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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视角下提升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

管理水平的思考和对策

【摘要】当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主战场从“制造新空间”转向“优化旧空间”，悄然走进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阶段。

本文在“以人为本”的视角下对目前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行了思考，并从城市设计、城市慢行

休闲系统、旧城区更新精细化城市微改造、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升“以人为本”的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水

平的对策，并探讨了聊城市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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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urban fin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Abstract】at present,the main battlefield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has changed 

from "creating new space" to "optimizing old space",and has quietly entered the stage of urban fin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this paper ponder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urban fine planning,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eople-oriented" urban fin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urban design,urban slow travel and leisure system, old urban renewal and 

fine urban micro transformation,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Liaocheng City in 

urban fin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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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城市空间发展逐渐转向存量领域的新形势下，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主战场悄然从“制造新空间”转向“优

化旧空间”，进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精细化阶段 [1]。各

地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建设更美好的城市，进而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然而，目前很多城市只是进行了一些浅层次的城

市改造，不能形成城市发展的高效复合、集聚协调、生机

盎然。提升“以人为本”的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已成为当前城乡规划工作者必须面临和解决的一项挑战。

1、当前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思

考

1.1 城市规划控制要素缺乏“以人为本”的深度融合

目前对于城市规划方面的控制要素而言，大多只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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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城市慢行休闲系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应以

人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提升“以人为本”的城市慢行休闲

系统。

（1）建立复合的城市慢行休闲系统

要从顶层设计开始谋篇布局，让慢行理念真正融入城

市现实生活。按照不同功能分区，划分出慢行交通区域，

通过交通干道隔断、过街设施建设以及自然地形分隔等区

分慢行单元，提出相应的步行出行比例及交通实施策略，

实现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地铁等几种出行方式的无缝

衔接，引导建立“公交 + 慢行”一体化的交通出行模式。 

（2）城市慢行休闲系统须重视文化元素

将城市慢行休闲系统打造成市民进行城市生活和感受

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满足市民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

求，提供良好的知觉体验。可根据城市慢行休闲路线的主

题与类型，利用垂直元素、路面色彩等不同的精细化手法

区分，增加人文景观，丰富文化元素，为市民提供良好的

知觉体验和文化氛围。

（3）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

在城市快速路区间段、交通通行量大的十字路口、交

通枢纽地段、城市商业繁华区、居住区与城市公园绿地接

驳地带等，建设行人和自行车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在城

市中心和商贸繁华区可以建设商场之间、商场与道路、商

场与商务楼之间的互通互联的行人通道，形成人行与车行

空间分割的通行格局，进而提高城市交通承载能力。 

（4）创建绿色、方便的慢行空间

对慢行交通与绿化、地块及其内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相互之间衔接的关键要素，确定适合

的慢行交通与绿化、地块内建筑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对人

行道等步行设施按照友好慢行要求进行设计；积极引进非

机动车系统新技术，提倡道路断面设置方式的多样性，以

适应不同情况下的步行需求，并优化道路断面形式，体现

人性关怀 [4]。 

2.3 提升“以人为本”的旧城区更新精细化城市微改

造

旧城区更新精细化城市微改造是实现城市发展转型的

重要举措，考虑空间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促进居民参与共

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空间营造，有利于增强

居民的归属感，促进旧城区的社会融合，实现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3.1 改造原则

可采取小规模渐进式、触媒介入催化的精细化城市设

计模式，织补城市空间，激发城市活力，延续城市肌理，

在对建筑风格和色彩的要求上，特别是当前各级政府关注

的城市设计重心普遍都是放在对方案的设计上，缺乏精细

的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常常忽略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精细

化管理要素的研究，导致精细化规划建设的要素无法落实

管控；另外城市设计还往往缺乏对空间形态的量化控制研

究，还有城市设计不是法定规划，导致城市设计缺乏实操

性，诸如环境设施内容、城市风貌与建筑风格等很多城市

精细化建设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地落实和管控 [2]，无法形成

“以人为本、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1.2 城市的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缺乏整体化

目前城市主要的规划建设管理问题是碎片化 -- 功能

的碎片化、服务的裂解化、信息的阻隔化，具体表现为城

市建筑不能集聚利用、城市服务不能灵活协调、城建信息

不能共享互通，这样也造成在不同专业的视角中，同一个

城市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方面，站在管理的不同部门和层级

上，会出台不同的管理措施。结果是，尽管各部门都在认

真积极地进行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但最终的整体结果却

与初衷大相径庭。

2、 提升“以人为本”的城市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

对策

2.1 加强“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

在新发展观指引下，“以人为本”更新城市设计理念，

更益于塑造城市特色，维持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和空

间多样性，为城市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3]。

（1）运用规划设计手段，构建和谐交往空间

重视组团空间的构建与利用，特别需要重视半公共半

私有空间的构建，如借鉴四合院、里弄的形式，将住宅楼

围合出这样一个空间，营造邻里交往氛围；利用景观设计，

营造富有情趣的交往空间，培养居民好心情，催化交往的

热情。为了丰富社区文化，促进居民交往，规划设计中还

可以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意境，让居民在健身欢娱之

中满足精神需求。

（2）运用规划设计手段，建设人性化公建设施

公建设施合理与否关系到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发

展需要，也是实践“以人为本”理念的最好体现。既要关

注自身经营管理要求，更要考虑居民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

化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既要注重公建设施整体性与灵活性

的和谐统一，又要重视细节把握，增强居民的归属感。特

别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士、妇女儿童提供的无障碍活动空

间，更要注重配套设施完善、尺度恰当、材质适宜。

2.2 提升“以人为本”的城市慢行休闲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