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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

以上海徐汇衡山路
一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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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城市管理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转型 ，

文章

探讨了精细化治理背景下街道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与

理念转 变 ， 通过对上 海衡山路一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

区相关实践案例的研究分析 ， 展现 了上海 以精细化治

理为 目 标的街道城市设计方法与路径探索 。 文章提 出

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全要素 、 多层次的技术方

法 ， 以及精细化 、 多元化的实施路径 ， 以期为新 时期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背景下 ，

建立基于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方法与实施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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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

１ 城市精细 化治理的新要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城市迅速发展 ， 人 口不

断聚集 ， 城市 发展 的重心正在转 向城市功能提升 、 城

市空间修补和城市 生态修复 ， 在城市中建造城市将成

为今后城市规 划的 主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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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
“

要提高城市治理 的

现代化水平 ，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

坚定文化 自信
”

。 《 上

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 １ ７
—

２ ０３５） 》 明确地提 出 了 到

２ ０３５ 年基本建成
“

卓越 的全球城市
”

， 成为
“

令人向

往的创新之城 、 人文之城 、 生 态之城
”

， 着力 转变城

市发展方式 ， 通过城市有机更新实现内涵式增长
２

。 《上

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 ２０ １ ６） 》 提出从道路 到街道 是机

动车交通 空间向步行化生活 空间的回 归 ， 这对道路的

规划 、 设计 、 管理提 出 了 更加精细化 、 人 性化 、 智慧

化的新要求
３

。
基于上 述背景 ，

加强城市历史 风貌品

质提升与街区精细治理工作 ， 尤其是加 强以城市精细

化治理为导向的街道 空间的城市设计与实施 ， 是实现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市民的高 品质生活的重要保障 ，

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 ， 激发城市活 力 ，

提

升城市文化 内涵和塑造城市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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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发展背景和 演进历程

街道 是城市居 民关系最为密切 的公 共活动 场所 、

最基本 的公共产 品 ． 也是城市建设与 发展状态的重要

体现 。

一般性街道通 常主要承担着城市 交通联系的

功能
， 而风貌区内的街道 由于 区域 的特殊性质 ， 除 了

承担
一

般性功能 ， 也要作为城市历史 、 文化重要的空

间载体 ， 这 在城市中 尤为重要 。

回顾城市对街道景观与空 间的管理 ， 通常都经历

三个阶段 ，

一是拆除违章搭建 、 治理安全 隐患与沿街

脏乱污损 时期的街道整治阶段 ，

二是街道沿街建筑立

面的店招 店牌与广告设计 、 沿街铺地与各类设施的景

观设计 、 街道各类家具设计等街道美化阶段 ，

三是迈

向以可持续动态管理机制建立 、 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的

整体城市设计导则体系 为平台的街道精细治理阶段 。

衡山路 － 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 简称
“

衡复风

貌区
”

） 是上海 中心城 区成片保 护规模最大的风貌区 ，

占地 ７ ．６６ｋ ｍ
２

， 其 中徐汇部分 ４ ．４ｋ ｍ
２

。 从 ２ ００７ 年开

始 ， 就率先启动了武康路风貌保护道路的街道设计和

街道整 治及景观提升工 作
；

并且 到 ２０ １ ４ 年编 制完成

了徐 汇风貌区 内 ３ １ 条风貌保护道路的街道设计工作 。

２ ０ １ ５ 年徐汇 衡复风貌区
“

十三五
”

规划 再次将风貌

保护 道路 的整 治列 为重 点工 作之
一

， 正式 启 动岳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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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乌 鲁木齐路等 ９ 条道路的整治工作 ， 并 以岳 阳路

作为试点项 目 对风貌保护 道路进行整治 与改造
１

２

＼ 到

２０ １ ８ 年 ， 已经逐步探 索形成由徐汇区规土局 、 徐汇

因建交委 、 绿化市容局 、 街道社区等多个相关部门协

同 ， 社区规划师团 队与专家 以对具体设计与实施品质

进行严格技术把关的实施机制 。

２ ０ １ ９ 年 上海市委市政府 以
“

高 质量发展 、 高品

质生活 、 高水平管理
”

