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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Shanghai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A Case Study on 
Street Design of Tiantong Road

蔡光宇   CAI Guangyu 

传统的道路工程设计注重道路的交通功能，而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一味地放宽道路红线、增加车道数等手段却往往导致

街道慢行体验、城区活力、风貌保护等方面的品质下降。近年来在城市街道设计与建设中更注重人的需求，这一理念的转

变，已成为中央与地方规划建设领域的重要目标之一，《上海街道设计导则》正是基于此理念而编制。选取天潼路街道设

计为试点案例，配合《上海街道设计导则》编制进行试点示范研究工作。以期既能直接指导道路工程设计，又可进一步完

善导则内容。

Traditional road design most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function of the road. We enlarge the redlin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motorized lane to solve traffic jam, which in most cases reduces our walking experience, reduces the vitality and the scene protect of 

the city. Fortunately now we focus more on human needs whe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ity stree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Shanghai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is based on 

this concept. We select the Tiantong road street design as a pilot case, aiming to conduct demonstration research for Shanghai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 The results can directly guide the design of road,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guide and make it more instructive 

and practical.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提出“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

善、邻里和谐生活街区”，树立“窄马路、密路

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强自行车道和

步行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街道作为与城

市居民关系最密切的公共活动场所，越来越

受到关注[1]。作为以“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

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为建

设目标的上海，在新形势下，加强街道建设、

《上海街道设计导则》实践探索*

——以虹口区天潼路街道设计试点示范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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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供绿色交通、塑造活力

街道，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

一方面上海轨道交通建设网络的日益完

善，使选择公交出行的市民增多；另一方面，

随着上海经济蓬勃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户外慢行运动、休

闲等活动也大幅增加。原有的以保障交通为

主要功能的街道正在融入更多的城市生活体

验、健康慢行空间、活力交往等诸多新需求[2]。

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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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人性化、精细化。而既有设计法规尚未能

够综合涵盖街道设计中所涉及的规划、交通、

市政、景观、历史风貌等各方面设计要求。因

此，上海着手编制相关规划，完善慢行系统，

提升街道空间的环境品质，如黄浦区慢行系统

规划、徐汇区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等。在黄浦区、

衡复地区、桃浦科技智慧城也开展了大量街道

品质提升的工作，在历史风貌道路整治、新区

道路高质量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在以上相

关工作的良好基础上，《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以下简称“《导则》”）作为全国第一本城市

