总部案例提供了一个体现如何

连接历史和自然，充分体现绿色城市设计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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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案例：它通过保留、改造和利用其所在的纽

约港圣约翰货运站原有大型建筑结构，创造出

新型办公空间，不仅减少了78 400 t的二氧化

碳排放，还阻止了77%的建筑垃圾被扔进垃圾

填埋场。此外，大型太阳能电池板阵列减少了

电网的电力消耗，建筑捕获了多达35万L的雨

水用于灌溉。该项目还考虑到自然元素，创造

了一个拥有1.5英亩（约0.6 hm²）街道植被、

铁轨花园和露台的生态栖息地，吸引了40多

种鸟类。这不仅为员工提供休息滋养的场所，

也增强了社区居住者的生态体验。

在国内，“公园城市”给城市注入“生态

文明”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上海

践行公园城市理念，开展绿色城市设计有2个

重要类型：一是生态景观类型，如环城绿带和

大型楔形绿地和结构绿地等，注重生态养护、

通风廊道、水系涵养和休闲旅游的作用；二是

绿色低碳类型，主要是叠加在其他类型上的绿

色设计，包括“双碳”实践、海绵城市和绿色

基础设施等内容。

2.3.1    生态景观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

年）》划定了10片处于中心城边缘战略位置

的楔形绿地，楔入密集城区，具有巨大的生态

价值。如张家浜楔形绿地设计方案[10]，贯彻城

市风廊和海绵设计的生态设计策略，为城区组

团和建筑层面的被动式降温和城市防洪提供

更多机会，最终将降低大量能源需求和碳排

放，提高安全韧性。方案提出：①修复生态环

境，对现有的张家浜河道及其支流进行综合性

生态恢复，改善水质、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②改善微气候，通过引种10余万棵

大树，设计绿化率达到90%，通过地形改造、种

植策略、林冠与水体的交替出现等空间协同效

应，引导夏季盛行的东南风，最大限度地改善

热舒适度及空气质量，缓解城市热岛效应；③

建设海绵城市，经设计模拟，实施低影响开发

后，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80.3%；在5年

一遇的降雨情景下，海绵城市可实现暴雨径流

峰值削减30.0%以上的控制效果，有利于实现

区域水安全管控目标。

2.3.2    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和智能技术应用是城市设计走

向更具价值的新前沿。上海也有许多园区探索

开展了绿色低碳设计实践。不少产业园区转型

的试点，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突出绿色街区、碳

中和社区、海绵城市等绿色生态建设理念，提

出了包括能源重置、高质绿基、零废循环、绿色

出行、低碳生活在内的绿色低碳场景应用。

2.4  智慧型城市设计

智慧型城市设计与绿色城市设计都是

国家鼓励的前沿设计。智慧型城市设计也可

以叠加在其他类型上，既有体现与产业功能

的空间匹配智慧，也有在空间布局上的自然

协调智慧，还有体现公共空间活力的智慧，更

有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塑造智

慧。智慧型城市设计让物质空间得以精准、复

合和永续利用，给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

2.4.1    产业赋能

以张江人工智能岛设计为例，集聚了IBM

研发总部、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等

跨国企业，同济大学科研院所，以及阿里、百

度、云从等著名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容纳了

7 000多位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岛

上工作。

智能岛的入口设置的AI展示楼、众多的道

路测试和中小体量的研发楼宇，体现了产业功

能的外部空间特色。同时，许多企业技术也对

内外部空间产生了全方位的赋能场景塑造，智

能岛已实现各类智慧应用场景，安全巡检的无

人机、水质监测的无人船、无人零售车等研发

产业要素与城市空间形成无缝融合的运行场

景。数字化运营平台有机整合建筑空间、设备

及人等基础要素，通过三维建模技术，实现业

务场景的可视化呈现，满足建筑物的监控、管

理和信息共享等需求。智能岛空间的开放模式

改变了以往封闭的园区街区的孤岛模式，城市

设计方案提供了大量的舒适学习场景，融合智

慧科技与公园生态，综合考量产业与人的发展

需求，重塑了市民的工作生活一体化价值。

2.4.2    空间匹配

（1）空间多样活力

产业的集聚和融合氛围催生创新，同时

也需要城市设计打造精准有效的空间供给。同

样以智能岛南岸全长1.5 km的AI未来街区为

例，它的引人瞩目不仅在于重量级的入驻企

业，覆盖了张江的3大主导产业：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和人工智能，还在于楼宇与绿色互相环

