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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街道基本情况对比

1.1 街道区位

长安街连接北京东、西城区，是一条重要

的城市主干道。长安街在不断的城市发展过程

中得到延伸，为与香榭丽舍大街进行相似尺度

上的对比，选取以天安门为界分成的东长安街

与西长安街一段作为研究对象，该分段东起建

国门内大街，西至复兴门内大街，总长约 3.8

千米，为北京东西中轴线的一部分。香榭丽舍

大街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戴高乐广场（又称星

形广场），位于卢浮宫至新凯旋门连线上，呈

东西走向，全长约 2.1 千米，是巴黎城市东西

向轴线的一部分。两条街道从区位上看，都是

城市重要轴线的组成部分，在城市中具有重要

地位，对于城市空间形态有重要影响。

1.2 街道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

长安街的基础形态起源于元朝时期。长安

街的位置是曾经元大都时期都城南墙所在的位

置，其走向与位置在元大都时期已定型。明清

时期北京城市格局在元大都的建设基础上发生

了一些变化，南城墙向南移动了 2 里，南边加

建外城，形成“吕”字形轮廓 [1]。明代皇城的

南侧处修建了长安街。明清时期长安街中部被

成天门外的“T”形广场分成两段，而非一条连

续的街道，由于街道的不连通性加之中轴线体

系，为城市东西交通带来巨大困扰。长安街紧

沿皇城，街道等级与其他道路相比更高，宽度

上在沿皇城南墙的部分同样对比其他北京城市

主干道更宽。但也由于其紧靠宫墙，街道两侧

无业态分布，除节日聚集外，平时十分冷清。

民国时期对长安街进行了简单的连通性改造，

原本割裂的城市交通被连接，东西向交通困难

的格局开始改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国家对长安街进行重建，街道空间发生了巨大

变化。首先是对街道进行拓宽与延长。虽然民

国时期长安街得以连通，但空间并不连贯，通

过拆除和移迁原有门牌楼使长安街空间从东单

贯通至西单。此外，为延长长安街，拆除沿线

大量建筑，目前长安街已西至石景山、东至通州，

全场 40 余千米。新中国成立之初对重建后的长

安街定位是北京的代表性街道，首都形象的展

示窗口，因此许多重要的国家机关单位与大型

公共文化建筑以及重要的科研、服务、金融、

商业等建筑分布于街道两侧，并整合周边空间，

最终形成现在的长安街。

1616 年玛丽皇后①下令将卢浮宫外的沼泽

田地修整并改造成一条林荫大道，香榭丽舍大

街便起源于此。1667 年风景设计师勒·诺特②

设计杜乐丽花园时将园内中心道路延伸到圆点

广场，形成香榭丽舍大街的雏形。1724 年皇家

园林建设管理工作由昂丹公爵和玛雷尼侯爵负

责，完成了香榭丽舍大街的整体规划工作，使

之成为巴黎城市中一条重要街道。1828 年巴黎

市政府对街道进行细化设计，铺设人行道并安

装路灯，设置景观、绿化，使之成为法国第一

条林荫大道。在巴黎城市改造时期，汇聚于星

形广场的 5 条道路被拓宽，又新建 7 条，共计

12 条道路呈放射状分布。香榭丽舍大街作为其

中的一条重要道路，通向凯旋门这一重要的城

市标志性建筑。此外奥斯曼③规定道路两旁建筑

高度及形制，形成连续街道界面。在这次改造后，

香榭丽舍大街被誉为“法兰西第一大道”。20

世纪 90 年代，巴黎市政府对该街道启动整修工

程，改善交通拥挤、街道景观混乱等问题，整

修后的香榭丽舍大街成为能够代表法国的举世

闻名的街道空间 [2]（图 1）。

1.3 街道功能定位

长安街位于重要的城市轴线上，在 1949 年

初进行改造时就确定其定位为首都北京的代表

性街道。随着时代改变和社会发展，长安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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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也丰富了行人的空间体验，在街道上可

