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高品质未来的空间发展设计——城市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与新范式 段 进

提 要 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城市更新与空间品质提升成为首要任务，

城市设计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技术手段。但是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设计理念的更新、

现代技术的挑战以及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现代城市设计从理论、方法、技术和范式等

方面都已不能适应其发展需求，在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争议和质疑。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

挑战，系统地阐述以人为本的设计新理念、绿色智慧的设计新方法、空间发展的设计新

范式，包括从形体设计走向空间发展设计、全域全要素的多维空间设计、全过程互动的

多级协同设计等，提出空间发展设计是有价值观的设计，是规建管治全过程的设计，是

适应未来社会与技术发展的设计，探索性地形成空间发展设计新概念与方法体系，为现

代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适应时代和改革的发展提供新思路与参考。

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a new era of urbanization focused on developed urban ar‐

eas, urban renewal and spatial quality improvement have become priorities, underpin‐

n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urban design to help achieve these goals. However, as soci‐

ety needs change, design concepts evolve, emerging technologies poses new chal‐

lenges, and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ndergoes reforms, urban design faces theo‐

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aradigmatic challenges, resulting in confusion and

doubt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new con‐

cept of people-oriented design, the new green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ology, and

the emerging paradigm of spatial development design. By exploring these new con‐

cepts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s, it offers fresh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advanc‐

ing modern urban design theori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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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过 40多年的快速发展，

完成了快速扩张和基本建设，已经

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城市

更新与空间品质提升成为首要任务。同

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新时代

的需求和新技术的挑战，综合成为现代

城市设计改革发展的推动力。

2023年自然资源部要求全国应遵照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要求

开展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方案经比选后，

按法定程序将城市设计方案的有关建议

统筹纳入详细规划管控引导要求”[1]，并

且强调“城市设计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重要组成，是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贯穿于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管

