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化大都市要有规范地名相配套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_E5_9B_BD_

E9_99_85_E5_8C_96_E5_c61_533649.htm 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化

大都市、城市管理工作迈入精细化阶段的深圳，却时常为城

市道路的重名、无名、地名标志缺失、名称不规范等问题困

扰，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昨天上午，市长许宗衡主

持召开市城市规划委员会2008年第二次会议，研究并原则通

过了《深圳市地名总体规划》，将结合深圳的地理、历史和

文化等特点，形成简洁明了、易记好找、方便管理和使用、

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体系。市领导吕锐锋

、闫小培，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参加了会议。 我市地名存在的

诸多问题是在20多年超常规快速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

给公安户籍、交通运输、紧急救援、邮电通讯等政府管理和

公共服务工作带来不便的同时，也越来越为市民诟病。市规

划部门于2005年就开始着手加大地名管理工作，着手通过地

名管理法规和规划的建立完善，理顺地名管理思路，长远而

彻底地解决全市的地名问题。《深圳市地名总体规划》

从2005年开始编制，到2007年形成初稿，之后开始了长时间

的向社会公示、征求市民意见、请专家论证的阶段，引起了

市民的广泛兴趣。 此次形成的编制吸纳了大多市民提出的意

见建议，按照实用性、稳定性、整体性、层次化以及局部与

整体相衔接、新区规划与老区优化相协调、文化多元性与历

史延续性紧密结合的原则，将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区片名称

、道路桥梁隧道名称、开敞空间名称、轨道交通设施名称等

类型地名都纳入规划|百考试题|管理，并在地名设置管理上形



成了几大创新做法： 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地名系统。此次

规划构建了点、线、面结合的定位地名系统，面就是行政区

、区块、片区等要素，线就是包括道路、河流等要素，点就

是自然地理实体、地标建筑、重要市政文教体卫设施等要素

，为市民提供统一、高效、便捷的指引方式。 制定了地名区

块空间布局指引。以我市各行政区为单元，结合地理环境、

城市功能分区、传统历史文化等特征，进一步划分区块，并

对各区块地名命名进行指引。如福田区就划分为中心片区、

上步片区、沙头片区、车公庙片区、香蜜湖片区、梅林片区

等，其中市中心区一带规划就要求应尽量采用体现深圳国际

都市特征的地名词语，梅林、景田、莲花北等区块已经基本

形成了以“梅”、“景”、“莲”开头的地名系列，这一特

征将继续强化。 划分街区并命名。由于我市门牌号管理长期

以来较为混乱，门牌号形同虚设，此次规范将加快规范地址

的标准构成模式，确定楼门牌号的合理编排方式。针对目前

社会约定俗成的片区名称所指称的范围边界不清，不利于准

确指引位置，以及建设过度密集的城中村、工业区难以采用

“道路名＋编号”的门牌号编排方式等突出问题，规划借鉴

日本划分“町”、“丁目”等多级区片命名形成标准地址的

经验，结合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管理网格等重要区片范围，

主要依据地理实体、道路等边界，在全市划分了423个街区，

并结合在用地名、老地名等拟定了街区名称，将街区名称应

用于标准地址中，大大提高地名指位效率和准确性。 轨道交

通将以汉字命名。目前我市规划、在建、建成的轨道交通线

有16条之多，目前仅按规划时间顺序采用数字编号，难以让

乘客形成直接的方向感。规划借鉴日本、香港的经验将以汉



字命名轨道交通线，其中地铁1号线－5号线名称已经得到批

准成为标准地名，分别为罗宝线（罗湖－机场）、蛇口线（

蛇口－华强北）、龙岗线（益田村－坪地）、龙华线（皇岗

口岸－观澜）、环中线（前海湾－大剧院）。 挖掘保护老地

名。“上步”、“草埔”，这些属于深圳最早期的老地名和

古越语有关，可以追溯到宋代以前。作为城市中重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老地名承载了城市自然、地理、历史、文化、

物产、社会变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但是比较我

市1981年与现状地形图，福田、罗湖两区地域范围内图上所

标地名从90个减少到不足30个，25年来超过65％的老地名已

经消失。此次规划针对老地名保护专辟一章，梳理出需重点

保护的老地名，并制定了保护对策，加强了对老地名的派生

利用，将老地名作为道路、公共建筑等的名称，使老地名保

持生命力。 许宗衡指出，制定地名总体规划是深圳建立特

区28年来所作的一项开创性工作。长期以来，由于深圳经济

社会的超常规快速发展，地名设置又缺乏规范指引，造成我

市地名设置比较随意、混乱，对地理、历史、人文、时代性

的体现不明显，给社会|百考试题|管理、市民生活造成了很大

不便。规范地名设置、加强地名管理是我市建立国际化现代

化城市的必然要求，是体现城市人文特色、提升城市内涵品

味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精细管理城市的必要举措，当前

，必须将地名规范强力提上议事日程，加快地名总规的优化

、完善，一旦确定要一以贯之、加快推进落实。特别是正在

规划建设中的四大新城，也要将地名命名工作纳入考虑范畴

，按照总规指引科学合理地确定地名名称，避免日后再做反

复修改。 会议还研究并原则审批通过了《深圳市城市供水规



划》。作为全国七大缺水城市之一，制定《城市供水规划》

，提出了较全国标准更高的水质目标，规划了全市水源系统

、供水厂站布局、输配水管网等建设，明确了供水系统的可

靠性保障、提高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加强污水回用、节

约用水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向世界节水城市看齐的理念，

有利于从全局、整体上更好地指导全市供水事业的发展和建

设，更好地节约、利用好水资源，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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