进行各种公共活动（图 3）。

在步行空间的建设上，香榭丽舍大街的设

计更加注重人的尺度，加强城市街道与市民活

动之间的联系，为人带来良好步行体验的同时

也提升了街道的活力。长安街的步行空间则缺

少细化设计，且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以及街道的

巨大交通量使得步行人群需快速通过，减少停

留，难以进行公共活动。

3 景观对比

3.1 街道界面

城市街道依靠两侧的界面围合而形成区域

限定，成为城市中的线性空间。两侧绿化、建筑、

公共设施等元素构成街道的界面，形成氛围各异

的街道空间。人们通过界面特征来感知街道空间

氛围，界面也通过自身的属性传递给人们认知信

息，不同形态轮廓与色彩肌理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街道空间景观于界面处得以充分展现 [3]。

长安街两侧构成街道界面的建筑类型复杂，

既有故宫等古代建筑群，也有国家大剧院、北

京国际饭店、中国人民银行等不同时代建造的

现代建筑群，以及天安门广场等政治色彩浓厚

的建筑，建筑风格存在差异 [4]，建筑单体的设

计没有统一的构成街道界面要求，导致沿街建

筑的设计只重视单体，而没有形成连续的景观

界面，有界而无景。

在奥斯曼进行巴黎城市改造时，便严格规定

了沿街建筑的高度、色彩、细部设计等，因此香

榭丽舍大街沿街建筑的高度相近，色彩统一，细

部设计丰富，形成亲近人的尺度，街道形成了统

一的界面景观，带给人连续的空间感 [2]。街道两

侧高大茂盛的行道树空间也形成了一组自然元

素界面，强化和限定了街道边界。

3.2 沿街空间塑造

因为长安街上沿街建筑多为重要的国家性

建筑、重要机关部门或大体量的金融商业服务

类建筑，建筑形象多高大庄严，车行快速通过

时能够感知到高楼林立的庄严城市形象。然而

大部分建筑的开放程度很低，其建筑前区多被

代表的国家形象也随之从皇家形象转变为社会

主义国家形象。长安街肩负起代表国家政治和

文化形象，展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的重

要责任。街道两侧除原有的故宫等重要历史建

筑，还有重要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建设街道空间，两侧

修建了大量国家机关单位和大型公共文化建筑，

包括 5 栋国庆十大工程中的国家性建筑。随着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国家的项目减少，

