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６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４年９月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Ｓｅｐｔ．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８
基金项目：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０８Ｚ６０１）；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ＫＲＭ０３）
作者简介：李萍（１９８３），女，广西桂林人，助理工程师。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的综合评价

李萍１，陆路２

（１．长安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２．西安科技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针对中国城市规划国家标准与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定义、配置规范

和量化标准的现状，给出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构成要素，提出了规划设计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时应

遵循的原则，借鉴国内外某些城市的经验，提出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评价的指标体系，构

建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综合评价的模型和评价标准，对于科学的衡量和评价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的真实总体规模以及城市是否需要增设新的公共开放空间，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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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对完善城市功能、塑造城市

形象、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传承历史文化，以及提高

居民的城市认同感、塑造良好公众素质和行为风尚、

培育市民社会精神、促进和谐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１８７７年英国制定了《大都市开放空间法》，

对城市空间进行管制［１］，并彰显了具有现代意义的

城市开放空间概念，后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

诠释。当前，中国学者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理解

仍存在一定分歧，但较为认同的含义为：“城市公共

开放空间是属于公共价值领域的城市空间，主要是

城市人工开放空间，抑或人工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城

市开放空间。”［２］早期的公共开放空间功能性较强，

主要用于政治、宗教、商业等活动，现代的公共开放

空间不仅功能或意义模糊，而且形式日趋多样化，广

场、商业街、街边绿地、小游园等都属于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它们担负着城市多样的活动，具有隔离避

灾、通风导流、表现地景等多种功能，是城市生态与

城市生活的多重载体。这就意味着城市开放空间既

是一个空间体概念，又是一个载体概念，具有生态、

娱乐、文化、美学等多重目标和功能。在此，本文认

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指城市中室外的、经过人工

开发的、可供全体市民全天候免费使用的空间，是用

于休闲、集会、娱乐和开放思维等活动的场所，是城

市整体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建设方兴未艾。因此，

如何体现城市市民的实际需求、协调空间环境各因

素的关系、切实营造“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城市，

科学的衡量和评价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总体增置问

题已成为必要的研究课题。

一、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构成

要素和规划设计原则

　 　（一）构成要素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结构显现出三圈层形态［３］：

外围圈层指建成区外围的农田、林地、山地、水体和



风景游览区等开敞空间体；主体圈层指与城市居民

关系最为密切的建成区中的各种绿地、水体、道路和

广场等；内里圈层指市区局部地段内未被建筑和设

施占据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开放空间。３个圈

层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圈层之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形成一个有机的城市开放空间

整体。

按照不同的基本功能，可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的构成要素分为绿色开放空间和灰色开放空间两大

类。绿色开放空间包括绿地、园林和水体等；灰色开

放空间包括对外交通空间、对内交通空间、广场、未

绿化的闲置空地等。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组成要点表

征为界面、建筑小品和绿化３大类［４］。界面即围合

与开敞，是使公共开放空间向心或离心的一个决定

性因素。界面又有垂直、立面和水平之分：垂直的界

面多为建筑外立面，其功能应与公共开放空间的功

能相协调；立面的界面风格亦然，政治的肃穆、商业

的多彩、娱乐的活泼都应与之相对应；水平的界面是

公共开放空间最为重要的界面，是人与之接触的界

面，其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取决于公共开放空间设计

的品质，诸如座凳、卧石、喷泉、地灯、连廊、亭子、雕

塑、舞台等建筑小品，它们高于或低于人的视线，是

人们在其中活动的依托。具有文化意境的建筑小品

可凸显城市精神，甚至可唤起人们对城市发展历史

的回忆。此外，绿化决定了公共开放空间的气质，树

种的选择、色彩的搭配、形式的对比与协调是绿化设

计的主要内容。

（二）规划设计原则

１．重视气候、地域特点原则

各城市所处地域的地理、气象、水文、历史特点

是决定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设计的至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在酷暑多雨的

南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应主要考虑蔽日和避雨功

能，其水面的多寡、树林的疏密、铺地材料的选择是

设计成败的关键。在寒冷少雨的北方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应多结合建筑群之间的室内空间来建造。另