理的全过程”[2]。这说明管控性城市设计

的新体系与技术方法已经逐步形成，实

现了对城市格局、风貌和各类空间的精

细化管控。与传统城市设计相比，内容、

概念与方法等正发生重要的转变。

城市空间品质提升，随着时代的发

展，也已不仅仅是风貌与特色，而是空

间的综合标准，在形体空间的美学需求、

社会需求、经济需求、人的需求等共性

基本目标之外，社会公平、绿色低碳、

文化保护、以人为本、数字智慧的深化

目标成为新时代高品质空间发展的新内

容，现代城市设计的目标与方法也将随

之改变。

现代城市设计的诞生是西方工业化

文明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城

市设计的内容进行系统化、理论化与专

业化的结果。现代城市设计在我国城市

规划与建筑界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

论是作为管控型还是项目实施型的城市

设计，仍然有一种倾向，即城市设计在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两个领域中起承前

启后的作用，是一个建筑学、景观学与

城市规划学的结合部，也有专家认为是

一种独立的形象景观设计专项。这些认

识和相应的方法不利于城市设计发挥应

有的作用，城市空间发展需要全过程的

设计。城市设计是一种设计思维和技术

方法，是优化空间的过程，而不仅仅是

某一阶段的衔接，也不是某一种目标的

终极蓝图。新时代的综合需求和新技术

的可行性，促进了城市设计从工业文明

的专业细化分工向智能时代综合整体系

统的发展。

因此，新的空间品质提升要求使得

现代城市设计的理念、方法、范式等三

个方面都将发生重要的转变，从物质形

态走向人的需求、从静态成果走向动态

管控、从形式美学走向发展过程，使现

代城市设计走向了全面的空间发展设计。

1 以人为本设计的新理念

新时代的设计理念突出了以人为本。

尽管构图原理、视觉美学、模式语言等

传统经典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人的需求，

但现在对人的认知以及技术方法上的重

大变化，使其在设计理念上发生了革命

性的转变。

1.1 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设计的新理念改变了以物

为本的设计方法。长期以来用抽象的人、

统一的标准、单一的主体和单纯经济的

效益为依据的模式受到质疑。

一方面，从以抽象的经济人、社会

人为依据到关注具体多样人群的需求。

《雅典宪章》采取以大分类的抽象人代替

丰富多彩的多样人群，在城市空间布局

上形成功能分区理论，适应了当时工业

化时代的大分工和二战后物质环境重建

快速发展的需求。但这种抽象人忽视了

人的差异和偏好，形成的经济人、社会

人的理论，追求的是效率优先、自身利

益最大化或者是集体利益最大化，忽视

了具体人群的多样需求与体验[3]。在此基

础上的设计，以抽象的规律讨论行为模

式和空间形态模式，研究物质空间的比

例与尺度、均衡与稳定、对比与微差、

韵律与节奏等组合方式，形成以物的关

系替代人的关系的设计模式与方法。

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注重多重尺度、

多视角、全链条的空间体验性。注重多

样不同人群的体验，注重不同文化和传

统的保护，注重各种不同人群对城市空

间发展的感受和获利，增加了具体人的

获得感。以往的千人指标，配套标准等

都需更深入的细化与改进。例如以往公

共空间的设计类型单一，公园、风景区、

广场、剧场、电影院等都是以人的共性

指标设计的，缺乏以具体的社群空间为

基础的场所，可以细化与改进为某种职

业、某种年龄层次、某种性格类型、某

种兴趣爱好等，形成的公园也可以有老

人公园、儿童公园、青年公园、民族公

园、文化公园、科技公园、雕塑公园、

画家公园等，有利于“积极空间”和

“家园感”的形成。

另一方面，设计到建设的运营模式

从开发经营转向共同缔造。首先，城市

快速扩张的土地经营开发模式已经不可

持续，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途

径。面对建成区环境更加复杂的内容、

主体和利益，需要精细化的设计，多主

体的共同协商、参与和决策成为必然。

同时，政府以土地财政经营城市的空间

逐步缩小，土地拆建的成本升高，政府

在城市更新中继续大包大揽存在困难。

开发商大拆大建的模式也已不可持续。

以往高容积率、高房价的拆、建、改方

式，不仅使城市的空间和交通等物质结

构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使城市的

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变化，不合理的社

会结构使城市发展不可持续。例如某些

大城市的高房价已经使年青创业者和技

术工人无法生存，最终必将阻碍城市的

整体发展。

共同缔造将成为新时代城市设计的

有效途径。共同缔造强调的是不同的主

体以及多样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

城市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管理的

全过程，通过协商合作发挥各自的作用。

共同缔造的方法有利于城市建设的有机

更新，有利于多样人群的利益体现，有

利于城市治理的良性管控，有利于资金

渠道的多元合作，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活

力提升。

1.2 从形态研究到视觉感知

相关研究表明，人的外界信息约

83%来自视觉，因此，无论是经典美学

的空间形态塑造，还是数字技术的现代

分析都对视觉感知十分重视。以人为本

的设计更强调视觉体验应在共性基础之

上进一步研究多样人群的体验差异性。

传统经典的形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静态空间形式，通过专业设计与分析者

运用掌握的一般规律进行形态分析，以

普遍性的推断代替多样群体不同的多元

化生活体验。因此，它会掩盖城市空间

许多深层次的内涵。以人为本理念的倡

导，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相关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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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进一步深化以多种人群为对象的