增加了金融、商业、科研、文化等多样的建筑

类型。如今长安街上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每五年

举办一次的国家阅兵典礼，以此为契机，强化

街道的展示性。

香榭丽舍大街可分为两段，以圆点广场这

一空间节点为界，两侧街道功能定位也有所不

同。戴高乐广场至圆点广场的街道部分商业繁

荣，该段道路两侧云集了世界各大商家品牌，

包括电影院、商店、餐厅等。法国巴黎作为世

界浪漫之都对世界游客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凯

旋门作为重要的参观景点更具对人群的吸引力，

为香榭丽舍大街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因此世界

各大公司争相开设门店，将这里作为向世界展

示自己的窗口。圆形广场至协和广场一段则以

自然风光为主，平坦的草坪、成行的绿树构成

街道景观，在喧闹的城市环境中营造一处自然

的宁静。

两条街道的功能定位有所不同，长安街因

其所处的重要位置成为代表国家政治、文化形

象的街道空间，周边有大量重要建筑；香榭丽

舍大街更注重街道的文化、景观价值，通过商

业空间和自然元素提升街道的活力。

1.4 街道尺度

长安街宽度为 50 ～ 80 米，主要为双向十

车道。关键路段在重大节庆日有举办典礼的需

求，其宽度为 80 米，达到双向十二车道。两侧

分布 7 米非机动车道和 6 米人行道。人行道与

沿街建筑之间多设置绿地以分隔空间 [1]。

香榭丽舍大街宽度约 50 米，双向八车道。

步行空间经过改造拓宽后由 12 米变为 24 米，

其中旧人行道为 6 米，新建人行道为 10 米。

两条街道作为同一等级的城市道路，尺度

相近。不同之处在于，长安街强调交通性，车

行道路占更重要地位，意在塑造一条车水马龙

的街道空间；而香榭丽舍大街更加重视步行空

间的建设，从尺度上比长安街多出一倍，为行

人提供了更开阔的步行空间。

2 交通对比

2.1 道路组织

长安街呈东西向，作为一条重要的城市道

路，与很多其他城市道路相通。仅在研究范围

路段，将近有 20 条道路与之相连。这些道路与

长安街的关系为垂直相接或相交。城市主干道

贯通南北，与长安街相交。而由于长安街两侧

存在故宫、天安门等大型重要建筑，具有一定

的封闭围合性，因此许多次级道路难以做到南

北贯通，不少道路为单行道，与长安街多为相

接关系 [1]。

香榭丽舍大街是以凯旋门广场为中心的放

射状道路中的一条，放射状的道路布局强调了凯

旋门广场的重要地位，良好的可达性加强了其作

为城市中心建筑的吸引力，反之其吸引力也为香

榭丽舍大街带来了人群。香榭丽舍大街与周边道

路不是正交关系，而是斜向相交或相接。

因为不同的城市布局结构，两条街道与周

围道路的组织关系呈现明显不同的方式。长安

街成为一条城市主动脉，由它串联起城市空间

节点。巴黎的城市布局以重要的城市广场作为

交通枢纽，香榭丽舍大街则作为由交通枢纽处

放射出的一条重要街道。

2.2 步行交通

作为一条高等级的城市道路，长安街对于

步行空间的建设仍有不足。步行空间较小，人

行道宽 6 米，与沿街建筑之间多由绿化空间分

隔，很多周边建筑将建筑前区封闭，通过围栏、

大门等方式与步行空间进一步分隔，没有形成

整体的空间而割裂成了两部分。步行道设计简

单，难以进行公共活动，仅作为交通空间（图 2）。

香榭丽舍大街的设计关注步行空间。现有

步行空间为 24 米，通过行道树对道路截面进行

细分，新旧人行道间以及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均

由行道树形成的绿化带分隔，将道路截面划分

以弱化空旷感。道路两侧建筑开放建筑前区，

利用这个区域提供露天服务等活动，与行人形

成良好互动。绿化带中设计的街头家具和照明

图 1　香榭丽舍大街的形成与发展（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2　长安街步行区道路截面（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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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合，并通过绿化带与街道空间进行隔离，沿