为 目 标 ， 在 充分肯定了 衡复风

貌 ＩＥ街道精细化管理工作成效基础上 ， 提出打造上海

全球城市衡复样本 的更精细化治理的高要求
［３１

。 基于

此 ， 在总结上
一阶段经验基础 上 ， 对徐汇衡复风貌 区

街道设计在编制 、 管控与 实施等方面对照城市精细化

治理的要求 ， 进行反思 ， 研 究提 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

２． １ 街道景观设计编制要素不全面 、 不精细

首先 ， 街道设计编制 中对影响街道空间要素 的梳

理研究还不够精细 与全面 。 规划师在进行城市街道设

计提升时 ， 通常会考虑店 招店牌 、 建筑立面 、 照 明 、

出入 口 、 人行道板 、 树池铺装 、 出入 口铺装 、 非机动

车停车铺装 、 窨井盖 等要素 ， 这是 当时街道设计的惯

性做法 。 对街道的色彩 、 声音等要素则更是没有 列入

考虑的范畴 。 但是精 细化治理要求对街道设计各 要素

有更 为全面 的考虑 ， 例如 街道 中 的电表箱 、 电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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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整治中被忽视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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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箱 、 架空线电话亭 、
垃圾箱等 ，

这些都是影 响街

道景观与 行人感受 的构成要素 （
见图 １ ） 。

２ ． ２ 街道设计方 案刚控有余 、 指导不足
，
无法应对动

态更新

街道城市设计为 了 有效地指导设计的 实施 ， 规划

师往往会在设计方案中给到具有表现力的街道设计效

果图
， 这类设计蓝 图对方案的 实施具有

一

定指导意义 ，

但它们缺乏对 未来城市动 态更新 的应对能力 。 例 如 ，

规划 师在蓝图 中对街道店铺现状给出 了 

一定 的指导建

议 ， 但是在未来 ，

一旦店铺更新 、 商家更换 ， 这张蓝

图就不再具有指导作用
，

因此城市街道需要更具有指

导性 的导则 。

另一方面 ， 街道整治设计也往往出现过分重视整

齐划
一

的管理要求 ， 而没有考虑和结合商家及业主个

性化要 求 ，

过分统
一

的店招店牌 ， 使街道风貌失去应

有的丰富 多元与活力特色 。 如何处理好整体与 局部 、

协调与 多元 、 刚性管控与柔性 引导的关 系 ， 确实是街

道精细化治理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

２ ．３ 街道城市设计 的制定与管理部门 、 实施主体不衔接

街道的城市设计是由建筑 、 绿化 、 市政设施等多

要素构成的 ， 各要素 的管理部门和实施主体各不相同
Ｗ

，

包括了规划局 、 建委 、 房管局 、 市容环卫局 、 市政部

门等 多家主体 。

一

方面
，
街道规划设计 由规划部门编

制 ， 但各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沟通和 交流 ， 编制完规划

后束 之高阁 。 另一方面
，

实施主体由于专业差异 ， 对

城市设计缺乏足够的理解 ． 在实施过程 中的标准与原

则产 生较大差异 ， 导致制定 的城市设计无法对城市管

理起到 直接的指导作用 ， 无法有效落实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 实施要求 。

２ ．４ 街道城市设计的实施机制 不健全 、 缺少长期 可持

续性

城市设计实施机制是街道 能够被持续有效管理的

保证 ＇ 然而在对上海各街道进行全方位调研后 ， 我

们发现 ，

上海的城市设计实施结果不尽如人 意 ，

大体

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问题 ：

一是重一次建设 、 轻 曰

常管理 。 街道的景观整治往往是
一次阶段性建设改造

工作 ， 缺少对于整治之后如何曰 常管理的考虑 ， 这使

得整治后的街道在完成
一

次整体性 整改后 ， 就会由于

缺少后续日 常的管理
，
而出现几年之后可能面临再次

整治的问题 。 二是重问题整治 、 轻过程引导 。 街道的

治理方案源于 问题的出现 ， 规划 师通 常会基于现状给

予针对性的设计方案来提升街道景观 ， 但是往往缺少

对商 家发生变化或者店面装修等未来变化状况下 ，
对

该街道景观的控制和指导 。 或者有城市设计导则 ， 却

未能及时提供和告知商家 ， 待改造完成后才发现问题 。

不重视对街道动态变化的过程管控和 引导 ， 造成既成

事实 或者面临再次整 改的问题 。 由此可见 ， 再好的街

道城市设计 ， 缺少长期可持续管理机制 的保障 ， 都无

法真正指导街道景观 。

基于上述问题 ， 笔者在 总结了上海徐汇衡复 历史

文化风貌区街道景观设计与景观整治十多年实践的经

验基础上 ，
提出了

“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
”

