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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中城市设计方法的运用。

本指南规定了城市设计方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运用的原则、任务、内容和管理要求等。

各省市可根据实际，在符合本指南的前提下，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的细化补充要求。

2 定位

城市设计是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的重要理念与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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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游憩和交往的空间场所，也是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城市设计基于人居环境多层级空间特征的系统辨识，多尺度要素内容的统筹协调，运用设计思维，

借助规划传导，通过政策推动，优化国土空间的整体布局，塑造优美城市形态，营造宜人场所和活力空

间，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实现美好人居环境的积极塑造。

3 总则

3.1 类型

城市设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三种类型的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中，运用城市设计手段，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在规划选址、土地供应及方案审查等规划管理

环节中，加强城市设计内容的运用，提高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3.2 原则

（1）设计思维

从全要素空间资源综合治理的角度，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运用设计思维，强化城市设计对规划的支撑

作用，提高规划编制和管理水平，提升国土空间品质。

（2）问题导向

根据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寻找其在国土空间品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目标定位、空间组织、

实施机制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和实施措施，做到有的放矢。

（3）整体统筹

从城镇乡村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视角出发，坚持区域协同、陆海统筹、城乡融合，协

调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着力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

（4）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使用者的角度塑造高品质人居环境，满足公众对于国土空间的认知、审美、

体验和使用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5）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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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整体有序的三维空间形态。尊重自然山水、历史人文等资源禀赋特征，明确重要地标、

观景点和视廊，完善高度分区、天际轮廓线等导控要求，构建整体有序、丰富多元、重点突出、特色鲜

明的三维空间形态。

（4）设计人性化公共空间。结合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绿地系统等，从公众的体验和需求出发，系

统研究公共空间的规模尺度、物理环境、空间形态等。合理配置人性化服务设施，加强公共空间周边的

设计引导，注重场所营造与活力培育。

（5）加强建筑群体导控。加强对建筑体量、界面、风格、色彩、第五立面等要素的管控，明确建

筑高度、退线、贴线率、高宽比等指标要求，优化建筑形态组织。

（6）协同管控地上地下空间。综合考虑地上地下的功能属性、建设强度等，加强地上地下空间一

体化的规划设计。加强对地下空间重点建设区的设计引导，提出功能、流线、标识系统等导控要求。

5.2 重点控制区

重点控制区应在满足城市一般片区要求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相应地区的特定资源禀赋和关键问题，

凸显重要价值，展示特有魅力，针对性展开设计引导。兼具多种特殊条件的重点控制区，应统筹考虑各

类因素，展现综合价值。

（1）城市中心区。以紧凑高效发展、提升公共活力、彰显空间特色为主要设计目标。明确中心区

的职能定位，鼓励功能混合与空间高效紧凑利用。构建以人为本、富有特色的公共空间系统。加强建筑

高度、形体和界面的设计引导，鼓励建筑底层与街道空间的互动。建立功能与交通组织的有机联系，充

分利用地下空间进行建设。

（2）新城新区。以引领带动新城高品质开发为主要设计目标。尊重自然生态本底，注重新区布局

与自然生态的有机融合。充分对接产业发展诉求，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明确新区的特色空间结构，优化

新城新区的开放空间体系，提出整体高度控制分区。充分挖掘地域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特色，加强对新

区城市风貌的设计指引，注重重要界面、标志性景观的塑造。

（3）旧城更新区。以重塑活力、改善民生为主要设计目标。深入挖掘旧城特色资源，突出地方文

化特色。重视存量低效用地的更新带动，焕发地区活力。织补旧城公共空间网络，通过渐进式的更新改

造，实现旧城空间品质的整体提升。

（4）交通枢纽地区。以提升换乘效率、促进站城融合、提升城市形象为主要设计目标。提倡公交

与步行优先，整合地上地下空间，合理组织交通流线和换乘设施。紧凑布局枢纽周边的街区和建筑形体，

鼓励功能混合和空间复合利用。对枢纽建筑单体、站前空间界面、视线通廊等提出控制引导要求。

（5）滨水地区。以提升滨水空间活力、塑造特色空间为主要设计目标。空间布局和场地设计宜减

少对水岸、山地、植被等原生地形地貌的破坏。合理布局各类设施，提升滨水活力。重点对滨水建筑界

面、高度、公共空间、视线通廊等提出导控要求，实现城市空间与滨水景观的融合、渗透。

（6）沿山地区。以保护自然山体、合理利用景观资源为主要设计目标。沿山地区宜采用有机松散、

分片集中的布局，同时进行水平和垂直的双向建设管控。强调建筑群体轮廓线与山脊线的协调、慢行风

景道与沿山开敞空间的融合，形成丰富多样、步移景异的山地景观序列。

（7）历史风貌与遗产保护片区。以传承文脉、激发活力、有机更新为主要设计目标。严格遵循保

护规划的要求，深入挖掘历史内涵，加强历史资源的活化、展示与体验，提升片区活力。鼓励建筑风格

的新旧和谐对话，明确新建和改扩建的建（构）筑物的高度、体量、肌理、风格、色彩、材质等具体控

制引导要求，建立设计负面清单。

5.3 乡村地区

在乡村地区不宜简单套用城市空间的设计手法，而是充分吸收城市设计中尊重自然、传承文化、以

人为本的理念与方法，整体统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营造富有魅力和活力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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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乡村自然本底。研究乡村自然本底条件与生态环境特征，注重乡村地区自然肌理与农业

