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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街道景观指南》经历近10年的发展，为伦敦街道

景观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系统性的工作框架。根据2016年最

新版本，深入解析了指南的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编制逻辑、

运作体系与过程，并基于全过程管控的视角对其经验进行了

提炼．体现在应用循证实践方法形成设计与管理全程衔接、

借助第三方机构建立全程跟踪服务机制、通过创新性试验带

动更新升级，以及利用精中求细的控制实现设计与管理适度

交互4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重点结合中国街道发展现状，探

讨指南对我国街道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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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发布的新版《伦敦规划》将“生

活质量”作为未来20年发展的全新关注点¨】。这

向占伦敦日常出行1／4的步行生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而作为步行生活的载体，街道在伦敦公共

领域中占比高达80％[2]，其自身的环境会对使用

者的日常行为活动[31和身心健康[4】产生直接的影

响。为此，伦敦将街道作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

抓手，试图通过为街道设计树立高标准，引导街

道成为包容、受欢迎和富有活力的场所。由此，

《街道景观指南》[51(Streetscape Guidance，

以下简称《街景指南》)应运而生。

作为一本“工具书”，表面上《街景指南》

为街道设计提供了从物料、尺度到设施的详细指

引，其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运作体系

Abstract：The Streetscape Guidance has undergone nearly a decade

of development，providing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practitioners

to design and build streets in London．According tO the latest

version in 20 1 6，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guidance and the logic，

operation system and process behind it are thoroughly analyzed，and

its experience is refined from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apply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joint design and management among the full process，establishing a

full—track service mechanism by third—party organization，promoting

the upgrade with innovative trials，and achieving the moderate

interaction between design and management under lean thinking．

At the end，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treet，taking the status quo of street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China into account．

Key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whole process control；

streetscape；design guidance；evidence—based practice；design and

management under lean thinking

支撑着指南的编制、运作与实施，而这一体系仅

从《街景指南》成果内容本身是无法了解的。只

有通过对指南背后这一庞大运作体系进行深入分

析，才能“由里及表”地理解指南作为一种成果

的“生长”背景、过程和机理。基于此，本文以

指南为线索，深入伦敦城市管治体系，力求将碎

片化的信息关联、重构，勾勒出指南成果背后隐

藏的关系网络。

1《街景指南》的“全过程观”

《街景指南》是伦敦交通局(Tramsport

for London，TfLl下属的城市设计处(Urban

Design Team)为街道和道路建设专门制定

的通用性指导文件，属于交通局“街道工具

包”(Streets Toolkit)中的一员。它主要为伦

敦交通道路网(Transport for London Road

Network，TLRN)，即承载伦敦30％交通量的

“红色干道”fRed Routes)制定，但其原则

也适用于伦敦所有街道。其目的是为伦敦街道

在设计、选材、安装和维护等方面设定一个标

准，帮助从业人员应用由各地优秀实践总结而

成的“最佳设计原则”，创造高品质的交通链

路与公共场所【6J。

因此，指南既是将抽象设计原则转译为具体

行动措施的工具，又是凝结多方共识、推动共建

共享的纽带。它提供了一套选择表面材料与街道

家具的框架和标准，并进一步说明了对其进行配

置的原则与方法，以此指导读者系统化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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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组合街道要素。同时

行设计审查的重要依据。

也是对开发项目进 表1

“全过程观”是指南编制、运作与更新的

核心。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贯穿街道开发、设

计、施工、维护的所有环节；其次是包含街道实

践全过程的所有主体，包括设计师、路政机关管

理者、施工及维护人员、社区成员、私人开发商

与业主等；最后是涵盖指南运作的全生命周期，

它会随着新技术、新观念的产生，定期对内容进

行审查与更新，由此形成持续修订的升级循环。

2“导控”全程的内容

从编制内容上看，指南的编制基础是伦敦街

道景观的现实问题与特征。扬·盖尔(Jan Gehl)