外，历史古都、新兴城镇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空间质

素，文化历史厚重的城市，在公共开放空间设计的构

思设计和营建中，历史记忆和文化历程应成为其灵

感的源泉。

２．遵循人文特点原则

由于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主要是供人们休闲、集

会、娱乐等活动的场所，因此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规划

设计的人文属性极其重要。政治的、宗教的公共开

放空间的人文属性不必多言，多功能综合性的公共

开放空间也应具有人文特点。人文主题的公共开放

空间会使人回味无穷、留连忘返。

３．秉承公平、追求活力原则

因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属公共物品，核心内涵

是公共价值和利益，因此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要秉承

公平原则，以满足人们平等需求为前提，不仅追求

“美”的“形”，更应侧重于满足人们当前和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活动需求、便捷需求、舒适需求和安全

需求等，同时应体现机会均等，塑造高品质场所，使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充满活力。

４．慎重选择布局、布点原则

不同公共开放空间类型给人们带来的活动情况

不尽相同，所以在规划设计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时，要

根据城市的特点、功能和机理，全面考虑城市既有公

共开放空间的分布，审慎实施新建的公共开放空间

的布点类型，不仅要充分考虑新建的公共开放空间

区域内的现状，还要预测建成后的人口构成、周边环

境、功能复合、人流组成方向、行走路线、车辆泊位和

道路交通等，进行全面分析和论证。

５．实施滚动规划原则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布局、布点和类型选择，要

由城市规划部门慎重缜密地做出统一长远规划，要

考虑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本着“有限目标，动态关

联，持续改进”精神，遵循滚动规划原则，每３至５年

进行一次检讨，每次检讨不仅要聘请专家参加，而且

要吸收市民参与，紧密结合当时情况，评价城市公共

开放空间的总体增置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改进

目标。

二、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

增置的综合评价

　 　（一）总体增置评价的指标体系

在考虑布局、布点和类型等前提下，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的总体规模涉及既有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数

量和分布等状况。然而，诸如《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划建设用地标准》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等

国家标准与规范中，并没有明确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的定义和配置，亦无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量化标准，

仅在用地分类的层面上对绿地、广场提出了指标要

求。而在关于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评价的研究中，只

能采用诸如绿地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广场面

积以及道路网密度等相关指标［２］，虽然选取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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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然而仅能反映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某个方面

或局部特征品质，甚至存在指标相容现象，难以合理

确定人们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总体需求。

为了客观评价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参

照国内外某些城市的经验，力争采用尽可能少的指

标，且能全面准确地评价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总体

需求，笔者仅从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当前城

市公共开放空间的供给状况和人们出行的便捷程度

着手，提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评价的指标

体系。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评价的指标为：

城市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率ｋ１、城市人均公共开放空间

面积ｋ２、居民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 ｋ３。ｋ１为度量城

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能指标，具体指近ｎ（通常为

３至５）年中城市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的平均速率，即为

上一次检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的时点到本

次时点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的年平均速率；ｋ２为度量当

前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需求供给状况的指标，即在

城市范围内每人所拥有的公共开放空间面积数量

（ｍ２），具体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面积数量 ｂ１
（ｍ２）与城市总人口数量ｂ２（人数）之比；ｋ３为反映城

市公共开放空间资源占城市规模的比率，是度量当

前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需求供给状况的指标，具体

为居民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的面积 ｃ１（ｍ
２）与城市总

面积ｃ２（ｍ
２）之比。是指以公共开放空间的出入口

（或人流最多的虚拟出入口）为圆心，以公共开放空

间的步行可达距离为半径所涉及的面积。通常，人

们以行走５分钟距离为比较舒适的步行距离，按步

行时速５千米计，则５分钟的行走距离为４１７米，考

虑到城市路网通常为方格等形式，步行可达范围的

半径为５００米。

（二）总体增置综合评价模型

当前，国内各城市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

置综合评价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观性较大。因

而，有必要构建可行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

综合评价模型。由于ｋ１、ｋ２、ｋ３对于度量城市是否需

要增设新的公共开放空间均具有关键的作用，其关

系具有串并联属性。因而，若用Ｗ表示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总体增置综合评价的阈值，则有式（１）成立。

