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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注意层次性、可达性、适应性和地方性。 2.1 层次性

城市广场的层次性，首先是指城市广场应分级设置，如广东

省建委编制的《城市广场规划设计指引》中，将城市广场分

为城市中心广场、区级中心广场、社区广场。其次是在总体

规划、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不同规划阶段，均要考虑广场

的布置；再次是在广场的专项规划中，要考虑市级、区级、

社区级等不同层次广场的合理布局。城市广场一般不宜过大

，宜分散设置，以取得均匀的城市活动公共空间。 2.2 可达性

可达性，一是指空间距离的远近；二是指交通时间的长短。

目睥是为了市民能方便使用城市广场。例如，古希腊广场

（AGORA）一般位于城市中央或临近海港，巴洛克广场的最

大特点是将广场空间最大程度上与城市道连成一体，广场

（SQUARE）原指街道交汇处的开敞空间（a broad open at the

meeting of streets）。 2.3 适宜性一个聚居地是否适宜，是指公

共空间和当时的肌理是否与其居民的行为习惯相符，是指在

行为空间和行为轨迹中活动和形式的相符。个人对“适宜”

的感觉就是“好用”，即是一种用起来得心应手的，适宜的

或者充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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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度分成三份儿，两份儿之长作

为宽度。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长方形，排列方式也更适合于



观览的目的。”广场的小品、物体、绿化等应以“人”为中

心，体现“为人”的宗旨，符合人体的尺度。 2.4 地方性不少

城市出现的“广场热”的建设浪潮，追求广场的大而空，柱

廊、喷泉、草地等简单重复，缺乏地方特色。 把城市规划师

站点加入收藏夹 广场的地方性包括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 自

然特性包括地形地貌、气温气候等。北方广场强调日照，南

方广场强调遮阳，如有些专家提出南方的“大树广场”便是

一个很少的例子。 社会特性又分为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如

济南泉城广场。代表是齐鲁文化，体现的是“山、泉、湖、

河”的泉城特色。广东新会市冈州广场营造出侨乡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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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有机会结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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