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如眼动仪、虚拟

仿真、现场数字采集、大数据系统分析

等，视觉感知科学正蓬勃发展。

随着视觉感知科学与心理学、行为

学、图形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视

觉感知的分析与运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空间视觉感知注重物质空间与人

的行为关系，并归纳出空间塑造理论、

形体设计手法等系统的空间组织方法，

为城市空间的形体分析与设计提供了底

层科学依据。尤其是通过时空大数据关

注图形关系背后的逻辑，研究平面布局

与自然山水、文化理念及空间意义的关

系，研究拓扑网络与人的行为关系等，

已经从纯物质形态自身分析走向与人的

互动研究，如空间句法、空间基因等。

传统经典的空间视觉秩序研究强调

整体，认为整体优于部分，并对局部进

行制约。因此并不能将空间分割为若干

静态的情景，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连续的

空间系统，这种方法研究经久不衰，但

由于技术方法的限制，真正连续、整体

系统的视觉感知未能实现。当今科学技

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支撑，如三维动画

模拟、三维实景、录像分析、虚拟现实

等辅助手段满足了分析能力和应用实验

需求。新的空间视觉秩序方法实现了设

计者、投资者和使用者等多主体虚拟感

受城市空间环境，同时也提供了非专业

人员公众参与的良好沟通途径。

1.3 从形象特色到场所文脉

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不再把重点放

在物质空间的构形与特色创意上，而是

从人的需求出发，强调具体的社会场所、

行为观察、历史文脉等。

社会场所的概念将社会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和人们对空间环境的体验引入

空间的概念之中[4]。因此场所关注了人的

行为活动和空间环境，它不单单涉及空

间的物质几何形态，而且涉及社会文化、

历史事件、行为活动等。场所概念的意

义在于：首先，充分地考虑了人的因素，

对单凭经济因素或美学标准来创造空间

环境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批判；其次，强

调了“文脉”的重要性，不但注重了历

史环境、社会因素的背景，而且强调了

空间意义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不同的

人对类似场所经验的不同，同一空间会

有不同的场所感受。自此，城市空间不

再被认为是一种形体视觉艺术，而被理

解为一种综合的社会场所。由此，空间

形体分析转向社会使用方法，改变了城

市空间分析与设计的视角。

行为观察方法认为生活的形式从生

活的抉择中产生。通过行为观察，一方

面可以揭示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另

一方面也可以发现空间形态与人的行为

的互动关系，认为城市永远不能是艺术，

因为艺术只能是生活的表现。城市空间

的设计应符合和促进社会组织和生活的

发展，城市建设是城市居民都可参与和

有所作为的领域，特别是在今天的旧城

更新、社区治理等方面。

以西方学者理论为先导的空间形态

学研究[5]指出：建成的城市传递了当地的

历史文化，形成了复杂和多义的集合体，

因此城市的物质空间形态具有文化、政

策、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表现。中国学者[6]

也提出：城市的发展应传承“空间基

因”，空间基因是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

境、社会人文的互动中形成的一些独特

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它既是

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长期互

动契合与演化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地域

特有的信息，形成城市特色的标识，又

起着维护三者和谐关系的作用。

历史文脉研究强调要将历史的要素

融入空间分析中，由此可以历史地动态

分析空间形态问题，这对城市文化的传

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许多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2 绿色智慧设计的新方法

