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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9F_8E_E5_c61_271111.htm 摘 要：城市广场不仅

是一个城市的象征，人流聚集的地方，而且也是城市历史文

化的融合，塑造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空间。故城市广场，特别

城市中心广场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是城市的名片。一个城市

要令人可爱，让人留恋，它必须要有独具魅力的广场。广场

的规划建设调整了城市建筑布局，加大了生活空间，改善了

生活环境质量。因此，规划设计好城市广场，对提升城市形

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尤为重要。关键字：城市广场；规划

；生活空间 一、城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呼唤城市广场 改

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们的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城市建筑物大都缺乏新

意，沿街、沿巷砌得满满荡荡，给人以一种千城一面、单调

沉闷的压抑感。人在街上走，仿佛井中蛙，难怪有西方友人

对中国迟迟不改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建

筑风格很不理解，并为之大发感慨。他认为建筑是人们赖以

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对解放思想能起到目染耳濡的作用。可

喜的是在广州率先引进世界兴起不久的新潮流、新模式广场

建筑，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来面对市场经济新时代，为广州

迈向完全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谱就新篇章。这很值得各地城

市学习和借鉴。 建筑添上“广场”二字，意味着向传统建筑

的深层次挑战。建筑设计专家如是直言：过去的建筑总是沿

着建筑红线、边线垒墙造屋，自己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建筑

是绝对主体，它给外界展示的只是其高度、线条、颜色，给



人以一种无名的压抑感。而广场建筑向人们展示的则是一派

全新的景象，走出了一条环境设计取代建筑设计的新路：在

同一环境里，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有亭台楼阁、有主

体广场、有主次道路、有绿树草坪、有喷泉水池，它们交相

辉映，和谐雅观，房屋在广场建筑的总体环境中仍然是主角

，但它仅仅为其一部分。广场建筑在设计上，要求融古典建

筑艺术与现代建筑手法为一体，融民族特色与异域风情于一

炉，尤其是在外墙装饰上，要采用多种装饰材料和技术，如

马赛克或花岗岩饰面、玻璃幕墙、绿色生态墙相结合，打破

现在流行的饰面材料单一、一统到底的建筑外观，做到既庄

重又典雅，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相得益彰。 巴黎人以巴黎

为自豪，因为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除监狱和公墓外，一切

都是完全开放式的设计，人们能够充分共享阳光下的空间。

勿容置疑，广场建筑能在宏观上引导城市建设，又能在微观

上调节人们的情趣。一位建筑设计专家颇为自信：广场建筑

将会风行一百年。 建筑水准的高低是城市现代化程度高低的

重要标志，城市广场是城市现代化的主要硬件之一。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的城市也耸立起一大批令人瞩目的高层建筑。

然而，这些建筑或因场地有限，或因资金不足，或因设计风

格的不同，或多或少与完全意义上开放式的广场建筑在观念

上有区别。相比之下，开放的建筑更显得文明与进步。 也许

有人会说：现在城市寸土寸金，留那么多广场岂不浪费？或

云：建几十层甚至上百层的建筑，有那么多资金和相应的技

术吗？其实，这些都不成问题。如广场主体建筑向空中发展

，地盘自然也就宽了；再如只要政府发挥好统筹协调职能，

把众多的建设单位、房地产公司和广大市民手中的闲散资金



融合起来，把国土规划、设计、建筑力量综合利用起来，就

能刮起城市广场建设的旋风。让我们的生活空间亮丽起来，

多一点绿树红花，多一点蓝天白云。 二、城市广场定义及其

分类 （一） 城市广场的定义 城市广场通常是城市居民社会生

活的中心，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城市

客厅”的城市广场上可进行集会、交通集散、居民游览休息

、商业服务及文化宣传等，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既有政治

和历史意义，又有丰富的艺术面貌，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上海市人民广场是市民生活、节日集会和游览观光的地方

。 1、古代城市广场 “广场”一词源于古希腊，最初用于议

政和市场，是人们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的场所，其特点、位

置是松散和不固定的。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广场的使用功能

逐步由集会、市场扩大到宗教、礼仪、纪念和娱乐等，广场

也开始固定为某些公共建筑前附属的外部场地。中世纪意大

利的广场功能和空间形态进一步拓展，城市广场已成为城市

的“心脏”，在高度密集的城市中心区创造出具有视觉、空

间和尺度连续性的公共空间，形成与城市整体互为依存的城

市公共中心广场雏形。巴洛克时期，城市广场空间最大程度

上与城市道路联成一体，广场不再单独附于某一建筑物，而

成为整个道路网和城市动态空间序列的一部分。 由于历史和

文化背景等原因，我国古代城市缺乏西方集会、论坛式的广

场，而比较发达的是兼有交易、交往和交流活动的场所。《

周礼&#8226.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对市场在城市中的位置和规模都作了规定，而且这种城