的新思路 、

新方法与 新路径 ，
即以 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为 目标的

街道城市设计方法与实施路径 。 新思路是指制定
一

个

基于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 。 新方法是指

搭建
一

个技术平台 ， 即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设计方

法 。 这个技术平台 的作用是系统思考 、 要素细 化 、 递

进 引导 ， 首先编制从街道到建筑街面的分层次的指导

原 则 ， 再通过全方位的调研分析发现问题 ， 最 后对街

道提出 细化到每一要素 的设计导则 。
新路径是指搭建

一

个实施平台 ，

即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实施路径 。

通过搭建专业化支撑 、 智慧化管 理 、 多元化治理的实

施平台与运作机制 ，

让街道城市设计能够更符合高质

量发展 、 高品质生活 、 高水平管理的城市精细化治理

要求 。

３ 街道精细化城市设计方法
——

城市设计的技术平台

作用

３ ． １ 系统思维 、 递进 引导 ： 整 区域 、 分街道到建筑的

导引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需 有系统性 的思维和递进式

的设计引导
［６］

， 有 利于规划师从整区域到分街道再到

建筑 ， 对不同区域的不同街道建筑给出更具有精细化 、

针对性 的治理方案 。

这种递进式的 引导可以被分为三个层面 。 首先从

宏观层面上来说 ， 规划师在考虑街道治理时 ， 应当先

从街道所在区域开始 系统性思考 ， 把整个区域作为一

个研究对象 ， 制定
“

街道设计通则
”？

，
这样区域 中

的所有街道就会有
一

个共同性 的指导原则 。 在此基础

上
，

再根据区域内各风貌道路的特征 ，

通过对街道的

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 了解 ， 分街道制定
“
一

路
一册

”

街道导则 。 最后 ， 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分析 ， 对街道沿

街建筑按照类型进行划分 ，
通过精细化治理工作

，

对

城市街道各要素进行研判 ，
同时结合

“
一网统管

”

的

网格化管理平台 ， 在建筑层面上制定
“
一

幢
一 图

”

建

筑街面导则 （
见图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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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整体思考 、
问题导向 ： 地毯式 、 多界面 、 全方位