景观、建成环境的有机融合，营造具有乡村意境、富有地域特色的田园景观风貌。

（2）凸显本土文化特征。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产，加强对乡村空间肌理、传统风貌、特色建筑、

历史文化资源点以及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3）加强特色村镇的保护与改造。识别与评估由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历

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的各类特色村镇。凝练特色村镇的价值内涵、要素特征和表现形式，加强对地方文

化、空间形态、景观及建筑风貌的保护，注重传承特色村镇的空间基因。

（4）提升乡村人居空间品质。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建筑风貌引导，塑造符合村民需求的高品质人

居空间。提炼具有地域性的建筑文化特征，鼓励在乡村建设中将本土材料、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方法相

结合。

5.4 纳入详细规划中的城市设计内容

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用地布局、功能组织、开发强度等相关内容提供技术支撑和优化建议的同时，

应将以下内容以条文和图则的形式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1）城市一般片区：片区特色空间结构、公共空间系统、景观风貌系统、地下空间利用、关键要

素控制等。

（2）重点控制区：在城市一般片区要求的基础上，根据重点控制区类型，基于城市设计方案增加

更为精细化的三维城市空间导控，如建筑布局与形态、建筑风格与色彩、街道空间、环境景观设施、立

体交通组织等，形成详细规划条文和图则。

（3）乡村地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特色景观风貌的控制要素等。

6 专项规划中城市设计方法的运用

6.1 特殊地域类

特殊地域专项规划包括自然保护地、海岸带、环湖沿江地带和沿山地带等专项规划。特殊地域具有

较强的自然生态属性，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加强人工建设与自然生态环

境的有机融合。综合评估特殊地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明确保护要求与利用限制，加强原生态的自然山

水格局和原真性的地域文化资源保护。引入生态设计概念，加强特殊地域内建设区域的城市设计管控。

特殊地域类专项规划城市设计方法运用要点示意见表 1。

表 1 特殊地域类专项规划城市设计方法运用要点

序号 类型 运用要点

1 自然保护地专项

规划

 以风景道串联历史人文节点，打造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风景序列；

 注重自然保护地与周边的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之间的界面塑造与衔接；

 严格控制建设项目规模，并对其提出设计指引。

2 海岸带专项规划  从自然和谐、空间特色和人文体验视角协同确定区域内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

 加强滨海风貌的分段导控，明确各段风貌控制要求；

 建设项目不宜对海岸线产生大面积遮挡；注重保护山、树和礁石等自然᠀项用空　z᠀ 项ᐸ评䇗z

设用空 遮挡宜阀系�面自然联貌瀀z自自自对z宜ሀ
对规，貌

系�界面22��þ

�¦

B¼ ,´ `@ "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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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  对于城镇边界与江湖交接的生态边缘地区宜进行灵活的小聚落式轻开发，并加强建

筑与景观风貌控制；

 在滨湖沿江地区规划连续多样的慢行风景道，串联生态空间和景观节点。

4 沿山地带专项规

划

 加强沿山地带特色风景廊道和重要景观节点的塑造与系统联通；

 沿山地带建设空间宜采用有机松散、分片集中的布局结构；

 注重沿山地区建筑风貌、高度和视廊控制，做到显山透绿。

6.2 特定领域类

特定领域专项规划包括综合交通体系、生态绿地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公共服务设施、地下空间、

市政基础设施、生态修复与国土空间整治等专项规划。特定领域类专项规划需改变单一工程思维，应在

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上，以尊重自然、传承文化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运用城市设计方法，

减少特定功能对自然、历史和人文环境的分隔、破坏和视觉影响。加强功能混合和空间复合利用，激发

各类要素的空间活力。提出基于功能性并融合生态性、人文性和艺术性的导控要求，提高公共审美和文

化价值，最终融入国土空间的整体风貌体系。特定领域类专项规划中城市设计方法运用要点示意见表 2。

表 2 特定领域类专项规划城市设计方法运用要点

序号 类型 运用要点

1 综合交通体系专

项规划

 选址和线路选择应避免对自然山体、湖泊等和人文景观资源的扰动和破坏，避免削

山填湖；

 避免公路、铁轨等工程设施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分隔和负面视觉影响；

 路权划分等需注重空间体验，体现公共属性。

2 生态绿地系统专

项规划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提升绿色空间活力；

 注重绿地空间与开发界面的融合，协调周边风貌；

 加强对生态绿地系统的特色景观引导。

3 历史文化保护类

专项规划

 从城市设计角度，综合视廊、天际线等要素协同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各

类保护控制区域；

 注重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要素的原真性保护和活力激发；

 加强对过渡区域的设计引导。

4 公共服务设施专

项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在满足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城市场所营造、城市风