市规划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唐长安是严格的



里坊制，设有东市、西市。宋代打破里坊制，出现了“草市

”、“墟”、“场”和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

，附近还有妓院等。元、明、清则沿袭了前朝后市的格局，

街道空间常常是城市生活的中心，“逛街”成为老百姓最为

流行的休闲方式。 2、现代城市广场 现代城市广场不再仅仅

是市政广场，商业广场成为城市的主要广场，较大的建筑庭

院、建筑之间的开阔地等也具有广场的性质。城市广场作为

开放空间，其作用进一步贴近人的生活。今天，人们提及“

城市广场”，浮现于眼前的往往是大型城市公共中心广场（

以正方形为主）的形象。目前全国城市广场建设的重点也主

要集中在这类广场，因为它们对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

质量起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总之，城市广场具备开放空间的

各种功能和意义，并有一定的规模要求、特征和要素。城市

中心人为设置以提供市民公共活动的一种开放空间是城市广

场的重要特征；围绕一定主题配置的设施、建筑或道路的空

间围合以及公共活动场地是构成城市广场的三大要素。只具

备特征而不具备要素的，如单纯的绿地或空地，或只具备要

素而不具备特征的如仅供某一商住区或建筑物使用，出于商

业目的而冠名为“××广场”，则不应纳入城市广场范畴。 

因为城市广场兼有集会、贸易、运动、交通、停车等功能，

故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广场布局应作系统安排，而广场的

数量、面积大小、分布则取决于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广场功

能定位。可见，城市广场是指城市中供公众活动的场所。 （

二）城市广场分类： 按照广场的主要功能、用途及在城市交

通系统中所出的位置分类可分为集会游行广场（其中包括市

民广场、纪念性广场、生活广场、文化广场、游憩广场）、



交通广场、商业广场等。但这种分类是相对的，现实中每一

类广场都或多或少具备其他类型广场的某些功能。 1、集会

游行广场 城市中的市中心广场、区中心广场上大多布置公共

建筑，平时为城市交通服务，同时也供旅游及一般活动，需

要时可进行集会游行。这类广场有足够的面积，并可合理的

组织交通，与城市主干道相连，满足人流集散需要。但一般

不可通行货运交通。可在广场的另一侧布置辅助交通网，使

之不影响集会游行等活动。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市人

民广场、昆明市中心广场和前苏联莫斯科红场等，均可供群

众集会游行和节日联欢之用。这类广场一般设置较少绿地，

以免妨碍交通和破坏广场的完整性。在主席台、观礼台的周

围，可重点设计常绿树。节日时，可点缀花卉。为了与广场

及周围气氛相协调，一般以规整形式为主，在广场四周道路

两侧可布置行道树组织交通，保证广场上的车辆和行人互不

干扰、畅通无阻。广场还应有足够的停车面积和行人活动空

间，其绿化特点是一般沿周边种植，为了组织交通，可在广

场上设绿地种植草坪、花坛，装饰广场，形成交通岛的作用

，但行人一般不得入内。 2、交通广场 一般是指环行交叉口

和桥头广场。设在几条交通干道的交叉口上，主要为组织交

通用，也可装饰街景。在种植设计上，必须服从交通安全的

条件，绝对不可阻碍驾驶员的视线，所以多用矮生植物点缀

中心岛。例如广州的海珠广场。在这类广场上可种花草、绿

篱、低矮灌木或点缀一些常绿针叶林，要求树形整齐，四季

常青，在冬季也有较好的绿化效果；同时也可设置喷泉、雕

塑等。交通广场一般不允许入内，但也有起街心花园作用的

形式。 3、商业广场 当代交通拥挤，采取人车分流手段，以



步行商业广场和步行商业街的形式为多，及各种集市露天广

场形式。 城市广场还可以按照广场形态分为有规整形广场、

不规整形广场及广场群等，且现代城市广场形态越来越走向

复向化、立体化，包括下沉式广场、空中平台和步行街等等

；按照广场构成要素分析可分为建筑广场、雕塑广场、水上

广场、绿化广场等；按照广场的等级可分为市级中心广场、

区级中心广场和地方性广场（如居住街区广场、重要地段公

共建筑集散广场和建筑物前广场）等。 三、广场的大小和周

边建筑的规划设计比例 1、城市广场的面积 城市广场面积大

小的确定，一般来说，城市大，城市中心广场的面积也大；

城市小，市中心广场也不宜规划得太大。片面地追求大广场

，以为城市广场越大越好、越大越漂亮、越大越气派，那是

错误的。大广场不仅在经济上花费巨大，而且在使用上也不