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理念将人类社会

和自然生态视为一个整体，彻底改变了

以往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

思路。自然要素不再是城市空间外部的

环境和形式美的背景，而是力求二者在

自身系统完善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共生，

只有在实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整体

共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

发展。在这种新理念之下，新方法与新

技术的融合产生了绿色智慧设计。

2.1 绿色低碳的底线要求

第一，保证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

人类生存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需要

保护与尊重成为当代发展的一种基本认

知。生态系统通过自组织能力承受人类

活动带来的一定影响，但其承受能力是

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某些生态环境极

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会威胁到整

个生态系统。因此，在利用自然环境时，

应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绿色城市设计的方法就是建立在这种认

知之上的，设计策略之一就是生态优先。

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中，普遍形成的以地

定城、以水定城以及“三线”划定等，

都与环境承载力和安全有关。

第二，遵循自然生态的客观规律。

绿色城市设计力图创造一种符合自然生

态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空间环境。

在宏观尺度上，绿色城市空间设计与各

类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城市空间选址因

地制宜，既遵循山川河流植被的系统规

律，也保证人居空间不受气候、洪涝等

自然灾害之患。在中观尺度上，城市空

间设计中融入自然保护地、生态公园等

多元自然体，关注生态系统的优化与修

复。在微观尺度上，通过社区公园、街

头绿地、垂直绿化、空中花园和绿色建

筑等组成绿色生态微系统。

第三，建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绿色城市设计认为城市是与自然共生的

复杂系统。规划设计应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全面调查与

评估为基础，充分研究自然地理格局演

变、城市空间现状及特征、城市空间承

载能力与利用状态，以及城市空间品质

面临的问题与响应，形成人与自然现状

和谐关系的扎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构

筑人与自然的共生网络。因此，绿色城

市空间设计作为改造空间环境的技术手

段，应该是健康导向的空间干预，健康

智慧的时空行为设计需要适应地形地貌、

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城市运行需降低

碳排放、优化地区碳循环过程。所以，

未来绿色城市空间设计的对象既包含地

形、水体、植被等实物，还涉及风、光、

热、能量等场所的环境。

2.2 生态优先的设计策略

从安全韧性、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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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绿色城市

空间设计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优先设计

策略。

第一，以生态绿色为基底设计。绿

色城市空间设计关注城市的生态可持续

性，强调将生态系统和环境承载力放在

首位。雄安新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水乡客厅设计等提出了蓝绿为底、交

融发展的空间布局。《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纲要》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网络”“增强水资源的刚性约束”“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的一体化保护修复”等