Ｗ＝［１－（１－
ｘ－ｋ２
２ｘ －｜

ｘ－ｋ２
２ｘ｜）×

　　（１－
ｙ－ｋ３
２ｙ －｜

ｙ－ｋ３
２ｙ｜）］×

　　［１９０ａｒｃｔａｎ
１００ｋ１＋｜１００ｋ１｜

２ ］ （１）

假设ａｉ（其中ｉ＝１，２，…，ｎ；通常ｎ取３至５年）

为上一次检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的时点到

本次时点中第ｉ年的城市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速率；ｍ

为现有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总个数；ｃ１ｉ（其中 ｉ＝１，

２，…，ｍ）为第 ｉ个公共开放空间对应的居民步行可

达范围覆盖的面积（ｍ２）；ｃ３为城市既有各公共开放

空间对应的居民步行可达范围覆盖面积的相交面积

之和，那么式（１）中 ｋ１、ｋ２和 ｋ３分别由式（２）～式

（４）计算之。

　　ｋ１ ＝
ｎ

ｉ＝１
ａｉ／ｎ×１００％ （２）

　　ｋ２＝ｂ１／ｂ２ （３）

　　ｋ３ ＝（
ｍ

ｉ＝１
ｃ１ｉ－ｃ３）／ｃ２×１００％ （４）

式中，ｘ为城市预期规划的人均公共开放空间

面积，鉴于英国城市人均公共开放空间为２４ｍ２左

右，２００６年中国深圳为４．７ｍ２，鉴于同年制定的《深

圳经济特区公共空间系统规划》预期规划未来将达

到人均８．３ｍ２至１６ｍ２，故而考虑中国城市的具体

现状，建议目前中国城市的ｘ取值宜为人均１０ｍ２；ｙ

为城市预期规划的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鉴于美国

芝加哥和旧金山分别为７２％和７４％，２００６年中国

深圳为２３％左右，预期规划近年达到６０％ ～７０％，

因此建议目前中国城市的 ｙ取值宜为５０％。故而，

将ｘ＝１０和ｙ＝５０％代入式（１），则目前中国城市公

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综合评价模型见式（５）所示。

Ｗ＝１９０［１－（１－
１０－ｋ２＋｜１０－ｋ２｜

２０ ）×（５０％＋

ｋ３＋｜５０％－ｋ３｜）］×ａｒｃｔａｎ［５０（ｋ１＋｜ｋ１｜）］（５）

运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综合评价模型

时，若Ｗ＝０，则表明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设置规

模较大或经济条件暂时不允许，近期不必增加公共

开放空间；若Ｗ＞０，则表明可以有计划地增加公共

开放空间，且 Ｗ的值越大，则增置公共开放空间的

力度也应越大，目前增置的最大面积为（１０－ｋ２）ｂ２
平方米。

在增加公共开放空间时，不仅要遵循城市公共

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原则，还要有综合考虑，富有弹

性，留有余地；还要考虑城市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在城

市各领域的合理分摊，考虑协调发展、分期投入问

题。基于式（４）的计算结果，分析城市现有各公共

开放空间对应的居民步行可达范围覆盖面积的相交

面积之和的具体情况，应该采取既有公共开放空间

的扩容、另行增置、扩容和增置并举的方式增加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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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若采取扩容方式，要深入分析哪些公共

开放空间将扩容以及扩容的程度；采取另行增置方

式，要深入分析在何处增置的布局、布点问题，要分

析增置公共开放空间的类型和增置的面积等。

三、结　语

　　本文给出的城市预期规划的人均公共开放空间

面积和城市预期规划的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与城

市的性质、规模和现状等有关，且将会伴随时间的推

移有所变化。因此，在运用研究成果时应当适时加

以修正，将变化的城市预期规划的人均公共开放空

间面积ｘ和城市预期规划的步行可达范围覆盖率 ｙ

代入式（１）重新建模即可。此外，本文仅就城市公

共开放空间的总体增置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然

而，对于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总体增置的具体实施措

施，对于中国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单体规划、设计和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具体品质的综合评价等方面，限

于篇幅并未涉及，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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