的研判

每条街道都有其独特性 ，

因此需要对它们分 别做

地毯式的研究 。 在制定完宏观 、 中观 、 微观三个层面

的设计导 则后 ，

需要在对街区整体考虑 的基础上 ，

对

街道各界面现有问题进行全覆盖 、
全方位的梳理和排

摸 ， 包括空 间 、 交通 、 功能 、 建筑保护情况 、 景观环

境 、 城市家 具 、 设备设施等内容 ， 在此 基础上研究并

梳理街道风貌保 护工作的实施情况 ， 总结出 目前保护

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主要难点
，
明确设计对象的问

题清单 ， 为后续治理工作制定相应的任务清单 。

以高安路 为例
５

， 我们通过实地调研 ，

对高安 状

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工作 ，
包括分析现状功能分析 、 现

状风貌分析 、 记录历史建筑现状信息 、 绘制道路典型

剖面等 。 在此基础上
，

再选取其西界面 ， 通过影像技

术拼合 出高 安路沿街长界面 ， 对界面现有问题进行分

类和梳理 ， 得出 了 目 前高安路存在 的问题 负面清单 ：

沿街建筑立面外露管线问题较 为严重 ， 部分 门 窗存在

违章改建情况 ， 围墙绿化缺失
，
设备箱 需要转移或拆

除
。
这份负面清单是我们后续对高安路西界面提 出相

应整改建议的重要参考依据 （
见图 ３？ 图 ５ ） 。

３ ．３ 精细思 维 、 要素 细化 ： 分类型 、 全要素 、 更精细

的设计

在列 出街道 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 我 们对街道要素

进行了更 为全面 、 精细的分类 。 在街道要素上 ， 我们

将街道要 素划分 为七大类 、 四十项
，
其 中包括店招店

牌 、 建筑立面 、 窨井盖 、 照 明路灯 、 围墙 、 出入 口等

在城市设计中 常见的控制要素 ， 也包括电表箱 、 牛奶

箱 、 架空线 、 设备箱 、 行道树等容易被忽视的控制要

素 ， 分别对每
一 大类 和每

一

小项进行现状的整体和局

部的研究 ， 并逐一 判断控制引导方向 ，

从而有针对性

地制定每
一

类每
一项 的总体控制原 则的分项控制细则

（
见图 ６

）
。

以高 安路 ４９
一

５７ 号街面 建筑为例 。 这部分街面

建筑的现状主要 为居住 、 商业功能 ， 包括便利店 、 鲜

果屋 、 地产等
，

通过研究现状和历 史图纸
，
我们针对

这部分建筑的店招 、 外墙 、 门 窗和外立面附属物分别

给出 了相应的整 改对策
：

店 招应设于门楣上方规定位

置 ， 文字高度不得大于 ３００
ｍｍ

， 色彩不得过于鲜艳 ；

门 窗样式宜采用分格玻璃 门 窗
，

材质采用哑光金属材

质 ，

色彩宜 为墨绿色 ； 外墙应 采用涂料拉毛 、 水泥踢脚
，

色彩应为米黄色 、 踢脚应 为水泥色 ； 管线设备应隐藏

于米黄色格栅内 ，
可增设墨绿色雨棚 和壁灯 （ 见图 ７

 ） 。

不同类型的建筑有相应的控制原则
，
历史建筑宜

参照历史设计图纸 ，

尽可 能做到原材料原工艺 ，

同时

兼顾修缮施工 品质 ， 现代建筑则应 当 与区域整体风貌

相协调 。 立面控 制要素包括外墙 、 门 窗 、 空调外机 、

雨棚等 ， 对其色彩 、 材质 、 形式等逐
一提出 整改建议 。

４ 精细化街道城 市设计实施路径
一

城市设计的实施

平 台作用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实施路径需要
一

个城市设

计的技术平台 。 以往我们只有方案 ，

没有相对应的机

制把控 ， 因此很多时候虽 然做了精 细化的城市设计 ，

甚至是完成 了从街道 到街坊再到建筑的导则 ， 但却因

缺少 可持续的实施机制与治理平 台而无法真正 落实 。

因此 ， 搭建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实施平台是十分重

要的 。

４． １ 专业思维 ：

依托专业化 力量 、
刚性管控与柔性引

导结合

专业化力量包括社区规划 师制度和专业化设计团

队的保障 ： 首先 ， 实施平台 内部需要专业的城市设计

团队 。
以往 ， 街道店招店牌的整治设计往往是 由广告

设计公司来
，

所以设计往往缺少对街道所处的城市环

境特点的整体理解和对建筑本体立面设计的研究 。 因

此对于街道来说 ，

整体的城市设计是需要有建筑 、 规

划 、 景观综合设计能力的城市设计团队参与研究与设

计 ， 进行兼顾整体与细部的精细化设计
，

也需要他们

参与街区的细致调查与过程研究工作 ， 确保设计团队

的专业化 （ 见图 ８
）

。

同时 ， 需要制定社区规划 师制度 。
设计规划师包

括了 建筑师 、 设计师 、 规划 师 ， 规划师制度则是对他

们在专业上的把控 。 在设计导则完成之后是城市的动

态管 理 ， 这就需 要规划 师 的协调 力量 ， 担负专业控

制 、 总体把控等职责 。 他们 的职责与作用可 以分为两

个方面 。 当我们在做管理的过程 中 ，

设计师无法与店

铺店主直接衔接 ， 因 为店主往往缺乏判断能力 ， 这种

情况就需要交 由规划 师来判 断这个设计是否符合设计

导向 。 有一些设计可能不符合设计导向 ， 但它们未见

得不好 ， 就可以由规划 师提交规划委员会来解决 。 所

以规划 师制度不仅仅是规划 师对于设计的判断 ， 它是

＿

个系统性的判断 ， 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设计师在街

区规划 、 精细设计等方面 的作 用 ， 并对街区整治起到

综合统筹协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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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店招

店牌

２６沿街

绿化

围墙出入 口人 行道板 树池 出 入口非机动 宵 井盖箱 １ ２电
ｙ

言箱 １ ３ 信报箱 １ ４牛奶＿ １ ５ 兵ｉ线 １ ６ 街道设
立面铺 装 铺装车

照 明街道 ２９ 公共空
铺装

霣求 期明 间照明
３ １街区色彩 ３２界面色彩 ３４绿化色彩３６街区声音 ３８ 声音营造 １ ７ 路陣 １ ９ 电话亭 ２ １ 座梅 ２３ 消防２４宜传栏 ２５标识