曾于2004年受伦敦交通局委托对伦敦的公共空

间进行研究，他指出，伦敦的街道被机动交通

主导，行人受到严重忽视，步行环境“极其恶

劣”，人行道狭窄、设施阻碍通行、街景凌乱、

缺乏休憩空间等问题普遍存在[7]。

针对现实问题与街道特点，指南的编制围

绕引发问题的街道构成要素展开，从车行道和

道路交叉口地面的材料和道路标线，人行道区

域内的路面铺装、绿化种植、交通安全与街道

设施，临街的交通换乘站等多个方面来构建指

南的主要内容。

从编制逻辑上看， “建立共识一梳理原则一

强化认知一总结案例一引进创新一形成框架”是

指南内含的思维路径。前三步突出观念层面的

“导”，后半部分关注物质层面的“控”。在这

一导一控中贯穿了对街道理解认知、设计构思和

实施维护的全过程。

“导”的部分是指南编制的依据和基础。

它从描绘伦敦街道的愿景开始，通过对联合制定

的《伦敦规划》和《市长的交通战略》[8]，以及

《伦敦街道和道路的愿景与方向》[2]进行深入解

读，提炼出伦敦街道发展的宏观目标和中观需

求。再根据发展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原则，并进

一步展开对一系列基本问题与认识的阐述，如街

道的功能与属性、不同使用者的竞争性需求等。

“控”的部分是指南的核心内容与成果。首

先详细介绍了伦敦最佳实践的工作背景、方法、

内容、步骤和建成效果，并通过改造前后实景对

比，展示各类街道要素在布局和选材等方面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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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控制框架的要素及内容

分类 路面处理 路缘带区域

人行道 车行道 路口 ·路边停车区

·路面材料 ·路面材料 ·触觉路面铺装 ·路边卸货区

·交接面处理 ·路面标线 ·路El处理 ·电动车停车区

细目 ·路缘坡 ·自行车道 ·信号灯 ·停车控制设备

·检查井 ·公交专车道 ·分层行人过路 ·电动车充电桩

·排烟口 ·中央隔离带 ·地下通道 ·公交车站

·路缘石 ·天桥与公路桥 ·旅游大巴停车区

分类 街道基础设施 街道环境 交通换乘区域

人行道设施 交通与安全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 ·火车站换乘区

·人行道断面分类 ·交通标识 ·人工排水系统 ·公交站换乘区

·街道家具色彩 ·护柱 ·可持续排水系统 ·有轨电车换乘区

·自行车停车设施 ·路牌 ·街道照明 ·河岸码头换乘区

·自行车租赁站 ·设备箱 ·遗余空间 ·出租车候客区
细目

·休闲座椅 ·馈电柱 ·街心公园 ·自行车停车驿站

·公共艺术品 ·可变信息标识

·垃圾桶和邮箱 ·环境监测设备

·公用电话亭 ·路边摄像头

·寻路标识 ·赛事活动设施

化与改进。其次从基础设施与资产、街道空间要

素设计与改造、智能系统和管理，以及行为引导

与转变4个方面对实践中的创新进行了总结。最

后，基于对上述内容的归纳与完善，从五方面提

出了标准化的控制框架(表1)，内容涵盖材料与

设施选择、场地设计和产品养护等多个方面。

可见，指南通过“导”的部分形成从共识到

内涵的完整认知序列，再借助“控”的部分解析

内容编制的技术路线。在动态的承接传递中，由

观念培育向技术指引层层递进，实现对街道从价

值输入到建设输出的全过程管控。

3“纵横”兼顾的运作

3．1分级联动的运作体系

指南从制定到运行，以及其后的更新修订，

都需要运作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以伦敦交通局

为中枢部门，上呈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GLA)，下联交通局城市设计处，以

此形成三级结构(图1)。

一级负责战略统领，由大伦敦政府主导。

它是大伦敦区域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与管

辖伦敦城的“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和分管32个自治市的“伦敦自治

市委员会”(Councils of London Boroughs)共

同分享着地方政府的权利。大伦敦政府由市长和

包含25位成员的伦敦议会(London Assembly)

组成，负责对区域内的交通、经济发展、警务和

犯罪、消防与应急等多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

二级承担管理指引，主要任务是将顶层的战

略蓝图转译成清晰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框架。伦敦

交通局及其支持的道路特别工作组(Roads Task

Fo rce，RTF)与伦敦城市设计中心(Urban

Design London，UDL)是该层级的运作主体。

道路特别工作组是由市长成立的道路专项委员

会，从规划、管理和发展三方面为伦敦的街道和

道路提出短中长期的发展愿景，制定工作框架和

方法。伦敦城市设计中心则以非营利组织的形

式，承担相关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l。三者保持着

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支持、管理并推动着

伦敦街道和道路的改善与发展。

三级担负执行实践，其工作重点是将上

级的指导方针和目标愿景落实为具体、可操

作的行动。该部分由伦敦交通局下属的城市

设计处，以及其内部的街道景观设计审查小

组(Streetscape Design Review Group，

SDRG，以下简称“街景审查小组”)配合完

成。城市设计处从事政策与指南制定、设计审查

与建议、遗产咨询等方面的工作，力求通过与大

伦敦政府、各自治市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

创造安全便利、具有吸引力的街道和场所。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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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街景指南的运作体系