国土空间战略，都是绿色为基底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策略。

第二，从绿地指标走向生态系统。

以自然生态的客观规律为依据，改变以

往以单纯的绿地指标判断绿色的误区，

从强调景观风貌到优化功能绩效，从碎

片局部到整体系统。以往追求的视觉上

的大面积绿地，往往形不成生态系统，

相反消耗能源且不低碳，成为绿色沙漠。

而有些不能进行绿地面积计算的形式，

包括屋顶花园、空中露台、立体绿化以

及种植箱等，却能起到一定的生态作用。

因此，生态绿色的实效性是绿色城市空

间设计的重要策略。

第三，采用因地制宜的适宜技术。

生态绿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的重要策略

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强求最先进

的技术，而是采用最适宜的技术。最重

要的是当地社会经济具有承受该种技术

的能力以及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四，依据生态原理形流共生。生

态系统并非静态，其功能作用依靠各种

要素流的动态产生，如风、光、热、声

等。因此，掌握这些要素流的运动规律

有利于相关物质空间的形态设计，形成

共生共赢。要素流运动的规律成为城市

空间形态设计的依据。城市形态形成后

又反馈影响要素流的运动方式。形态设

计依据要素流是将空间视作与各种要素

流不断交互作用形成共生共赢的策略。

目前，国内外大尺度的城市空间设

计已经开始关注热岛效应、通风廊道、

山川河流、地形特征、森林植被等的大

数据分析，由此形成城市建设合理的科

学依据和环境容量，然后做出因地制宜

的城市空间设计方案。在中微观尺度空

间形态通过对微气候、人流、物流、能

源流等的作用，影响生态环境、能耗、

碳排放等空间环境性能。城市空间设计

要通过结合生态要素流的运动方式调控

空间形态，并由此探索形成绿色低碳空

间的减碳手段和控碳模式。

2.3 数字技术的全面运用

当今的城市空间设计中，数字技术

在绿色、生态和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全面运用提升了空间设计的科学性。

第一，数字化模型的辅助分析。数

字技术凭借其能满足大尺度、高精度、

量化解析和体验量化等诸多需求的特性，

不仅能够提供城市空间设计有效的技术

支撑，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

角。采取对城市热、风、声、景观视觉

等物理环境、植物群落的配置生长与作

用等数字化模型分析，为塑造城市空间

格局提供了科学模拟、预测、评估等方

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案例，城市

空间设计的数字化技术与研究得到广泛

应用，使城市空间设计凝练了多维的数

字化模式，逐层递进地建构了城市空间

设计的数字化方法体系。

第二，数字孪生全过程服务平台。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传统

认知和管理方式。运用数字孪生技术不

仅能全过程地记录与全景备份，支持进

行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与管理，而且能

够自下而上地在局部认知、碎片化场景

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整体的系统与认

知。从数字认知、数字思维、数字设计、

数字成果到数字监测、数字反馈，建立

共建共享的时空同步的数字孪生平台。

数字孪生平台结合现场探测、监测，全

面动态感知，系统精确认知，全域智慧

管控，实现实时管控，跨层级、跨部门

一体化协同工作。

第三，虚拟仿真与三维实景体验。

从虚拟仿真到实景三维的体验实验支撑

了科学规划设计、高效治理、学科交叉

融合和智慧化发展。通过多源数据资源、

多种算法模型、多类业务场景、多级任

务分工，达到全面动态感知、系统精准

认知、全域智慧管控。虚拟仿真与三维

实景体验，实现了空间形态与自然要素

及社会人文特征的结合，满足了空间资

源分析、评估、规划设计、检测反馈等

模拟实验的需求，并更利于直观的公众

参与和规划建设管理。

第四，数字化、信息化的空间治理。

规划信息化正依靠信息技术的创新驱动，

加快构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启动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发挥数据、信息、

知识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赋能多维

应用场景，对传统规划设计进行形态、

社会、经济等全方位以及设计、运营、

管理全过程的提升，通过数字技术对设

计效能放大、叠加、倍增。

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将逐步形成空

间设计工作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决策、

用数字管理的能力，推进“可感知、能

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城市发

展，实现智慧城市设计，成为未来发展

的目标。

2.4 智慧城市的方法转型

转型是指事物的理论依据、结构形

态和运行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过程。智慧

城市新的理论、结构形态、运行模式等

必然带来城市空间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相

应的转型发展。

第一，智慧城市的复杂适应系统理

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复

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第三代系统论。它将

自上而下的它组织与自下而上的自组织

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第三代系统论

发挥主体的创新机制，建构自下而上自

组织自适应的城市信息系统，进一步促

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信息技术与空间实体的深度融合，推

动数字技术的智慧化发展和应用。智慧

城市的理论与方法使得空间设计师对城

市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物质性群

体转变为复杂性系统。通过系统能获得

自下而上自组织的规划信息，获得规划

实施的有效途径。设计转型将改变传统

规划设计理念与方法对规划设计内涵和

空间认知过于单一和仅自上而下的设计

理念。

第二，智慧城市的模块结构形态

（smart city components）。从大量的关于

智慧城市的研究文献来看，总体而言智

慧城市分为五大模块：智慧城市理论、

智慧城市技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

慧城市管理、智慧城市服务。为适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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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模块式结构，城市空间设计的对