方便；同时，广场尺寸不宜人，也很难设计出好的艺术效果

。城市广场尺寸太大会缺乏活力和亲和力。维特鲁威说：“

罗马广场的尺寸应适应听众需要，否则场地会不够用，听众

少的时候场地又会显得太大。所以这样来定广场的宽度就可

以了：把长度分成三份，两分之长作为宽度。这样就可以形

成一个长方形，排列方式也更适合与游览观赏的目的。”故

此建议：小城市中心广场的面积一般在1~2公顷，大中城市中

心广场面积在3.0~4.0公顷，如有必要可以再大一些。至于交

通广场，面积大小取决于交通量的大小、车流运行规律和交

通组织方式等；集会游行广场，取决于集会时需要容纳的最

多人数；影剧院、体育馆、展览观前的集散广场，取决于在

许可的集聚和疏散时间内能满足人流与车流的组织与通过。

此外，广场面积和应满足相应的附属设施，如停车场、绿化



种植、公用设施等。观赏要求方面还应考虑人们在广场上，

对广场上主体建筑有良好的视线、视距。在体形高大的建筑

物的主要立面方向，宜相应地配置较大的广场。 中外著名城

市广场面积比较 国 别 广 场 名 称 面 积（公顷） 中 国 北京天

安门广场 39.6 大同红旗广场 2.9 太原“五一”广场 6.3 天津海

河广场 1.6 郑州“二七”广场 4.0 庞贝城中心广场 0.39 佛罗伦

萨长老会议广场 0.54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1.28 巴黎协和广场

4.28 莫斯科红场广场 5.0 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广场 0.60 意大利

罗马市政广场 0.40 美国纽约济克非勒中心广场 0.60 2、城市广

场与周边建筑。 广场与周边建筑的比例尺度首先要说是没有

定式的。例如，天安门广场的宽为500米，两侧的建筑，如人

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特别又建立了毛主席纪念堂，

丰富了广场的内容，增加了广场的层次，使人并不感到空旷

。一般来说，广场四周建筑物低，广场显得开阔、通透。广

场四周建筑物高，处于高宽比1：2左右时，广场更显得有内

聚感。此外，广场四周建筑物少，绿化多，广场显得广阔、

通透；广场四周布满，广场显得封闭感、安全感好，界面漂

亮。例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等，是举世称颂的佳例。总的

来说，大广场中的组成要素应有较大的比例尺度，小广场中

的组成要素宜用较小的比例尺度。 四、城市广场规划设计的

原则 城市广场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具有多种功能的空间，

是人们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公共建筑最为集中的地

方。城市广场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开放空间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城市广场体系空间结构；城

市广场功能布局；广场的性质、规模、标准；各广场与整个

城市及周边用地的空间组织、功能珩接和交通联系。城市广



场规划设计除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外，一般还应遵循

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原则 一个聚居地是否适宜，

主要是指公共空间和当时的城市肌理是否与其居民的行为习

惯相符，即是否与市民在行为空间和行为轨迹中活动和形式

相符。个人对“适宜”的感觉就是“好用”，即是一种用起

来得心应手、充分而适意。城市广场的使用应充分体现对“

人”的关怀，古典的广场一般没有绿地，以硬地或建筑为主

；现代广场则出现大片的绿地，并通过巧妙的设施配置和交

通，竖向组织，实现广场的“可达性”和“可留性”，强化

广场作为公众中心“场所”精神。现代广场的规划设计以“

人”为主体，体现“人性化”，其使用进一步贴近人的生活

。 1、广场要有足够的铺装硬地供人活动，同时也应保证不

少于广场面积25%比例的绿化地，为人们遮挡夏天烈日，丰

富景观层次和色彩。 2、广场中需有坐凳、饮水器、公厕、

电话亭、小售货亭等服务设施，而且还要有一些雕塑、小品

、喷泉等充实内容，使广场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只有做到设计新颖、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功能齐全，才能