绕的景观，同时朝着城市道路布局，形成连续

的开放界面。随着AI技术扩大应用，城市设计

提供了更多的叠加场景，如街道成为技术迭代

升级的测试和应用场所，购物中心的广场展示

给消费者带来丰富的产品测试和推广场景，移

动办公场所又让科研人员在街道上可以跨越

时空，跟踪国际前沿信息，随时获得业内交流。

科创区空间活力在土地和空间上呈现为

功能的多元。如张江国创中心，利用近10万m²

的大跨度厂房进行改造，成功地使老工业建

筑成为新的创新场所。设计考虑了包括科创

总部、研发机构、科技服务、会议展示、跨境监

管和商业、公寓等服务功能的水平分布，以及

孵化、加速、中试和小批量生产的垂直分布入

驻，而且不同科创公司的集中布置，所形成的

产业链又加强了研发合作的关系。再如浦东软

件园，依托轨道交通2号线金科路站，连接商

业综合体和汇智湖公园，朝外圈层式布局研发

办公。它已经不再是如东京多摩新城的传统

TOD模式，从功能复合的颗粒度和发展类型

来看，更属科创区模式，科创产业链显著，组团

布局明显，步行绿道贯穿整片园区，连接各式

咖啡馆、餐饮和健身中心，专业交流氛围充满

整个园区。

（2）集约化高品质

随着城市可开发用地越来越稀缺，城市设

计愈加关注空间效率和效益。在一些产业园区

的科创—制造一体化项目开展“工业上楼”，

既能满足研发制造一体化产业链的高效建立，

让研发人员和技术工人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也使得企业效益和政府的土地资源效益得到

极大提升，并且实现了从园区向城区转变对塑

造街道活力的新要求。同时，智慧型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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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下空间整体开发，形成了地下环形通道。

该项目使得地下空间和地上二层平台实行产

权一体化，从而成为国内首个地上、地下土地

分别出让，由地下1家主体单位和地上7家主体

单位合作开发的大型城市更新综合体项目。

3  城市设计推动高质量规划编制

综上所述，上海应该建立城市设计分类

技术指南，重点是要强化设计的多专业协同性

和公共政策属性，突出城市更新的精细化，加

强城市设计整体意图在法定规划中的有效传

导。在技术指南中要注意4个要点。

3.1  建立全面的高质量城市设计内容框架

早期城市设计较注重构建形体环境和人

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新时期城市设计赋予了

新的内涵，即围绕土地和空间利用，更加注重

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性、工作和生活的一体化，

公众参与交流的创造性，并通过公共政策手段

确保公共利益和推进实施。

上海黄浦江两岸地区和贯通工程城市设

计体现了上述内涵拓展诉求，反映了多方面的

功能目标，即高质量的产业经济和高品质的空

间环境。这些项目都建立了包括规划、建筑、景

观、生态，以及产业策划和人文艺术等专业人

士在内的多支设计和研究团队，在政府主管部

门搭建的高效协作平台上，形成多元智慧集成

的实施方案。方案充分体现了“工业锈带”向

“生活秀带”“创新秀带”的绿色理念转变。从

这类可以借鉴的实践来看，一项高质量的城市

设计编制要注重思想理念的充实、工作机制的

创新，要关注城市设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应

该包含这些研究内容：①高水平的产业经济发

展；②高效能的空间布局结构；③高融合的绿

色网络和高能效的绿色低碳；④高标准的土地

交通一体化和空间集约开发；⑤高复合的功能

载体和高弹性的空间利用；⑥高品质的文化遗

产传承和公共活动空间；⑦高智慧的专业协同

平台；⑧高合作的社区空间治理。

3.2   完善分级分类的管控体系，推动城市设

计全覆盖

从城市更新的要求来看，重点地区是城

市设计的主战场，既需要关注多类型、多目标

的特质，还需要严格的刚性管控和适当的弹性

策略并举，以发挥市场积极性。同时，即使是一

般地区，也有许多在不同时间阶段需要更新提

升的地方，这些是区域整体和系统布局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推动城市设计的全覆

盖，这些地区需要按照城市设计“五类三级”

差异化的管控要求，开展不同深度和内容的城

市设计研究，并落实到法定图则中。

3.3   充实附加图则，实现城市设计整体意图

的有效传导

以往的城市设计附加图则呈现较多的碎

片化，缺乏方案整体系统的传承和连贯性。如

附加图则上贴现率控制注重了街墙的空间活

动连续性，但也可能抹杀了丰富的街道空间中

后退所形成街面角落的趣味感和交流性。再如

附加图则中绿地可以控制面积，但人们更多是

对其位置及与建筑的空间关系产生感知，因此

在图则中的粗放表达没有实质性意图。因此，

建议改革附加图则简单机械的表达方式，以

“附加图则+城市设计技术简本”的做法取代，

技术简本包含完整的设计方案和简要的说明，

对设计的生成过程性内容可以简略。附加图则

的“升级”可以更好地表达整体城市设计意

图，进而更好地推动建筑和景观设计的深化，

实现开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赢”。

3.4   凸显新理念新技术集成，建立上海城市

设计技术指南

在上海和国内外典型城市设计编制和实

施案例的评估基础上，贯彻一系列国策方针，

并以前沿理念和技术为指导，必须分类分区建

立城市设计编制技术指南。城市设计在编制技

术上需要在新理念新技术上谋求突破，发挥支

撑和引导法定规划编制的作用。2023年12月

在上海，全国55个城市联合发布了《关于“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工作倡议》，倡导开展高

质量的城市设计。而建立城市设计技术指南：

一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和实施案例，汇集专业人

士和社会应用的共识，有助于总结经验得失；

另一方面也能思考和沟通上海在落实《国土

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过程中，如何进一步

结合超大城市的实际情况，把城市设计作为一

种思维和工作方法，真正发挥其对创新的支撑

引导作用，适应上海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建

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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