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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向媒体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究》(草案)，受

委托的研究机构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和中山大学

通过一年多的准备和研究，提出了建议广州的主色调为黄灰

色的意向，公开向专家和市民征求意见。有专家提出不同的

观点：广州的天空已经很灰，还要黄灰色调作为主色调，会

是整个城市显得更沉闷，建议用更加明快的色彩。 广州作为

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色彩规划方面依然存在着基础研

究空白，规划实践滞后的问题，导致城市色彩现状杂乱，没

有明确的主导色调，色彩趋同与色彩滥用的现象并存。 19日

，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向媒体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

究》(草案)，提出了建议广州的主色调为黄灰色的意向，公

开向专家和市民征求意见。 把黄灰色作为广州市的主体色调

，你的感觉如何？昨日，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向媒体公布了《

广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究》(草案)，受委托的研究机构广州

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建议将广州的主色调

定为黄灰色。据介绍，广州市的城市色彩包括公共场所的色

彩都有待提高，包括流动公轿车广告，广告牌等。 改变广州

色彩混乱现状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彭高峰介绍，城市色

彩规划是为了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美观的人居环境。本次

规划更像是一个开端，一个话题，希望为广州城市环境品质

的提升，为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据负责此项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郭红雨介绍，一方面，大江



南北的城市都存在着色彩趋同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中各

类型建筑环境色彩趋同，不能以色彩表现出不同性质和特点

。 而广州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色彩规划也依然存

在着基础研究空白，规划实践滞后的问题，导致城市色彩现

状杂乱，没有明确的主导色调，色彩趋同与色彩滥用的现象

并存。 初步意向黄灰色为主色调 2006年7月中旬，中山大学

等20余名研究人员历时180余天, 对广州色彩进行了全面的调

查研究，通过多轮的比较、论证、筛选，最终将黄灰色定为

广州城市色彩的主色调。主色调不是一种颜色的意思，是一

定明度、纯度范围内的色调或色系。此外，主色调需在城市

中占有75%的比例才能起到主导色的作用，辅调色可占20%，

点缀色只占5%，才能形成稳定、整体的色彩环境。 亚运村将

体现“广州颜色” 此外，据彭高峰透露，城市色彩的研究即

将运用在2010广州亚运场馆的建筑上。今年，广州亚运村和

场馆建设将全面启动，以城市色彩的综合功能和意义，指导

及协调亚运村和场馆等重大项目的色彩，是有效提升广州城

市形象，把亚运会办成体现广州特色、广东特色、中国特色

的盛会的重要策略之一。 中大教授郭红雨 答疑解惑 专家为何

倾向黄灰色？ 负责该项目的教授郭红雨表示，广州特殊的地

理环境、自然山水、文化内涵以及人工环境现状，决定了广

州城市色彩的复合与多元，也决定了广州主色调不适宜高纯

度、低明度的色彩，宜采用中明度、中纯度的色调类型。 根

据刚刚调研总结的广州城市色彩初级总谱，老城区多由无彩

色系、红灰、黄红灰和黄灰的暖灰主色调，新城区多由黄灰

、蓝绿灰、蓝紫灰和无彩色系构成的冷灰主色调。其中，黄

灰色分布最广，在老城区的主辅色谱中呈暖调，在新城区的



主辅色谱中呈冷调；黄灰色既能适应广州阳光明媚、夏长冬

短的气候特征，与繁花似锦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还能成为

充满活力与动力的人文活动色彩的底色；此外，黄灰色具有

悦目宜人、令人放松愉悦的色彩性格，谦逊、平和、毫不夸

张；更重要的是，黄灰色作为主要建筑色彩，既适合老城区

的低层建筑，也适宜新城区的高层建筑。 城市色彩如何审定

？ 首先，组织方将分发关于城市主色调的问卷，征询专家以

及公众意见；制作介绍广州城市色彩规划工作的网站，并收

集网络反馈信息。然后，将召开色彩广州论坛，约请各方专

家为美化广州城市色彩环境进言献策，组织专家评审；其后

，将再次征求公众意见来完成本研究报审；最终，将城市色

彩纳入城市规划管理。 会不会强令楼盘换色？ 广州市规划局

副局长彭高峰：现在所讨论的色彩规划，不是说马上就会出

台一个规划控制城市色彩，我们目前要做的更多的是提出指

导性的研究成果，丰富城市的色彩。请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

定主色调就是限制，应该说是通过对色彩研究对城市进行综