图2街景指南的运作过程

图3传统实践方法与循证实践方法对比

精选最佳实践
I

对实践分类
I

总结成功经验
上

l提炼设计原则l

归纳控制要点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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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小组是城市设计处的审查委员会之一，负责

在每月的例会上对街道景观方案进行审查，并给

出城市设计和遗产方面的建议。

这个分工明确，将愿景与任务逐级分解细化

为三级体系，既保证了纵向的目标传达与信息互

动，还兼顾了横向的协同合作，是一个系统化、

扁平化的体系。《街景指南》正是依托于这个体

系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3．2分步审议的运作过程

“早期参与”是指南运作的首要前提，也是

运作过程的第一步。与街道景观相关的开发商、

顾问或者交通局职员，需在项目概念发展阶段就

与街道景观管理者(Streetscape Manager，以

下简称“街景管理者”)进行接洽，以确保双方

在挑战、机遇和约束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在提案

之初明确设计要点。

当利益相关者的提案涉及新的设想、产品、

补充材辩

材料和布局等问题时，街景管理者会根据提案内

容决定后续所需的信息和材料，要求利益相关者

填写街道景观申请表。在完成对申请表的审查之

后，街景管理者将要求利益相关者提供补充材料

和授权许可，或者将存在疑问的提案呈送街景审

查小组寻求进一步的审查。

对需要接受复审的提案，街景审查小组会

根据指南的原则对符合要求的提案给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和反馈。而未通过审查小组审核的提案，

申请人可以通过“异常处理程序”进行复议。在

经过预处理、首次咨询、提交异常处理申请表和

内部审查之后，申请人会收到由街景审查小组给

出的处理结果，完成异常处理流程。复议结果的

成功与否将决定提案是否可以通过正式审批。因

此，街景指南的运作过程大体经过5个环节：提

交街道景观申请表、街景管理者初步审查、街景

审查小组再次审查以及复议和出具结果(图2)。

4《街景指南》的经验

4．1循证实践方法：设计与管理全程衔接

传统以“设计经验”为导向的街道实践，通

常存在“先设计再管理” “先实施后见效”的弊

端。这会在“以观后效”的过程中埋下风险，一

旦后期管理不能对设计进行有效衔接和转化，就

必然会影响最终成果的质量。指南的首版(2009

年)采用的便是这种“由原则到实践”的常规方

法，先确定设计原则，然后将街道分类，再基于

每种类型典型路段的现状提出设计与改造意向，

最后对设计手法进行总结，形成对各类街道要素

的指导意见。

然而，随着街道实践不断丰富，指南的工

作方法向着以“实践经验”为导向转变。新版

指南采用的循证实践方法f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专注于对过程的改善[9]，强调

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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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资源，以及用户的价值和愿望做出最佳