３０ 建筑照明３３地面色彩 ３５街道家 具色彩 ３７ 声音控制１ ８ 岗亭 ２０ 垃圾箱 ２２ 垃圾房 器材系统

２ ．街道城市设计三个层面递进导则

３ ． 高安路街区整体实测模型图

４ ． 高安路西界面负面清单图 示

５． 街道家具整治与提升策略

６ ． 街道环境四十项控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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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作为设计导则 ， 建 立负面清

单和鼓励清单 ， 既能起到规范刚性管控的作用 ， 也能

给予柔性引导 。 而规划 师制度能担负专业控制 、 总体

把控等职责 ，

发挥专家设计师在街区规划 、 精细设计

等方面的作用 。
比如 ，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 中往往会出

现突破性的想法 ，

这一想法是否符合要求就可以交由

规划 师来判断 ， 规划师通过专业评估 ，
来进一步协调

如何更好地维持遵循原则和 自 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 因

此
，

规划师可 以通过其 自 身专业能力提供技术 引导
，

搭建专业 实施平台 ， 实行柔性管理 ， 避 免
一刀切 、 过

于统一 的状况 出现 。

４．
２ 治理思维 ： 多方共治 、 社 会参与 、 过程管理

精 细化街道城市设计的 有效实施还需 要治理思

维 ， 即多方共治 、 社会参与 、 过程管理 ，

一是管理部

门之间的协同 ，

二是政府和企业和个人 、 市民之间的

共 同治理 。 我们将其概括 为遵循
“

三 同原则
”

，
即同

一

规划 、 统
一

实施 、 共同治理 。

治理思维在街道精细化城市设计实施过程 中至关

重 要 ， 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 城市治理互动 ，

从单项

政 府管理转向 多元主体共治
ｍ

。 同时 ，
组建风貌街区

治理共 同体 ， 由设计院 、 社区规划 师作为专业支撑 ，

邀请社会多方主体参与 ， 组织风貌区内城市治理工作

的定期定项讨论 ，
打造风貌提升和城市治理结合 的优

秀案例 （
见图 ９

） 。

举个例 子 ， 在街道城市设计实施中 ， 规划是由规

划部 门组织 编制的 ， 店招店牌 由市容环卫局 负责 ， 房

屋 整修由房管部门 来负责 ， 街道铺地的实施是建委负

责 ， 可见
一个街道的景观整治工 作涉及多部门

，

其协

同难度 非常之大 。 我们研究得到 ，
以街道精细化治理

为导向的城市设计的实施 ，

就是要遵循
“

同一规划
、

统一实施 、 协同管理 、 共同治理
”

的
“

四同
”

机制 ，

即在 同
一

个街道城市设计的指导之下 ，
当街道需 要

整治的时候 ，

能够协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 、 统一实施 ，

并在 曰常管理中分工协作 ， 与居 民在共同治理下完成
［８ ］

。

本次街道整治 以后 ，

若店招店牌还需要修改 ，
就能够

依据我们给出 的相关导则 ， 同时街道居民也能依据导

则
一同监督 （

见图 １ ０
） 。

公众参与也是街道城市设计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 。 共同治理包含 了社会治理 、 公众参与和多方共治