合理解，可有理性的数据提供给市民和设计者，使其更好地

运用色彩。广州即使出台了城市色彩的规划，并不意味政府

现在通过法律法规限定城市色彩，而是建议性的，建议大家

使用。例如，服装流行色研究，每年都有，但是并没有限定

服装色。随着大家对色彩认识的加深，长远来讲，会针对某

些区域排除某些不合理的东西。今后审批建筑，会要求在每

份建筑设计图纸里加上相关色彩的说明。 至于外墙颜色的粉

刷，虽然有些发达国家要求每四年业主必须维护外墙一次，

但广州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主色调不是一种颜色的意

思，是一定明度、纯度范围内的色调或色系，黄灰色的明度



与纯度值见图所示。 民间讨论 专家市民开发商多不支持 广州

甫一推出主色调意向，记者就第一时间采访了建筑专家、美

学专家、设计师、开发商和市民。各方对此议论纷纷，意见

大为不同。其中担忧、反对的声音尤其大。 专家：用黄灰色

岂不加重阴霾？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顾问总规划师袁奇峰表示

，城市是多元拼接的地方，对建筑色彩的规划应该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比如在山边建的建筑应该如何更加衬托出山的

颜色，在水边的建筑又如何反映水的柔美，而有木棉花的建

筑又如何衬托出木棉的抢眼。袁奇峰认为仅泛泛的讲某个城

市应该是什么颜色，并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实际操作的意

义。另外，他对广州初步拟定的主色调为黄灰色持不同意见

。“你看我们广州现在阴霾的天气这么多，建筑再统一成黄

灰色，岂不是加重了阴霾？”袁奇峰认为相比较黄灰色这种

比较暗沉的颜色，广州的环境更加适宜亮丽一些、纯净一些

的色彩。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陈海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

为广州的天空多为灰色，如果采用黄灰色为广州的主色调，

会让广州的整体感觉更加沉闷，他认为，广州是沿海城市，

和北方城市不太一样，不太适合黄灰的色调。他建议用明亮

一些的颜色，体现广州的历史、文化、气派等特色。 设计师

：担心建筑独特性被抹杀 由于色彩规划将会对新建建筑的外

立面设计提出要求，使建筑色彩的独特性和当地主色调协调

一致，不少建筑设计师担忧会抹杀建筑的独特性。谢震宇是

一位经常为广州楼盘做建筑设计的华翰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

师。他告诉记者，通常负责的设计师在接手项目之后都会对

地块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周边环境和建筑的特点和风格，

加上业主也就是开发商的意见，以此调研作为基础定下楼盘



的设计基调。谢震宇认为负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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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商

：楼盘统一颜色将是灾难 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房地产商。“如

果真要统一颜色，对广州将是灾难性的打击”，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开发商言辞激烈的表示，无论对于城市还是某一

建筑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也就没有生命力

。 这位开发商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的房子不受群众喜欢，

也就卖不出去。”该开发商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

楼盘的外立面还比较受群众认可，若因为要符合所谓的城市

主色调或区域主色调而对楼盘外立面颜色进行调整，不仅对

开发商来说是个麻烦，市民也比较难接受。 市民：黄灰色太

暧昧应更亮丽 尽管广州市主管部门大力推介城市主色调，但

对很多市民来说，城市主色调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词汇

。“什么是主色调？干嘛要定主色调？”接受记者采访的市

民往往第一反应回问记者这个问题，记者不得不多次解释何

为主色调。市民对广州规定了主色调也是意见多多。广州海

关工作人员翁书艳认为广州的特点太不鲜明，确实需要强化

某种概念，以便突出广州的人文特征。“色彩是文化的一种

体现，我赞同对城市色彩进行统一规划”，但翁书艳又表示

，不太喜欢黄灰色为主打色的广州。“黄灰色是什么样的颜

色？太暧昧了吧？”作为广州新移民的翁书艳认为广州更应

该有积极亮丽的颜色，来反映广州包容又充满进取心的特点

。 他山之石 法国：自然人文因素共同作用 20世纪70年代法国

色彩学家让菲利普朗克洛率先提出了“色彩地理学”的概念

，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

区或城市的建筑的色彩。1961年和1968年，法国巴黎规划部



门完成了对大巴黎区规划的两次调整。今日巴黎的米黄色基

调就是形成于那个时期。 日本：通过立法进行色彩规划 日本

建设省于1981和1992年分别推出了“城市规划的基本规划”