的实践决策。它从甄选伦敦各地的最佳实践开

始，依其特点分类，再总结其成功经验，最后

将经验提炼成设计原则和控制要点，形成指南

导控内容的主体。这种“从实践到原则”的思

维逆转(图3)，相当于将管理延伸至设计之前，

形成对设计从引导到实施的全过程管控，有效杜

绝了设计、管理分两步走所引起的成果走样和品

质欠佳等问题，实现了“后效前观”。

4．2长期服务机制：第三方机构全程辅助

伦敦城市设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

伦敦城市设计领域最重要的非营利继续教育机

构。它在技能提升和意识觉醒方面为提高伦敦

城市设计水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 01。指南正是

通过与其合作，建立起了长期的跟踪、服务机

制(图4)。

全过程融入街道开发建设是中心支持指南运

作的有效方式。它会在项目开发阶段，以外部咨

询的方式为开发提案给出意见和建议，并随着设

计编制的开展，分别提供街道专题培训l、设计咨

询与专家研讨审查(正式审批前)等多方面的综合

服务。在进入实施阶段之后，中心会根据项目的

实施进程，依次组织实施管理和使用后维护方面

的培训l课程，对相关的管理技术方法与维护标准

进行详细的说明讲解。然而，维护培训并不是服

务的终点，中心还会在项目投入使用的几年后对

其进行总结【1”，并将经验纳入指南的更新修订，

开启新—轮周期。

借助第三方支持机构的力量，建立长期跟踪

服务机制，是指南基于全过程管控的机制创新。

这种全程化的服务机制为指南的运行和落实提供

了有力支持和可靠保障。

4．3多元创新试验：激活升级迭代启动点

创新是指南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更是

启动指南迭代升级的动力。而试验是指南进行

创新的必备前提和必经阶段。无论是材料、布

局、系统还是产品上的创新，都必须通过试验

才能获准实施。通常情况下，试验分两步进

行：先在受控环境中(如交通研究实验室)进行非

街道实地试验，待通过质量测试，验证其可行

性后，才能获得英国交通部授权，进入街道实

地试验的环节。

伦敦交通局就以试验为基础，进行了“取消

街景指南运作

项目建设过程

UDL服务过程

图4街景指南长期服务的运作机制

图5取消道路中心线试验㈦

图6街景指南的生命周期更迭

道路中心线”的创新尝试(图5)。它在伦敦交通

道路网选取了3条限速30英里／h(约48km／h)的

道路，并在非雨天环境的非高峰时段，对固定区

段取消道路中心线前后的车速进行监测。结果表

明，当去除道路中心线后，车速得到有效控制，

显著降低约1 0％[1 21。除此以外，诸如街道景观绿

色基础设施[1司和数控平台等方面的试验，都将作

为对创新方案的论证依据，进入指南的创新循环

当中。这个循环在指南的运作过程中至关重要，

它是新老周期之间螺旋升级的衔接与过渡，通过

提出创新需求、明确创新条件、论证创新方案、

评估创新实践与创新成果入库5个阶段，为指南

新一轮的“进阶”提供素材和依据，完成从“全

过程”到“全生命周期”的更迭交替(图6)。

4．4管控精中求细：设计与管理交互适度

街道实践的全过程伴随着设计与管理的持

续交互，这使得“交互度”成为确保成果质置和

运行效率的关键。《街景指南》对于交互度的把

控，得益于精细化设计与管理的双管齐下。

指南的“精细”与常规加法式的“全面细

化”截然相反，它强调减法式的“去芜存精”。

精代表“精简高效”，以设计与管理的简明化、

标准化为特征。伦敦多地的最佳实践都对街道上

的物理设施和障碍进行了简化【141(图7)。同时，

指南也对人行道、车行道、公交站和标识系统等

进行了标准化设计。与之相对应，通过在管理上

精选控制要素和构建“设计素材库”，指南同样

实现了明晰精准、标准高效的管理。这在确保设

计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前提下，提高了街道建设与

更新的执行效率。

细意味着对。细节”的把控，既包含设计层

面以人为本的细处落笔，如利用凹凸起伏和防滑

功能的波纹石铺地提示路面高差变化，又包括为

落实设计细节所提供的详尽管理说明，如物料选

择、尺寸布局、安装维护要求等。

这“精中求细”的配合，通过对关键要素的

细致把控，在设计与管理间达成了适度的交互。

不但避免了交互过低带来的刚性不足与管控失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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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也杜绝了交互过高所引起的缺乏弹性和控制