的内容 。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
， 首先 ，

规划师要听取商

家 、 居民 、 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 ； 其次 ，

在整治过程

中
，

要和居民进行协商 ；
在整治完 以后

，

如果居 民对

整改有意见 ， 我们就将建筑设计导则给予他们进行参

考 。 这个过程是 系统化的 、 全过程 的 ， 可以随时对其

中的方案内容共 同讨论和研究 。

４． ３ 智慧思维 ： 智能化 管理 、 长 效管控动态 、 提升治

理效能

精细化的街道城市设计还应该运用智能化管理
｜９ １

。

沿街立面 城市家具 ： 临街灯光

１ 、 店招 店牌 １
１ 、 电表箱 ２９ 、 照 明要 求

２ 、 建筑 立 面 １２ 、 电傕箱 ３０
、 街 ｉ

ｆｉ 照明

３ 、 围 墙 １ ３ 、 倍报箱 ３１ 、
公共空间照明

４
、
出入 口 １ ４

、 牛奶箱

１ ５ 、
架空线

１ ６
、 街道设备祐

３２ 、
ｉｆ筑照 明

街遒平 面 ： 环境色彩 ：

５、 人行道板 １７、 路＿ ３ ３、 街 区色彩

６ 、
树池铺装 １ ８、 岗亭 ３４

、
界 面色彩

７ 、
出入口铺装 １ ９、

电话卒 ３ ５、
地 面色彩

８ 、 非机动车停车 铺装 ２０、 垃圾＃ ３ ６、
绿化色彩

９、 窨并 盖 ２１ 、 座桷 ３ ７
、
街道家具色彩

１ ０、 街巷内铺地 ２２、 垃圾房

空间绿化 ：

２３、 消防器 材 街巷声音 ：

２４ 、
宣传栏 ３ ８、 街区声音

２６、 绿地
２５

、
标识 系统 ３９、 声音控制

２７
、 行道树 ４ ０、 声 音营造

２８、
垂直绿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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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镧店招螯治及？升实例示＊

现状问题 ：淮海中路 １８６１ － １ ８７７ 号

ＩＴ

二层居住界面较杂乱 ． 门窗大小不
一

层商业界 面外墙维 护材料品？低且建筑外立面现状空调 一屋商 业界面店招品？较低 ． 与

一

． ＊装均构件部分损坏 ， 未体现杂乱 ． 应茨复原 有場达
；

门窗样式与 主外机？ 管线等杂 乱 ． 主体建筑风格不符 ． 店 招背板色

良好 的建筑只狡． 应Ｓ体优化设计 ，体建筑不汸谓 ． 应５达提升 门窗品＊ ：应遮括 或校理 ：彩ｆｔ ｉｌ ？ 文字尺寸大小不
一

．

应

整体优化设计：

一 层 立柱样式如？落枣 管 色彩空 涓外机置于箱休内 ， 箱体店招位置及样式如图示着灯

示 ＊ （ 有 分 缝 丨 ，？ ？

与背聚墙体位置及样式如０Ｂ 示＊ ． 材 质材？为 水期石 ｉ 店招文 宇

材质 为水劂 石 ． ａ
一

致 ：为 穿孔酎候钢板 ．

色彩与 背为 《空 样式 ， 深 色哩 光金

？材《为水泥。聚墙体一致
：
厲

（

可加背投 ＬＥＤ 灯 Ｊ 。

Ｓｍ ５
＝

ＪＢ ：

管理控制导则 ：

外墙

材质 二层应保存历史的红砖材质 ，

一层宜采用水洗石外壜 ，

水泥蹼囷

不得改变外埔及 ＩＳ？材质 ， 不得采用其他装饰性材料包

装外墙

色彩 外墙水洗石色 、 躇脚水泥色

管线设备 管线和空调外机置于外挑箱体中 ， 不得在外墙上增加明

线或架设外》设备

门宙

不得改变开窗位置

尺寸 应当保持现有门窗尺寸

样式 宜采用分格玻瑱门窗 ，

不宜采用 无框全玻瑱＊窗

材质 应采用哑光金厲或木材质 ，

不得采用反光材质

色彩 外框应为深色

店招

位置 应 当设 置在门■上方规定店招位置以 内
，

不得改变店招

位置

样式 Ｒ ＊貼外墙式 Ｒ 结合门 窗式

Ｑ 外挑箱体式Ｑ 结合雨蓬式Ｑ 侧面＊挑式

文字锤空置于店招位中 ，

不得增加店招背板 ． 不得安装

ＩＩ虹灯和走字屏

尺寸 文字离度不得大于 ３ ００ｍｍ

文宇字体 可采用企业宇体 ． 字体应当 简洁大气

文宇色彩 可采用企业专用色彩 ． 色彩不得过于鲜艳

灯光 可增加 Ｌ ＥＤ 背投灯光

雨蓬 不得安装雨蓬
７

科技赋能是街区治理的重要支撑 ． 尤其是 在运行维护

阶段 ， 依托城市运行
“
一网统管

”