街建筑的开口率很低，步行人群则会产生疏离

感与空间的不连续。

香榭丽舍大街沿街的商业空间开放度很高，

通过布置座椅等方式实现与公共步行空间的相

互渗透。步行空间大量街道家具、照明设施、

绿化景观的布置也丰富了公共活动，使街道空

间具有活力，对行人更加友好。

4 街道与人

4.1 街道与人的尺度

长安街道路红线达到 120 米，空间尺度很

大。两侧建筑高度多数在 30 ～ 40 米，计算

可知街道界面与宽度比例为 1 ∶ 3 ～ 1 ∶ 4。

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在书中提出，当 D/H ＞ 3

时，空间的围合感几乎无法感知 [5]，并且提出

空间尺度是人的尺度的 10 倍为最舒适度，即

15 ～ 20 米的建筑高度和 30 ～ 40 米的街道宽

度会令人感受最佳 [5]，而长安街的尺度远超这

个区间，因此街道空间令人感觉过于开阔，不

够亲切宜人。并且沿街建筑的外观大多雄伟庄

严，令人进一步感受到尺度之巨大。在人行空

间区域，高大的建筑与步行空间形成反差，增

大了与人的距离感。

香榭丽舍大街虽然街道尺度也很大，但两

侧的行道树形成了新的界面，有效地对道路截

面进行了细分，削弱了道路的开阔感。两侧的

步行空间也因行道树的限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

区域，在 24 米宽的步行空间尺度下，两侧 5 ～ 6

层的建筑与步行空间宽度形成近似 D/H ＝ 1 的

关系，产生了围合感 [6]。24 米的步行空间也由

另一排行道树进行了进一步划分，形成 6 米和

10 米两个宽度的步行道路，符合道路尺度，空

间类型与公共活动也更为多样。

4.2 街道与人的互动

由于前文所叙述的长安街两侧建筑的特殊

性，大多数建筑的建筑前区并不开放，通过围

栏围合并通过绿化带与行人进一步隔离，难以

与人形成互动关系。而步行空间中街道家具的

欠缺，也造成了公共活动的缺少，街道空间基

本只作为通过性空间。

香榭丽舍大街因其西段作为商业街的功能，

需要商业活力，因此沿街商铺底层开放，并充

分利用建筑前区的空间与人产生互动，为商业

带来人气的同时也形成了生动的街道景观。步

行区布置各类城市家具，行人可进行多样的公

共活动，人与街道间形成了良好互动。

4.3 街道与重要活动

长安街与香榭丽舍大街作为重要的城市代表

性道路，都会在重大节日举行庆典活动。长安街

上举办的最重要活动为每 5 年举行一次的国庆阅

兵活动。该类活动更加注重展示性，为确保其顺

利进行通常会将道路封闭，使其作为展示空间。

香榭丽舍大街上也同样会举行阅兵活动，同时还

会有各类庆典活动，该类活动的形式更多的是人

群的集会庆祝，具有较高参与性。

5 街道对城市形象的体现

5.1 街道共同点

长安街与香榭丽舍大街作为能够体现城市

乃至国家形象的街道，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两

条街道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见证了城

市的发展变化，并在城市格局中一直具有重要

作用。两条街道都承载着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

其历史和人文内涵十分丰富。在地理位置上，

两条街道也都具有重要作用，都是城市格局中

的重要轴线，在城市交通、城市布局中具有重

要作用。同时，因为两条街道的重要性，都会

在此举办阅兵活动等大型庆典，进一步强化街

道的重要性与代表性，让两条街道成为城市乃

至国家的代表空间。

5.2 街道不同点

然而通过对比，两条街道也存在很大的不

同。造成街道空间不同的原因一部分也是出于

其体现城市及国家形象的考虑。长安街因为北

京的方格网格局，其作为重要的城市主干道肩

负重要的交通职能，需要串联周边交通，容纳

北京巨大的车行量。因而街道的巨大尺度和开

阔的街道空间既是为了完成其交通职能，也是

国家宏伟精神的一种体现。而香榭丽舍大街的

交通压力相对较小，它更加注重以亲人的尺度

增加街道活力与城市活力，因此，步行空间的

拓宽，行道树对街道空间的细分等设计都是其

增强城市活力的方式。

结语

作为城市中的重要道路，长安街与香榭丽

舍大街有不同的建设背景、发展历程与功能定

位。长安街上车水马龙的交通，是国家经济发

展实力雄厚的一种体现。因此通过宽阔的街道，

巨大的交通量来展现国家的发展迅速是其考虑

所在。而香榭丽舍大街的文化、景观价值大于

交通价值，其更注重街道的人文景观体现城市

的文化特性。

长安街沿街建筑与建成空间的等级之高、

体量之大也是对其重要地位的象征，通过建筑

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街道的重要性，体现国家

发展与实力。香榭丽舍大街则塑造了举世闻名

的商业、景观空间，以此作为街道的特点，通

过其知名度提升国家影响力与实力。

注释：
①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s，1573—
1642），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路易十三的母亲，
意大利豪门美第奇家族的重要成员。
②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1613—
1700），法国造园家和路易十四的首席园林师。
③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
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
重建而闻名。

图 3　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区道路截面（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