级街道设计导则应运而生[3]。为了使最终成果

更好地与建设工程相衔接，在《导则》编制时，

街道设计的试点示范工作也同步进行了探索

性研究。本文所介绍的虹口区天潼路街道设计

就是对导则落实所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首次

将《导则》中的设计导向运用到实际项目中，

同时通过节点深化设计来补充和完善《导则》

中的具体设计指引条款。

1　研究目的

1.1　运用与贯彻《导则》的设计导向

《导则》价值导向是安全、绿色、活力、智

慧[3]，应贯穿于整个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与

维护等相关工作。

安全为行人车辆各行其道、有序交汇、

安宁共享，保障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交通活

动顺利进行，是前提条件；绿色为倡导绿色低

碳，鼓励绿色出行，增进居民健康，促进人工

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是基本需求；活力

为提供开放、舒适、易达的空间环境体验，增

进市民交往交流，提升社区生活体验，是高品

质的需求；智慧为整合街道设施进行智能改

造，提供智行协助、安全维护、生活便捷、环境

智理服务，是提升手段。

1.2　深化与补充《导则》中的设计引导

为落实4大导向，《导则》中使用了两种

主要引导方式：一种是提出条线上的设计要

求，形成条文；另一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建

立街道的方法体系，即如何评价、设计、管理

不同类型的街道[4]。《导则》中引导模式最终

由若干带有案例的指引条款与针对各类街道

的活动特点形成差异化设计建议构成。《导

则》编制过程中已调研和收集了上海市内数

百条街道的平面、断面、交叉口、沿街界面数

据，成为《导则》中重要的案例支撑[3]。但这

些案例均为已建成的实例，为提供更符合《导

则》设计导向的实例研究，我们需要有从规

划设计阶段就开始运用街道设计理念的实际

工程项目作为支撑案例，将具体的引导条款

通过实际节点设计来做进一步深化研究，使

《导则》更具有指导实施的价值。

2　基本研究思路

2.1　案例选取原则

本次研究案例选取有两个基本原则。

首先，选取示范街道的范围可在中心城

区内，且正在编制规划建设方案时为宜。这样

选是考虑到中心城区面临的城市更新工作将

日益剧增，而从更新初始阶段介入可使《导

则》发挥更大的设计指导意义。

其次，选取示范街道应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上海《导则》依据功能与活动对街道进

行分类，形成对道路分级的有益补充，从不同

维度定位街道。共分为商业街道、生活服务街

道、景观休闲街道、交通性街道和综合性街道

5大类[4]。选取能综合兼顾各类街道类型的路

段将更有示范意义，便于今后《导则》的实

施与推广。

2.2　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选取了天潼路路段（河南北

路—吴淞路）。虽然在研究时改造项目已启

动，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编制，并已报虹口区市政处工可。但

原方案重点关注仍在次干道路的机动车交通

通行能力上，对行人及两侧街道界面没有充

分考虑。本次试点研究工作希望通过在道路

改造工程设计前增加街道设计这一阶段，贯

彻《导则》设计导向，做尝试性研究 [5]。

首先，优化原有的工程设计方案，应以更

全面地关注人的需求、关注人的交流和生活

方式的转变为前提。其次，在设计范围上，应

拓展到道路沿街界面的街道空间范畴，设计的

内容也应当拓展到街道的整体空间环境，突出

街道的人文特征，对市政设施、景观环境、沿街

建筑、历史风貌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最后，设

计需要重视提升街道的场所功能、促进街区活

力营造、提升环境品质[6]。进一步明确天潼路

提升改造的总体定位，深入研究对于沿线地区

的产业导向、综合交通、生态绿地、市政设施和

整体风貌等，从而对天潼路各路段断面、重要

交叉口与节点，沿街立面、景观风貌等提出提

升建议与实施方案。

3　实例解析

天潼路位于虹口区与静安区交界处，西

靠河南北路，南临苏州河。本次设计范围长

704 m。整体研究范围含两侧街坊共13 hm2。

该路段是一个功能复合的区域，同时具有商

务办公、商业购物、居住社区和休闲绿地4项

核心功能。正如上海众多的历史道路一样，天

潼路已历经百年沧桑成为人们的历史记忆，

它承载了石库门里弄、邮政总局、新亚大酒

店、服饰市场等时代地标。但随着城市的转

型、市民需求的改变，天潼路也正在发生脱胎

换骨的改变。街道的主要矛盾聚焦在次干道

的交通要求与现状两车道的通行能力不足；

区域商务功能的升级与相应街道服务能力不