充分满足广大市民大到高雅艺术欣赏、小到健身娱乐休闲的

不同需要。 3、广场交通流线组织要以城市规划为依据，处

理好与周边的道路交通关系，保证行人安全。除交通广场外

，其他广场一般限制机动车辆通行。 4、广场的小品、绿化

、物体等均应以“人”为中心，时时体现为“人”服务的宗

旨，处处符合人体的尺度。如飞珠溅玉的瀑布、此起彼伏的

喷泉、高低错落的绿化，让人呼吸到自然的气息，赏心悦目

，神清气爽。 （二） 地方特色原则 城市广场的地方特色既包

括自然特色，也包括其社会特色。 首先城市广场应突出其地



方社会特色，即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城市广场建设应承继

城市当地本身的历史文脉，适应地方风情民俗文化，突出地

方建筑艺术特色，有利于开展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避免千

城一面、似曾相识之感，增强广场的凝聚力和城市旅游吸引

力。如济南泉城广场，代表的是齐鲁文化，体现的是“山、

泉、湖、河”的泉城特色。广东新会市冈州广场营造的是侨

乡建筑文化的传统特色。西安的钟鼓楼广场，注重把握历史

的文脉，整个广场以连接钟楼、鼓楼，衬托钟鼓楼为基本使

命，并把广场与钟楼、鼓楼有机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其次，城市广场还应突出其地方自然特色，即适应当

地的地形地貌和气温气候等。城市广场应强化地理特征，尽

量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手法和建筑材料，体现地方

山水园林特色，以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如北方广场强调日照

，南方广场则强调遮阳。一些专家倡导南方建设“大树广场

”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三） 效益兼顾原则 城市广场的功

能向综合性和多样性衍生，现代城市广场综合利用城市空间

和综合解决环境问题的意义日益显现。因此，城市广场规划

设计不仅要有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而且还应体现出“生命至

上、生态为先”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 

首先，城市广场是城市中两种最具价值的开放空间（即广场

与公园）之一。城市广场是城市中重要的建筑、空间和枢纽

，是市民社会生活的中心，起着当地市民的“起居室”，外

来旅游者“客厅”的作用。城市广场是城市中最具公共性、

最富艺术感染力，也最能反映现代都市文明魅力的开放空间

。城市对这种有高度开发价值的开放空间应予优先的开发权

。 其次，城市广场规划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建筑空



间形态、立体环境设施、园林绿化布局、道路交通系统珩接

等方方面面。我们在进行城市广场规划设计中应时刻牢记并

处处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当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兼顾的原则，切不能

有所偏废。厚此薄彼，往往顾此失彼。如某市火车站广场由

于规划不合理，结果造成交通拥挤、排水不畅，雨天泥水地

，晴日灰满天，环境污染严重，市民怨声载道，游客望而却

步，极大的损害了城市形象。 再次，城市广场规划设计要克

服几个误区：一是认为以土地作为城市道路、广场建设的回

报是一条捷径。二是广场越大越好。三是让开发商牵着鼻子

走。开发商看重的是重拆、建房、卖门面的利益；而政府则

应着重考虑增加绿地、建设广场和公园，改善旅游、购物、

休闲和人居环境。 （四）突出主题原则 城市广场无论大小如

何，首先应明确其功能，确定其主题。这也可谓之“纲举目

张”。围绕着主要功能，广场的规划设计就不会跑题，就会

有“轨道”可循，也只有如此才能形成特色和内聚力与外引

力。是交通广场、商业广场，还是融纪念性、标志性、群众

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广场，要有准确的定位。在城市广场

规划设计中应力求突出城市广场在塑造城市形象、满足人们

多层次的活动需要与改善城市环境（包括城市空间环境和城

市生态环境）的三大功能。并体现时代特征为主旨，整体考

虑广场布局规划。 特定的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都应精心创造

实用而突出主题特色的城市广场个体：一是要和谐处理城市

广场的规模尺度和空间形式，创造丰富的广场空间意向。应

根据市级、区级和社区级合理规划，一般不宜过大，且应分

散设置，以取得均匀的城市活动公共空间。二是要合理配置



建筑，实现广场的使用功能。三是要有机组织交通，完善市

政设施，综合解决城市广场内外部的交通与配置。特别注意

空间距离的远近和交通时间的长短，以方便市民使用城市广

场。既要讲究观赏性，但主要还是要讲究实用性。 为实现城

市广场的社会功能、环境和景观意义，应对城市广场中的建

筑物和广场周边地区进行合理管制，结合开发成本、环境品

质和使用效果综合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等指标

，保持整体空间的和谐。要明确制定鼓励投资者开发兴建城

市广场项目的政策和措施。同时也要严格把握城市广场规划

设计的编制程序和审批过程。 要切实实行规划城市专家咨询

，实施规划群众参与，规划监督法制手段、专业队伍的城市

规划控制机制。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过

程应充分体现公众参与。城市中心广场的规划设计审批，应

组织专家论证，并须对公众意见进行全面审议和合理反馈。

城市广场的使用应确保其公共性，政府要站在督导的立场，

监督实施，加强宣传，让市民协助政府共同进行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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