以及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城市空间的色彩规划”法案。规

定色彩专项设计作为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

必须得到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整个规划或设计才能

生效、实施。 国内：城市色彩规划刚刚起步 2001年，温州市

确定中心城区建筑的整体主色调为淡雅明快的中性色系为主

，辅以冷灰、暖灰色；其中把中心城区划分成：特色区(老城

区、中心区、杨府新区、过渡区、扩散区)和廊道系统。 2003

年，武汉市色彩规划方案为城市提供了分区色谱，并编制了

《武汉城市建筑色彩技术导则》。 2004年，南京就城市主色

调进行专家讨论。通过调查问卷方式了解居民意见，浅绿色

成为城市色彩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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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重庆完成城市色彩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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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特

色区块色彩规划逐个数 自去年7月起，郭红雨率20多名研究员

，在搜集各地资料的同时，分别针对沙面历史街区、商业金

融区(北京路、珠江新城核心区)、珠江景观带、城市大学区(

大学城)等城市重点色彩控制区提出了色彩规划方案。 北京路

现状：主色调为红黄 北京路商业街两侧建筑多为骑楼形式，

主调色以中、高明度和中、低纯度的黄、黄红、红等暖色调

为主。街道地面铺装以地砖为主，颜色主要是暗红色，灰色

和黄色。 规划：尊重原色来翻新 色彩规划草案提出：应以尊

重原有现状立面为主，在传统建筑基辅色总谱里选出能代表



骑楼建筑的用色范围作为恢复和翻新建筑外立面的用色依据

。 沙面 现状：主调色为红黄绿 沙面典型建筑的主调色多为红

、黄红、黄、黄绿、绿、蓝绿。 规划：保护现状总体色彩 根

据调研现状，郭红雨提出了，以保护现状总体色彩为原则，

在广州城市色彩总谱中划出与之对应的色块形成沙面建筑推

荐色谱，对个别与周边色彩明显不协调的建筑按照整个区域

总体色彩进行外观改造。 珠江景观带 现状：南岸色彩比北岸

协调 研究者选取人民桥至解放桥一段作为调研、规划对象发

现，北岸主调色以高明度、低纯度的红、黄红、黄色建筑为

主。南岸主调色为高明度、低纯度的红、黄红、黄色。南岸

的建筑色彩较北岸协调。 规划：主色选高明度黄红色 草案提

出，在现代建筑基辅色总谱里选出高明度的黄、黄红、红色

，以及对应的低明度色系作为主辅色推荐用色范围。 珠江新

城 现状：北部冷色南部褐色 珠江新城北面的建筑群色彩主调

色以中明度、低纯度的冷色系为主。南部已建成的美术馆和

歌剧院主色调是以低明度的褐色系为主，与轴线其他冷色系

为主的建筑色彩相差较大。 规划：选色要明快现代 郭红雨表

示，建议未来的规划应该结合色彩现状，以明快、现代、谐

调的城市CBD色彩景观为目标，在总谱中找出对应的色彩作

为今后建筑色彩的推荐色。 大学城 现状：各校区色彩较和谐 

大学城的色彩比较协调，各个校区的色彩风格非常突出，各

校区内的建筑色彩沿用本校区的色彩风格，相对和谐。 规划

：选红黄蓝为主辅色 色彩规划需结合色彩现状，在现代建筑

基辅色总谱里选出高明度的无彩色系、红色、黄红、黄色、

蓝绿、蓝色作为今后主辅色调规划设计的推荐用色范围，明

度和纯度可适当变化。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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