足；陈旧的设施、刻板的景观、混杂的交通和

乏味的空间。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天潼路的发

展（图1）。

3.1　重塑活力街道

通过现状调研、上位规划评估、线上线下

行人需求调查等方法，基于《导则》的价值

导向分析后，我们发现在提升街道慢行安全、

优化绿色环境的同时，天潼路更应注重城市

活力的引入。作为历史上摩登上海的代表路

段，不应完全以机动车交通顺畅为唯一衡量

标准。将天潼路街道定位为——复兴风貌魅

力，激发城市活力的林荫街道，更能体现本区



规划实践 | 65 

域原有的历史特色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以

“微改造”作为设计的基本原则，以近期改造

工程为实施前提条件，以较小的代价，短期见

效的原则进行设计。以人的需求为切入点提

升活力，带动周边街区发展[7]。通过优化规划

设计使街道更符合人的活动需求，变一般工

程设计为整体空间景观设计，同时更关注城

市街区发展。

设计中采用慢行改造、景观塑造、活力复

兴、智慧管理4方面改造策略与《导则》的安

全、绿色、活力、智慧4大价值导向相对应。更

多地考虑慢行需求，增加慢行网络密度，完善

相关服务设施，强调城市街道作为公共活动

空间和交通出行的多重功能属性，创造多方

式平衡、安全、便捷的城市出行环境等一系列

街道设计理念与要求（图2）。

3.1.1　慢行改造——提供更安全、舒适、便捷

              的慢行体验

在步行环境上，本路段人行道铺装不平

整，新老混用且损坏严重，未及时修复。行人

不得不选择更为平整的非机动车道行走，带

来安全隐患。除河南北路—江西北路段外，其

余人行道均未设置盲道。河南北路至江西北

路这一六车道路段，步行过街宽度超过25 m，

路中未设置安全岛，距离长带来弱势人群过

街不便。机动车违章占用非机动车道停放现

象严重，令非机动车行驶安全问题多。故出行

的安全隐患是影响目前天潼路慢行环境的首

要问题。

改造设计时除了完善地面铺装外，还通

过人行流量调研、测算等方法对各路段行人

所需实际步行宽度进行计算。提升重点是保

障地铁站附近步行道宽度在3.5 m以上。对于

历史建筑步行道难以拓宽处，也可通过梳理

设施空间来保障至少1.5 m的通过宽度，形成

适宜的通行尺度。

为改善弱势人群步行环境，设计将完善

全路段盲道系统。通过增加安全岛、缩小交叉

口路缘石转弯半径，来减小过街实际距离，提

升步行安全性[8]；通过抬高支路过街步行区域

标高，并采用与人行道相同铺装的做法来增

加过街的舒适度（图3）。

通过对非机动车道涂色警示及增加局部

路段的机非隔离设施，来更好地警示与限定

非机动车道路权。合理布局非机动车停放区

域，将非机动车道抬高与停车区域共面，步行

区域与停车区域通过绿篱分隔，使慢行出行

更便捷和安全。

3.1.2　景观塑造——构建宜人的林荫街道

天潼路沿线尚未进行整体的景观设计。

目前沿街建筑退界宽窄不一，变化大。行道树

全路段仅有29棵，以街道长度来看平均间距

46 m，且未连续布置。

整个街道空间难以给行人连续整体的感

受。现状虽然有开放空间，但未进行景观视线

与节点塑造，无法给人留下良好印象。

景观设计中关注重点为空间的连续性。

方案完善了间距适宜的行道树系统，形成在

高度、色彩和种植搭配上统一、和谐的绿色线

形空间。局部退界空间较深区域，在第一界

面的法国梧桐林荫带外塑造第二层以色叶乔

木、花卉、景观小品为主的绿色界面，来弥补

因界面退后过多产生的不连续的空间感受[9]

（图4）。

3.1.3　活力复兴——塑造主题活力空间、延续

              历史风貌

针对天潼路沿线特色建筑与特色商业街

道多的优点，设计中提炼出邮政文化、服饰文

化和美食文化3个特色主题。通过梳理开放空

间，分析景观视线，合理选择与塑造节点空间

的景观环境，提升街道活力（图5）。

天潼路现状建筑风格多样，多个时代的

建筑风貌并存，主要以欧式、石库门、现代风

格为主。由于沿街立面的风格、色彩、材质不

协调，存在视觉冲突，天潼路作为历史道路的

整体风貌给人不连续的印象。

现状沿街建筑底层多为商业店面，店铺

面貌形式多样、店招风格繁杂不协调，易给人

图2　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段）街道设计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图1　 天潼路现状照片（2016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天潼路—河南北路地铁站出口效果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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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杂乱等不良感受。

