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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F_BC_8C_E4_c61_353394.htm 所谓“城市色彩规划

”，就是以城市的建筑、公共设施、景观小品等重要组成部

分为载体，根据城市的发展理念、历史人文以及自然环境的

视觉需求，加上现代元素，进行可持续的色彩规划与设计，

消除不合理的色彩因素，使城市的形象和文化得以保全，并

进一步统一和延伸，最终提升城市形象。 色彩规划制衡主观

设计 随着经济的发展，色彩规划正在中国的城市中兴起。所

谓“城市色彩规划”，就是以城市的建筑、公共设施、景观

小品等重要组成部分为载体，根据城市的发展理念、历史人

文以及自然环境的视觉需求，加上现代元素，进行可持续的

色彩规划与设计，消除不合理的色彩因素，使城市的形象和

文化得以保全，并进一步统一和延伸，最终提升城市形象。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色彩杂乱、趋同与滥用的现象日

益严重，“千市一面”“乱哄哄”是人们对很多城市的看法

。一方面是城市建筑缺乏整体协调，一些单体建筑本身不错

，但由于缺少城市界面的管理，这些建筑组合到一起之后效

果往往并不好；另一方面，城市对色彩缺乏管理，有的地方

色彩太丰富，显得乱糟糟，有些地方又灰蒙蒙，显得萧条冷

清。 “由于没有统一的建设色彩规范和监督管理，建设领域

的色彩应用比较混乱。”一位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虽

然一些大中城市的规划主管部门曾经对城市的色彩提出过一

些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少刚性制约，大多“色彩

建议”实际上只得屈从于房地产开发商或建筑师们的个体思



路。 目前在很多城市正在开展或者即将进行的城市色彩规划

，实际上是用科学的手段对主观设计行为进行制衡。据业内

人士介绍，进行城市色彩规划，一般要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大

量调查研究，包括考察城市的历史、人文、发展、气候等多

重因素，此后经过科学分析建立城市主、辅色系，再通过电

脑模拟和室外模拟对颜色进行修正后制作出城市色彩规划方

案，然后征求国内外专家及城市居民的意见，充分的研究、

论证和比较，基本能够保证色彩规划准确地反映城市特点。 

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到亚洲的日

本，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城市的建设和色彩规划，特别

是发达国家，色彩规划已经卓有成效。 早在1961年和1968年

，法国巴黎规划部门就先后对大巴黎区域规划进行了两次调

整。调整过后，巴黎老城以米黄色为主色调，从凯旋门到卢

浮宫，建筑色彩大都是红砖顶或金顶、白色大理石墙、红铜

色或绿色门窗，体现着华贵与浪漫；而工业新城的色彩则以

现代感、工业化的白色、蓝色、灰色为主，并辅以现代风格

的城市雕塑作为点缀。 德国很多城市则以有色金属和红砖为

主要建筑材料，以蓝灰白系列和红砖色系列为主要城市的规

划色彩，其中工业区以蓝灰白系列为主，老城区和乡镇地区

则以红砖色和原木色为主。 相比而言，美国的波士顿以承载

着历史的暗红色为主调，纽约以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色最为突

出，华盛顿灰白的花岗岩色与湛蓝的天空色则构成了首都明

朗的主色谱。 统一颜色并非不要创意 在我国，目前已有不少

城市开始着手在城市规划中引入色彩规划。2003年，武汉市

色彩规划方案为城市提供了分区色谱；2004年，南京就城市

主色调进行专家讨论，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征求居民意见



，最后将浅绿色定为城市色彩基调；2006年，杭州市将灰色

系定为杭州的主色调，并总结出了“城市色彩总谱”，作为

今后城市建筑用色的指导；同时，重庆也完成了城市色彩规

划，主城区的城市色彩将以淡雅明快的暖灰为主，辅以局部

冷灰色调。 尽管如此，对城市色彩规划的认识，各界看法并

不一致。有设计师认为，设计师已经考虑到了单体建筑融入

周边环境，实在没必要再加以色调上的限定。同样持反对意

见的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如果真要统一颜色，对一个城市

将是灾难性的打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开发商言辞激

烈地表示。 走访中，笔者注意到，尽管城市主管部门大力推

介城市主色调，但对很多市民来说，城市主色调仍是个陌生

的词汇。“什么是主色调？为什么要定主色调？”这往往是

接受笔者走访的市民的第一反应。但也有市民认为，“色彩

是文化的一种体现，赞成对城市色彩进行统一规划。” 色彩

规划，不是说马上就会出台一个控制城市色彩的规划，把城

市重新粉刷一遍，主色调也不意味着限制。这是一个复杂、

漫长的过程，政府监管协调工作显得非常重要。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