过死(图8)，实现了刚弹结合、协作有度。

5对中国街道发展的启示

当前，我国街道面临着过度机动化、缺乏活

力等一系列问题，应对问题，各地纷纷借鉴国外

经验展开街景导则的研究和编制，设计层面的借

鉴尤为多见，对设计背后管理层面的运作体系、

过程和机制却鲜有分析，而这恰恰是我国街道建

设不可忽视的短板。虽然我国在规划管理体制上

与伦敦不尽相同，但《街景指南》将设计与管理

相结合，通过协同联动的运作体系对街道设计、

实施和维护进行全程化管控的成功经验，为我国

的街道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案例。

5．1构建“一以贯之”的过程链

我国“分而治之”B"J：}5政管理体制，导致与

街道建设相关的分管机构在权责划分、介入阶段

与管理周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多头化又各自为

政的管理现实，看似形成了“从设计经实施再到

维护”的分步运作，但实质并不是一个“一以贯

之”的过程序列。这不光点明了“过程”与“过

程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揭示出当前各部门

难以对接配合、各行其是的主要原因。

“一以贯之”的精髓在于将发展共识贯通

开发建设全过程的始末。先以其识为源，在各谋

其政的分管gBf-J间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再以共

识为纲，各部门依据共识回归专业领域编制规

划、制定政策。后以共识为准，在践行规2UB,3分

项运作中，始终将共识作为引导设计、管理与维

护的基本原则，以及项目审批与成果验收的考核

标准。以此通过“宏观定位、中观定制、微观定

则”打开各部门合谋协力的新局面。

不仅如此，过程链的建构还需兼顾技术与

开发层面共识的贯彻与渗透，从主动实施和被动

监管双向促进各部门与环节的“咬合”。相关体

制、机制与制度的配合、调整同样至关重要，可

参照伦敦经验，将城市设计处或街景管理员作为

传播共识、促进协同的专管部门或专职人员，也

可通过设立“地区街景师”制度，加强对街道建

设、更新的长期跟踪与服务，形成过程链传动的

沟通与保障机制。

5．2打造“螺旋递进”的循环链

实践的总结和创新是推动街道进阶升级的启

图7街道简明化设计前后对比嘲

图8设计与管理的交互度

动点，这已在伦敦经验中得到充分体现。总结应

立足于本土最佳实践，我国应考虑联合行政主管

部门和高校等科研机构，共同研究、建立最佳实

践的甄选机制及其项目库，形成开放共享的信息

数据平台。还可以借助各地专业学会、非营利性

专业机构的力量，面向广大从业者及管理者开展

最佳实践的实地考察与专题培训。待项目库日趋

成熟完善，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还能进～步组织

设计研究机构和专家、顾问编制地方性的街道景

观设计指南、导则或手册，将最佳实践归纳总结

成框架性的标准指导文件。

对于创新的发展应着重“全方位”和“跨学

科”2个方面。既要兼顾新材料、智能系统等多

元领域的创新，还要为跨学科创新合作营造良好

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可以考虑综合企业、教育和

科研机构的力量与优势，共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合

作方案，确保创新成果能够直接落地。相应的创

新监测评估机制也宜同步建立，所有的创新成果

在正式投入使用前，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现场

测试和试用期监测，在达到监测期审核标准后，

才能正式投入使用，且使用后仍需按照～定的周

期接受有关部门的评估，对获得优秀评分的项目

可进一步考虑普及推广，以此完成一个创新周期

的循环。

5．3以“公私合作”推动一体化

一体化的开发、建设与运营是实现街道建

交互度高
既多又细
弹性缺乏

交互适度
精中有细
刚弹兼备

设计 管理

潲④]多而不细f； f)
刚性不足＼ ’、／

弹性刚性弹性a

设过程“一以贯之”和建成品质“循环升级”的

有效路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作为一种为提供公

共产品或服务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在推动一

体化发展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首先，PPP能够将公私各方的参与主体组

成“战略联盟”，凝结共识。其次，PPP对公

私职能的划分，使其在全过程统筹和空间整体化

设计、管理方面更具优势。不仅如此，私营机构

参与PPP运作，还能在推动创新、提高质量与

效率、传播最佳实践经验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万方数据



中国园林／201 9年／第35卷／第4期 91

最后，PPP灵活性较强，可根据街道实践功

能定位的不同以及增量存量的差别，提供与之

相适应的运作模式。如保护区的街道项目可采

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利用私营机构在开发设计

和管理运营方面的先进技术方法，盘活在地资

源，激发地区活力。而城市重点地区的商业步

行街项目，更适宜选择股权合作的模式，由私

营部门全权投资开发运营，公共部门监管公益

性约束条款的履行。

基于以上优势，我国应重视并推进街道项

目的公私合作。以少数发达城市的新区建设、城

市更新或重点街道的升级改造为契机，经由对

PPP运作、协商、奖励与保障机制以及评价制

度与体系的探索及积累，逐步构建街道一体化建

设的全过程管控平台。待平台架构成型以后，再

将其经验分层次、分阶段地向其他大中型城市输

送，以点带面扩大示范效应。

6结语

在我国城市建设由“增量”走向“提质”

的转型语境下，街道作为公共产品的服务属性逐

渐受到各界的重视和关注。这对于本身就主体繁

多、时序不均、公私夹杂的我国街道建设来说，

无疑更增添了管控的难度。伦敦《街景指南》

基于共识的全过程管控思维，不仅与我国现阶段

的问题形成对应，还提供了可借鉴的解题思路。

而深刻剖析“洋为洋用”的机制和原理是“洋为

中用”的重要基础，更是“中为中用”的必要储

备。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街道实践可从“全过

程”的角度运筹帷幄，以“全周期”的视野促进

升级，在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与理念下向着更加精

细、智慧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迈进。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许霖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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