貌、特色格局、开敞空间等城市设计要求；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共审美价值。

5 地下空间专项规

划

 加强地下空间与地上空间的一体化衔接；

 注重地下空间的体验感受和特色塑造。

6 市政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

 市政基础设施的地面构筑物应强调与城市环境相协调；

 注意电力走廊等大型线性设施在国土空间中的视觉影响；

 提升变电站、泵站和垃圾站等小型市政设施的外观品质。

7 生态修复与国土

空间整治专项规

划

 注重受损生态空间的修复与地域景观、城市风貌的融合；

 将生态修复与人的使用相结合，提高生态修复空间的人文属性，激发空间活力；

 国土空间整治中注重农业设施建设与农业景观的协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耕大

地景观。

6.3 纳入专项规划中的城市设计内容

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工程选址选线、底线约束、建造方式等相关内容提供技术支撑和优化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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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将城市设计的要点纳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7 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中的城市设计内容

7.1 在生态、农业空间用途管制中遵循城市设计的要求

应依据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在生态、农业空间用途管制中遵循相关城市设计要求。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应注重生态绿地景观、开敞空间与活动场所等内容。农业空间用途管制应注重地形地貌

保护、农田景观以及人工建设协调等内容。

7.2 从城市设计角度研究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的合理性

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应运用城市设计方法，研究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历史人文资源的干预影响，

核实其与城市功能、生态、风貌等方面的匹配性，确保建设项目符合山水格局、开敞空间、景观风貌、

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城市设计要求，避免对国土空间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7.3 将城市设计内容纳入规划条件

应依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内容，将城市设计要求纳入规划条件，作为规划许可要点。用地规

划条件必要时应附城市设计图则。

7.4 在特殊地块开展城市设计的精细化研究

有特殊要求的地块，可在遵守详细规划的前提下，结合发展意愿、产业布局、用地权属、空间影响

性、利害关系人意见等，编制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精细化研究界面、高度、开敞空间、交通组织、地

下空间、建筑引导、环境设施等内容，并将其要点纳入规划条件。

7.5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对建筑方案进行审核

完善建设方案审查机制，严格审核规划条件中相关城市设计要求的落实情况。从城市设计的角度，

对建设项目高度、体量、色彩、风格等方面与整体区域的协调性进行审核。

8 工作方法与成果表达

8.1 前期准备与基础研究

鼓励在城市设计编制过程中，引入景观、产业、交通、市政等相关专业团队，多专业协同合作，收

集资料并进行专项评估，支撑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

可采取发函收集、问卷访谈、田䜀环要点

ǆ队化䌀

、

、市设计

、

、゠ᵴ料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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ᐘ

ᐛ访设

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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ᐒᐘ ᐘⴡ开䟻 ᐘ

ᐛ

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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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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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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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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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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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븀

ᐓ励븀城市设计㾷 ф䚤城礀中、伀览并ᓞ市设计的

᭨

᭨᭡먀фࡢ᭠ 敞〿х关

᭨

᭣ഀ с䬀

᭨ ᭤䰮픀专䟸地䬀城市 敞〿

䳸 䳸㿾市设计内ꌀ段Ⲱ下尀ᓞ市

䳸

䳸度应

䳸 䳸度ݶ。协 敞 䳸协⭐䬀

䳸

䳸

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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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与分析技术。空间分析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可用于对空间、图像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进行

城市自然与建成环境的要素识别、品质评价和认知诊断。基于多源数据的时空间行为分析等技术可用于

空间联系结构、功能业态、空间活力、设施配置、可达性等相关内容的分析。文本语义挖掘技术可用于

对各类舆情民意信息的数据分析。

（3）方案模拟与仿真技术。地理设计工具和人工智能方法可用于参数化城市设计，支持设计方案

快速生成。城市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可用于设计方案的智能推演和比对，为方案实施落地提供科学量

化的评价标准。对分期实施的城市设计要素，可以通过时序模拟模型，推测不同建设时序的社会绩效和

经济收益，形成最优方案实施时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生理传感器技术可搭建直观的方案展示场景，

结合公众主观评价进行方案优化。

（4）设计管理与监测技术。多维、多元、多层次的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搭建技术可以分级、分类

地纳入不同类型城市设计空间信息，直观展示现状与规划成果信息。选取进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设计

要素作为审查要点，可将空间要素转译为管控参数，建立审查标准和规则，支持对报建方案进行自动化

分析和数字化审查。基于动态业务数据和开放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可以定期校核城市设计成果审查要点，

监测评估城市设计实施成效，并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中相关指标的评估要求。

8.3 公众参与与社会协同

城市设计编制过程中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意见收集方式，如问卷调查、座谈、现场体验、媒体等。

鼓励采取互联网和移动端等技术工具，拓宽信息收集途径，提高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城市设计可采取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也可由民间力量和开发主体发起，形成政府、市民、专家和

第三方组织共商共治的工作机制。

8.4 成果形式

城市设计的成果包括文本、图则，鼓励采用实体模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更为直观的表达形式，

可纳入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标准、规则等。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设计内容需满足相应国土空间规划的成果要求，其它内容可根据现实条件

及工作需求，灵活采用多种形式，以更好地展示城市设计成果，便于规划建设管理人员使用和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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