平台 ， 对街区治理

问题做到智能发现 、 智能处置 ， 完善 问题处置 的闭环

流程 ， 提升治理的效能 。

在智慧化管理中 ， 我们将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也

纳入上海 目前正在做的
一网统管制度平台 。那么将来 ，

在
一网统管 的平台上 ， 将系统展示街道城市设计全要

素及设计意 向 ，

结合数据管理平台 ， 经管理人 员被授

权后 ， 就能看到与社区相关所有的规划方案 。 未来 ，

如果某街道 发生了 与规划不符的变化 ， 社区管理人 员

可以运用
“
一网统管

”

平台及时发现 问题并提出 。 比

如
，

因店面商家更换 ，

需要改变其店招店牌 ， 就需要

在工商 局进行注册调整
，

而后工商局会再通知街道的

管理部门 ，
最后再审核并通知商家这

一 整改是否符合

要求 。 如果此时店面已经装修好 了
，
就需要拆除重新

整改 ，

这种 管理就非常滞后 ， 成本代价也非常大 。 而

现在 ， 基于 智慧 管理 ， 店面商家主
一

旦发生变动
，

工

商局就能够及 时从数据平台上调出该建筑的店招店牌

设计导则 ， 并给到新
一

任商家
，

让其在第一时间了解

到该区域 、 该建筑店招店牌的要求 ， 若他有其他想法

或方案 ， 可 以再向有 关部门申请 。 这个程序会 明确提

供给所有入驻商 家 ， 完成店面方案后在网上提交 ， 规

划 师在 网上进行 审核确认并且尽快回复商家
，
如果有

问题再提 出相 关整改意见 ，
这是在理想状态下的

一

种

智能管控 。 假如店家对店招店牌不满意 ，
对其做了 修

改 ， 后被发现不符合要求 ，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网上平

台立刻通知 商家 ， 及时整改 。 这个过程是希望通过智

能化管理 ， 提高 治理 的效率 ， 避免出现整治完后再整

治 的问题 （ 见图 １ １ 、 图 １ ２ ）
。

５ 结语

精细化治理需要一种 尊重 、

一种协同 、

一种智慧 ，

也是
一

种开放 。 我们需要明 白
，
城市的发展是渐进式

的 ， 是可以 自我调节 的 ， 是有机生 长 的 这是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核心 。

基于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 ， 不仅包括设计

的精细化 ， 还包括实施的精细化 。 设计本身固然重要 ，

而 实施平台与实施机制更加重要 。 在设计层面 ，

一是

要系统思维 、 递进 引导 ，
二是要整体思考 、 问题导向 ，

三是要精细思维 、 要素细化 ； 在实施层面
，
要有专业

思维 、 治理思维 、 智慧思维 ， 并遵循三同原则 。 以实

施为导 向的街道城市设计是实现街道精细化治理 、 实

现城市逆生长 、 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的重要方法 。 在未

来 ， 精细化的街道城市设计需要更加重视在治理过程

中 的智慧赋能 ， 利用多维度发现机制实时监测和预警

治理 ， 利 用各类终端做好 数据 实时共享 、 实 时更新 ，

形成处 置闭环循环 ， 将设计与智慧管理相结合 ， 真正

实现从街道管理 到街道 治理 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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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多元主体共治过程图示

１
０ ． 城市精细化管理流程

１ １ ．
“
一网统管

”

平台 实现智 慧治理 （
图片来源 ： 徐汇区规划与

自然资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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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 绿化 声音Ａ
１

！党
城市家具 平面 色巧

徐汇汇治理平台

筐理 ｍ 苜他

ｎ
社区
ｗａｎ

精细化街道城市设计实施过程 中 多元主体

！＼

上海徐汇衡复 历史 文化风貌保护 区精细化治理通

过制定城市设计通则 、 街道设计导则和建筑图则等规

划的方法 ， 搭建了 各级政府 、 各部 门与居民 、 经营者 、

开发者等多方参与 的平 台 。 这一实践结果证明 ， 精细

化的街道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实施路径是可实施 、 可设

计 、 可落实的 ，

具 有推广意义与价值 。 由此 ， 我们也

希望这样
一

个精细化的设计 、 可实施的导则和社会化

的参与 、 智能化的 管理 ， 有助于共同实现城市街道的

精细化治理 ， 并 为中 国城市街道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以

实施为导向的城市设计理论支撑与 案例实践 。

（ 图片来源 ： 图片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注释 ：

１ 参见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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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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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６

） 》。

４ 参见 ： 《徐汇衡复风貌区街道设计通则 》。

５ 参见： 《徐汇衡复风貌区街道设计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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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路、 高安路十八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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