象也应是模块化、能闭环、分层级的。

如对应精细化、网格化的管理系统，模

块化方法能将复杂城市系统划分为相对

简单的子系统，将动态变化转化为分阶

段的相对静态，构成一个个模块闭环。

这些闭环越多越精密，城市的管理就越

精细。这些模块共生于物质空间的社区

单元，它能匹配民众实际需求，并且适

应技术迭代。

第三，智慧城市的智能计算核心技

术（smart computing）。城市是各种行业

交叉的物质载体，智能计算贯通了城市

的各个行业，包括市政、建筑、交通、

能源、环境和服务等。因而，智能计算

是智慧城市的技术源头，它影响到城市

运行的各个方面。随着以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智能通信、空间地理信息

为基础的智能计算越来越深地介入城市

运行过程之中，城市空间设计呈现出全

链条的数字化技术转型趋势，探索方法

创新势在必行。设计不再仅是形式美的

创意思维，更多地应该是科学的逻辑思

维，客观的计算依据提供，这样才能与

日益深层次改变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城市

运行机制相适应。

第四，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运行模

式。运用新兴的数据和智能技术，通过

设施共享、智慧运行等方式可更高效地

发挥基础设施作用，并进一步提升安全

性和便捷性。以智慧交通为例，未来会

建立实时的交通管控系统，对居民提供

方便和可靠的预约出行方案、社区中货

运物流智能配送等。未来新的交通可能

性，在尺度、流量、空间形式等方面都

会发生变化，会颠覆现有机动交通的道

路系统运行及设计方法与规范。智慧基

础设施包含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

能源管理、智慧电网、智慧水资源管理、

智慧废弃物管理、智慧生态系统等，显

然未来城市空间设计技术会发生根本的

转型。

第五，智慧城市的管理与服务模式。

它包含了智慧城市治理、智慧城市运营、

城市安全防灾智能系统、智慧政府、智

慧社区、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健

康、智慧养老等诸多方面。智慧城市中

空间资源、信息数据等公共资源信息已

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公共信息平台

建设实现信息整合与数据共享，建立智

慧城市规划云平台和智慧城市的公共资

源管理信息化系统，成为智慧城市的支

撑性工作。政府通过“一网通办”信息

系统使政府内部各部门互联互通，为市

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也便于市民

参与并监督政府活动，便于公众参与的

程度大幅度提高。

可以说，智慧城市深度影响了规划

设计和建造、治理的各个环节，依据智

慧城市的方法所建立的宏观跨行政区的

综合数据库，成为城市空间设计与研究

的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使用模型参

与城市治理和空间绩效评价，动态的渐

进式智能空间设计也将成为可能。智慧

技术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人居环

境，以及规划理念和设计方法。

3 空间发展设计的新范式

2019年，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提出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

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规划体系

的变革相对于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方式而

言是一种新范式。新范式引发了空间发

展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新探索，推进了多

种功能类型互动的多维空间设计和全过

程导控的多级协同设计。

3.1 形体设计走向空间发展设计

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的历史分析，

主要可分为综合规划和形体规划两种取

向，通常它们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和

现代城市设计的前身。

无论是形体规划，还是综合规划，

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发展取向，这就是社

会、文化、经济、政策、生态、环境、

形象等众多城市问题研究的基础。综合

规划的成果包含落实到地域的空间形态，

而空间形态设计的依据是综合规划需解

决问题的具体优化、深化与落实。所以，

形体规划与综合规划，两者并不矛盾，

只是侧重点不同。

现代城市设计在中国经历了“形体

的设计、设计的综合、设计的控制、政

策的设计”等4个阶段的发展[7]，面对以

人为本新理念和绿色智慧新方法的机遇

与挑战，一种新型的空间发展设计正在

形成。无论是设计对象还是内容及技术

方法，空间发展设计在现代城市设计基

础上都有了多维的发展。

第一，在对象上，空间发展设计不

仅关注物质规划的空间形式美，更重要

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与精神空间环境

塑造，尤其是包括发展过程与运维治理

的设计，强调要将抽象的共性落实到具

体的个性，设计的主体对象已从物质性

群体转变为复杂性系统。

第二，在方法上，空间发展设计是

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经

济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规划

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它不仅表现为物

质空间的形体设计，还包括技术规范、

政府条例、管理制度、运维方法等内容，

因此设计成果已不是传统的终结式方案

图纸，而是走向了多种形式的综合。

第三，在实施中，空间发展设计克

服了形体规划硬性划分出阶段式目标蓝

图并组织实施的方法。空间发展设计采

用以干预为主的方法，动态实施，过程

管控，使规划与设计更加弹性，满足社

会、经济和新需求的动态多维发展。从

静态控制走向动态导控，既有项目实施

型，也有规划导控型，见图1。

3.2 全域全要素的多维空间设计

现代城市设计方法主要应用于城镇

建设区内的布局形态、功能结构、景观

特色、天际线、建筑风貌等内容，城镇

建设区外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海等空间要

素未受到关注。根据全域全要素综合管

控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新要求，城市设

计拓展为空间发展设计，作用也由单纯

的实施方案设计转向全过程服务，其工

作边界也相应拓展，突破了原有城镇建

设区范围，使建设与非建设空间成为有

机的统一整体，覆盖了城乡空间全域，

工作内容为统筹城镇村与山水林田湖草

沙海全要素。

首先，在全域范围中，应结合设计

思维，将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融为有机

整体，实现对全域自然山水和建成要素

的合理化布局。在区域、城乡全域层面

加强对大尺度自然山水景观、区域文化、

区域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提出跨区域、

跨流域等空间发展的框架性导控要求，

协同构建自然与人文并重，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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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相融的合理格局。在城镇建设

