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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广东省 2017 年度第三期注册城乡规划师继续

教育培训班上，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黄

慧明主讲了题为《品质街道、工匠精神—城市街道全要素规

划设计》课程，以中国与国外城市街道对比为主要线索，着

重分析了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

一、引言

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历史性新时期。2015 年 12 月，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工

作的中心目标是创建优良的人居环境。

城市首先出现在脑海的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就有生

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雅各布批判的就是美国城市街

道的死和渴望城市活力的生。

从繁华程度、建设水平、外观来看，广州和发达城市相

差不大，但从街道细部品质来看，空间给人感觉还是有较大

的差距。



广州市东风路街道，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以上图片是广州东风路，大家都知道东风路是广州的主

干道，有 50 米宽；右图是跨陵园西路立交的人行天桥，即

使是 50 米的主干道，但可以看到人行是非常困难的，这值

得引起规划应该思考。

广州市东山口街道，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上图是广州东山口的一个道线，路是够宽的，但是没有

划线。没有划线的情况下，车行驶就会很混乱，没有秩序就

失去控制。



对比国内外街道路面细节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城市的差

距，一块路缘石就能够反映出城市品质的精细化水平，总体

来说是工匠精神。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的发达国家设计标准

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包括一些标识系统等等，而且特别人性

化。

目前广州市人均 GDP 已超达到 2 万美元，达到了较高水

平，应该进入由空间扩张到品质提升的阶段。街道的发展理

念也应该逐渐由原来的以车为主转化到以人为中心。去年，

广州就在做街道品质提升工作，力求标准化、精细化、品质

化。去年 8 月份广州市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阐述了如果提高广州城市品

质发展，提出了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要求。

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始终把街道作为一个最大的公共

空间来进行精细化、品质化提升。传统的“经济适用、便于

维护”的理念，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广州的发展需要以“品

质街道，百年精品”为目标，确定合理的规划目标，建立全

市民理解、认同不遵守的共同价值观，走一条城市可持续发

展之路。

二、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

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整个思路是贯彻几个

方面，就是一个理念、三个转变、三个步骤。

（一）1 个理念



目前广州市的城市道路仍然停留在以车行为寻向的传

统建设模式上，整体存在建设粗放、人性化设计不足、施工

质量丌高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中央以及广东省

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应从城市道路建设理念的根本上迚行转

变。始终贯彻实施 1 个理念，即以人为核心的城市道路建设

理念。

从“城市道路”到“城市空间”，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二）3 个转变

在现有国标“快、主、次、支”道路分类的基础上，根

据广州市道路功能不特点，对广州市的道路类型迚行细分，

分类控制每一类道路的建设标准不特色，幵突破传统道路设

计“一个断面做到底”的模式化设计，多要素组合形成十个

人性化设计模块。

3 个转变主要有：

1. 理念转变：从“面向车”到“面向人”，将人作为



城市道路的设计核心，实现设计理念的实质性革新；具体体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路具有的“双重身份”；第二，道

路设计的“需求金字塔”。目前，广州道路的建设更为注重

“通行”。

理念转变，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2. 边界转变：从“控红线”到“控空间”，对退缩空

间等的使用统一谋划，打造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尽可能

强化空间、淡化红线。

边界转变，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3. 技术转变：从“断层式”到“一体式”，在传统设

计的基础上完善流程，统筹设计，强调道路评职条件，实现

全程把控。



技术转变，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三）3 个步骤

在现有国标“快、主、次、支”道路分类的基础上，根

据广州市道路功能不特点，对广州市的道路类型迚行细分，

分类控制每一类道路的建设标准不特色，幵突破传统道路设

计“一个断面做到底”的模式化设计，多要素组合形成十个

人性化设计模块。

三个步骤分别是：定类型、优功能、精要素。

第一个步骤“定类型”就是道路分类，现行国标《城市

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四级分类、车型导向”：1.快速

路：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机动车道，

全部戒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不控制出入，供汽车以较高速度行

驶的道路，又称汽车与用道，快速路的设计行车速度

60-80km/h。2.主干路：连接城市各分区的干路，以交通功

能为主。主干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为 40-60km/h;3.次干路：承

担主干路不各分区间的交通集散作用，兼有服务功能。次干

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为 40km/h;4.支路:次干路不街坊路（小区

路）的连接线，以服务功能为主。支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为



30km/h。

二维道路分类，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第二个步骤“优功能”，也就是设计模块部分，包含：

1.慢行系统模块；2.公共设施带（区）模块；3.交叉路口模

块；4.道路变截面模块；5.多杆合一、多箱并集模块；6.过

街设施区模块；7.公交通行区模块；8.退缩空间模块；9.地

铁出入口模块；10.海绵城市模块，十个部分。

例 1：公共设施带（区）模块，也存在一些现状问题：

（1）设置无序，公共设施设置关系混乱，幵阻碍各自功能

有效发挥；（2）设施缺失，缺少必要公共设施，无法满足

人性化需求；（3）空间浪费，设施带利用率低，街头活力

空间闲置。需要有正确配置方式——服务设施之间有组合关

系，实现设施带的多重角色，迷你休憩角、街头活动港湾，



服务多样、体验丰富，有效激活空间活力。

公共设施服务带，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例 2：交叉口模块，交叉口渠化内缩式，减少交叉口车

道数或车道宽度，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变截面设计缩短过街

距离，增加行人驻留空间；行人过街区外凸式过街，适用于

生活型城市支路，道路变截面——內缩停车。

例 3：多杆合一、多箱并集，集约多类杆件，提升街头

空间品质；杆件分类整合、交通各行其道，实现多杆合一，

多箱并集——埋地式升降型。

第三个步骤“精要素”，就是指要素指引。传统道路环

境要素与人性要素的新需求已不相吻合。



传统道路环境要素与人性要素的新需求，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全要素清单包含了 6 大系统和 90 项要素：

全要素清单，图片来自于黄慧明课件

其中以慢行系统要素——人行道铺装为例分析，人行道

铺装材料选择上，对每种材料提出颜色、饰面、尺寸和应用

4 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列举其优缺点和注意事项，方便设计

师进行材料比选，例如混凝土（砖）成本低，易铺设；而沥

青在良好的施工工艺下，同样能达到高品质铺装的要求。另

外人行道还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杆件处铺装破损，不

能用水泥砂浆简单粗糙填补，可以采用机械钻孔安装技术使



杆件不破坏铺装且表面无明显灌浆；人行天桥坡道可为自行

车设置凹槽，方便自行车上下坡的推行，于细节处体现人性

化。盲道与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标准值得思考如何改进。

以机动车道要素——小转弯半径为例分析：

机动车道，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对于交通量适合的交叉路口，可以考虑实施小转弯半径

设计与改造。小转弯半径＝更有序的交通组织＋更完整的街

道功能＝更大的慢行空间＋更紧凑的土地利用。国际发达城

市普遍采用密路网、小转弯半径的道路设计模式，墨西哥等

发展中国家也在采取行动增加行人空间。

城市家具应结合不同场地进行个性化设计，而不只是工

厂产品。应逐渐实现智能服务设施集成。



城市家具，图片来源于黄慧明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