方案以传承天潼路历史风貌、复兴街道特

色为目标，通过采集历史建筑色彩与细部元素

特征，对新建建筑沿街立面元素提出协调要求。

重点提升区域范围由行人最大视角确定，调整

内容包括立面装饰细部、色彩、材质、窗框、雨蓬

等立面元素。协调后的街道整体色彩将以褐色

系为主，辅以灰色、米色的细部装饰色。

设计中对街道底层商业橱窗、店招、广

告、立面材质等的风格提出要求，力求新老界

面能统一和谐。同时对历史建筑立面空调、衣

架等设施提出整治方案（图6）。

3.1.4　智慧管理——整合设施，引入智能运

            营维护措施

现状电力、电信等市政柱杆过多、密度

高，在空间上严重侵占本不宽裕的人行道空

间，且街道上空密布电车电缆、电力、电信等

飞线，有如黑色“蛛网”，给人压抑的感受。

与此相反，垃圾桶、书报亭、必要的公共服务

设施却数量稀少。夜间灯光照明覆盖度不够

也给行人造成很多不便。步行通道上常见非

机动车随意停放，路面铺装、花坛破损等现

象也暴露出街道的维护管理不善。

提升方案通过电力线地埋，以及多杆

合一等手段为街道设施带瘦身。在完善必要

服务设施的同时，还可以对各类设施进行美

化、智能化升级，提升服务品质。

在日常管理上，通过引入智能化监控管

理机制，构建公众参与的管理平台，使街道

的管理与周边的社区居民、白领上班族等各

类人群间的互动增强，更好地发挥公众的积

极性，更及时有效地解决日常产生的各种新

问题。

3.2　节点设计

除了解决系统上的问题，天潼路在近期

建设中还需面对4个节点上的矛盾焦点。通过

对《导则》引导条款的细化、深化研究，我们

也对原有方案提出优化建议。

3.2.1　缩窄机动车道宽度，释放更多的步行

          空间，解决地铁站出入人流与步行通

         道过窄的矛盾

地铁10号线与12号线的换乘站点位于

天潼路与河南北路交叉口地下，在地面南北

两侧各设置1处出入口。另根据天潼路地铁站

枢纽步行出入人流量统计，工作日全天人流

量38 716人，高峰小时人流量3 366人。实际

高峰时段两个出入口自西向东人流量为14—

20人/ min。现状1.5 m宽的人行道已经很难

满足高峰人流通行顺畅的要求。调查发现有

近20%行人选择非机动车道步行。

目前路段内距离地铁站500 m范围内，

广田108广场、苏宁宝丽嘉综合体主体建筑已

经落成，开业在即，中美信托大楼也即将拔地

而起。这3个新建地块将提供总量30万的商业

与办公面积。届时天潼路地铁站将迎来高峰

时段人流量倍数增长。要解决这一冲突，提供

更宽的步行道是最好的解决策略（图7）。

通过交通测算与评估，该节点现状双向6

车道的路面宽度可以收窄至5车道。利用一个

车道的宽度可使两侧的步行道增加到宽3.5 

m，有效地提高人流的通过率。同时，通过对

两侧用地内沿街绿化进行改造，可有效地分

解出入建筑活动人群与通过性人群，更好地

疏散高峰时段大量人流。

3.2.2　调整区域交通组织，优化断面形式，

           协调保护建筑路段空间不足与次干道

           功能的矛盾

天潼路（崇明支路—四川北路）段这短

短的120 m，由于两侧为上海邮政总局大楼

和新亚饭店两处上海历史保护建筑，建筑之间

距离仅为17.5—18.5 m，现状为双向2车道加非

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断面形式，在功能上无法满

足天潼路次干道的通行需求。而该路段规划红线

32 m，但历史保护建筑没有条件平移或搬迁，因

此该段道路红线无法实施。

调整方案提出合理利用有限路面资源、分

时管理的策略，提出了两种备选方案，提高高峰

时段的通行能力。

图4　天潼路（四川北路—乍浦路段）步行空间
效果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图5　天潼路—江西北路公交车站等候空间效果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图6　天潼路沿街界面设计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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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方案重点将一体化打造

建筑退界空间与人行道空间，做到景观设计

图7　天潼路（河南北路—江西北路段）平面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图8　天潼路（崇明支路—四川北路段）断面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无缝衔接。同时提出将高层建筑侧的消防登