区内，城市空间设计可以更好地组织人

工建设与生态、农业及周边的空间关系，

注重生态景观塑造、地形地貌保护、开

放空间与场所营造的协同发展。

中国传统的营城方法就是与环境中

大山大水的形态、基地中的地形地貌风

水环境相依存，全域范围内进行城乡空

间的整体设计。空间发展设计方法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见图2。
其次，在全要素背景下，协调城镇

村与山水林田湖草沙海的整体空间关系。

现代城市设计主要涉及形式美规律，而

空间发展设计要处理好生态、农业和城

镇发展的运行系统关系。特别是在农业、

生态空间用途管制中，不是简单套用现

代城市设计方法，而是对农业、生态空

间内的各类人工行为进行引导控制，实

现生态美丽、自然原真、整体和谐的生

态设计策略和人工环境合理化导控要求。

正如美国著名城市设计学者培根所说的，

“任何地域规模上的天然地形的形态改变

或土地开发都应当进行城市设计”[8]。
最后，在多维度设计方面，国际上

强化从功能、文化、环境等多维度提升

城市与区域的空间品质和生活质量。依

据城市发展内容的认知维度、形态维度、

社会维度、视觉维度、功能维度、经济

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多维度特征[9]，空间发

展设计的目标与成果也必然是多维度的，

有追求形体和视觉的美学目标，有实现

不同使用需求的功能目标，有专业指标

的技术要求，有符合经济规律的效益目

标，还有顺应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自律

要求等。空间发展设计立足物质空间设

计，但包涵了社会发展设计、经济运行

设计、过程管控设计、运行维护设计、

内在机制设计等，充分体现了新的空间

发展设计目标的多维度和综合性特点。

3.3 全过程互动的多级协同设计

以往的实践表明，从规划、设计、

建设到治理的全过程贯通，是规划设计

实效性得以保证的前提。以往城市设计

重点关注形式美规律和物质形态设计，

忽视了空间发展的其他内容，尤其是与

法定规划体系的关系不明，不能形成指

导规划建设的行政依据，即使是针对确

定项目的实施性城市设计也因内容单一、

落地性不够导致编制的方案难以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规划编

制体系跨度大、范围广，整体涵盖从全

国、省到市、县、乡的全空间尺度和从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到专项规划的全类

型，已远远超出了现代城市设计的范

畴[10]。特别是跨区域总体规划、特定区

域和特定领域专项规划是否需要空间发

展设计，乡村是否需要城市设计，总体

规划到建设管理全过程的空间发展设计

如何分清不同的深度和重点、如何衔接、

如何编制、如何实施等，需要探索新的

范式。需要建立一套依托“五级三类”

的分级空间发展设计运行机制，见图3。
（1）区域空间发展设计。该内容是

通过中国实践对现代城市设计研究尺度

的重要拓展。首先体现在都市圈、城镇

群等跨区域层面，根据中国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大运河遗产保护、

环太湖绿道等实践经验，证明对跨行政

区的区域协调，自然资源、文化特色保

护利用等十分必要。具体举措包括：优

化重大设施选址及重要管控边界确定，

提出自然山水环境与历史文化要素的保

护与发展的整体要求，汇集各地区的相

关诉求并根据区域空间组织与空间营造

特点，拟定需要共同遵守的空间设计规

则，建立协同行动的机制。

（2）城市空间发展设计。在城镇总

体规划层级，形成市县域和中心城区总

体城市设计中有关大尺度空间特色、山

水格局、景观风貌、开放空间和重点控

制区发展导控的基本内容，优化城市中

心、空间发展和功能布局等。通过城市

空间发展设计与总体规划的互动，优化

战略目标、用地布局、空间结构等，对

城市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指导引领下一

层级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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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型城市设计构成框架图
Fig.1 Framework of new urban design