高面与街角空间结合，有效利用地块内的半

方案一，通过在高峰时段禁止非机动车道

通行，将12.5 m的路面划分为双向4车道。该方案

优点在于机动车双向通行能力均大幅增强，缺点

则是非机动车需要绕行，且分时管理难度大。

方案二，将非机动车道压缩至1.5 m，机

动车道增至3条。其中中间设置3.5 m的分时

变向车道，以应对各时段不同的通行需求。该

方案相对方案一来说实施可能更大，且便于

管理（图8）。

3.2.3　复合开发用地模式，化解新建绿地功能

              业态与周边人群需求的矛盾

天潼路（江西北路—崇明支路段）北侧

地块为顺和里旧石库门里弄社区。在规划中该

地块共3 637 m2将作为公园绿地建设。增加区

域绿地面积无疑是好事，且周边1 km范围内缺

少绿地。而拆除所有里弄建筑仅仅只建绿地，

相对市中心高昂的土地成本来说无疑显得不

够经济。

对于此类城市更新节点，我们本着土地集

约化开发利用的原则，希望在建设时能加入更

多使用者的需求。在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可以

得出该区域缺少为周边商务、办公人群服务的

早餐点、轻餐饮、户外休闲场地，而周边社区居

民也没有室外健身、社交等活动的空间。

因此方案中将保留一处里弄建筑，与地下

空间一起进行立体开发。该保留建筑改造升级，

可提供公共服务建筑，并提供健身、餐饮、文化

活动等空间。地下提供2层停车库，缓解周边社

会车辆停车难的问题。在景观设计上将挖掘里

弄文化元素，通过地面铺装、景观小品、景墙雕

塑的特色设计来延续场地的历史记忆（图9）。

3.2.4　多层次的景观空间优化，缓解半公共

            空间与街道空间脱离的问题

天潼路（四川北路—乍浦路段）就已有

景观方案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满足绿

化率指标，绿地沿道路红线连续布置，与街道

空间衔接不够。将地下空间采光、风机置于沿

街道空间、产生消极景观界面。建筑退红线空

间与人行道缺乏衔接设计，对出入口区域缺

少必要的景观处理。建筑高度与步行间宽度

比值过大，易使行人产生压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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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沿街立面尺度压抑问题，方案建议

对原建筑立面底层增加连续悬挑雨蓬、在裙房

区域设计立体绿化，从而增加人视点立面空间

层次，屏蔽过高建筑尺度影响[10-12]。

在建筑物出入口空间应当着力进行景观

设计，通过绿植色彩与层次上的巧妙组合，结

合邮政文化近人尺度雕塑，来展现天潼路历史

风貌主题。沿步行道布局并结合绿化的文化主

题的雕塑、小品、景墙不仅起到美观作用，也能

遮挡地下空间露出地表的设备房，延续主要步

行区域的空间感受（图10）。

4　街道设计应用建议

通过天潼路街道设计项目的示范性探

索，建议将《导则》提出的街道设计这一工

作分为街道评估、方案设计和运维管理3个阶

段。街道设计可以在单元规划阶段结合城市

设计工作一并开展，也可以在具体项目设计

前进行专项设计研究。

4.1　街道评估

通过对街道的区位条件、历史底蕴、功能

定位以及使用者的需求分析，形成街道的总

体风貌定位，统领之后的详细设计。问题导向

与需求导向结合是把握街道发展目标的关键

方法。结合评估结论和各方需求综合形成街

道的设计要素提升清单。针对提升清单，结合

需求紧迫程度，实施主体积极性、实施难易度

等因素，明确具体工作任务。

4.2　方案设计

新建道路可在控规编制阶段增加街道设计

专项，落实导则的具体要求。已建道路在城市更

新时需在工程设计前，结合街道评估成果编制街

道专项规划设计，或与城市设计工作相结合。街

道设计方案需要通过征询沿线居民与业主意见，

协调各方需求，综合确定方案，最终由政府组织

与协调实施。

4.3　实施机制

在由设计到施工落实的全过程实施机制

图9　顺和里绿地改造设计平面图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图10　天潼路（四川北路—乍浦路段）断面设计
资料来源：天潼路（河南北路—吴凇路）街道设计。

公共空间，塑造街道活力节点。方案提出将人

行道向地块内原绿化空间偏移的设计手法，使

人行道两侧均有绿化带，形成林荫空间，达到

区域性的绿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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