图2 空间发展设计与传统城市设计边界差异示意图
Fig.2 The difference of boundaries between spatial development design and traditional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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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品质未来的空间发展设计——城市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与新范式 段 进

（3）乡村空间发展设计。现代城市

设计的设计思维在乡村规划设计中也得

到了拓展应用，但城镇空间的设计手法

不能套用到乡村，也不应照搬城镇分总

体和详细等多层级进行。乡村空间发展

设计更加注重综合性和一体化，保护自

然本底、尊重文化习俗、传承景观特色、

增强地方经济、采用适宜技术、运用本

土材料、展现地方特色，从更加多维与

综合的角度推进乡村空间品质的发展。

（4）区段空间发展设计。区块与段

落层级的空间发展设计与详细规划结合，

分为重点控制区和一般地区两类。重点

控制区承接了总体规划层级设计划定的、

对城市有重大影响的区段。由于类型各

异，有必要根据不同重点控制区的特点

制定差异化的精细管控要求，进一步突

显区段特色。一般地区在设施布局、公

共空间、路网密度、街道尺度、建筑高

度、开发强度等方面进行设计导控，使

空间形成秩序与区段的特征肌理。

（5）专项空间发展设计，专项规划

中进行空间发展设计是对现代城市设计

的又一重要拓展。回顾规划体系改革前

的专项规划，单一的工程技术逻辑往往

带来生态破坏、风貌紊乱、邻壁效应等

问题。在专项规划中运用设计方法，其

目的是在工程专项规划中建立设计思维，

在选址、选线、设计、建设中不仅要满

足专项功能的技术、建造与造价等工程

要求，还应考虑融合自然、保护人文及

美学要求。

最终，多维多要素的各层级空间发

展设计形成的管控内容纳入相应阶段的

法定规划，运用新技术的数字化服务平

台，形成互联、互通、互馈的自适应系

统，将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自下而上的反

馈双向融合，传导进入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中。通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

土地出让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环

节，使宏观的规划设计推进至微观的实

施层面，充分发挥设计思维与技术方法

的作用，提升空间发展的品质。

4 结语

空间发展设计的特点是有价值观的

设计，是规建管治全过程的设计，是适

应未来社会与技术发展的设计。

（1）空间发展设计是以发展为导向

的空间设计，在设计上强调价值导向。

反对以往强调经济增长与用地扩张为目

标的增长型设计，采用以可持续发展为

导向，突出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发展

型设计新理念。由此不再以抽象人讨论

效率、以标准化推动增长，而是以不同

人群研究公平、以在地性发挥优势、以

多主体参与设计。

（2）空间发展设计在对象与目标上

明确是“空间”与“发展”。设计对象既

不是单纯物质环境和空间场所，也不是

包罗万象的城市，而是以空间为落地主

体的多维内容，包括社会、经济、文化、

生态等，也包括空间发展的策划、运营、

机制和过程。因此，设计成果已不是简

单的终极蓝图，还应包括策略、导则、

手册、数据模型、管理平台、运行模式、

伴随式服务等。

（3）空间发展设计结合绿色智慧的

设计新方法，充分认识到城市空间不是

简单的物质空间群落，而是开放的复杂

性系统。据此，设计的核心技术就不单

是以往的视觉美学和心理学，而是以设

计思维为导向，综合应用大数据、知识

图谱、大模型、智能计算等新技术形成

的科学理性方法，从设计创意为主走向

多维多目标设计的系统性工作。

（4）空间发展设计应对了新时代城

市发展目标需求，适应规划体系改革和

新技术方法的挑战。空间主体的概念界

定避免了以往表述产生的争议与质疑，

如城市设计内容过于扩张与城市规划混

淆，乡村不应该做城市设计，区域中、

专项中是否要做城市设计等问题。更重

要的是针对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全过

程互动的多级空间设计有机衔接了城乡

空间发展的规建管治各个阶段，可以更

好地发挥提升城乡空间品质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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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多层级空间发展设计与五级三类规划的关系图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level spatial development design and five-level three-clas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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