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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in China, traditional street spaces de-
sign gives priority to the efficiency of vehicles, and people’s original needs are often neglected. 
This leads to a series of urban diseases such a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urthermore, conventional road design lacks the overall design of “complete streets”, which leads 
to the poor quality of streets such as imperfect accessibility facilities and lack of service facilities. 
Driven by the wave of global street space remodeling and guided by multiple national policies, re-
turning to humanistic street design has already been unanimously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umanized design strategy of street 
spac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humanization theory, and takes Aoshan-Qinghecheng block in op-
tics valley central city as an exampl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humanized stre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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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城镇化和机动化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街道空间设计更多的以机动车通行效率为优先考量，

往往忽视了人的本源需求，从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再者，常规的道路设计

缺乏“完整街道”的统筹设计，从而导致无障碍设施不完善、服务设施缺失等街道品质低劣问题。在全

球街道空间重塑浪潮驱动和国家多重政策引导下，回归人性化的街道设计已得到了城市规划、设计及建

设领域的一致认同。本文通过人性化理论的研究梳理，探析街道空间人性化设计策略，并以光谷中心城

奥山青和城街区街道设计为例展开分析，以期对街道人性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和实操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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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1]。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城市

居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2]。但传统的道路设计以机动

车通行为优先考量，往往忽视了人的本源需求，从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在

全球街道空间重塑浪潮驱动和国家多重政策引导下，加强街道建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供绿色交通、

重塑活力街道，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3]。由此，探析街道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1.1. 概念的界定 

人性化是一个协同城市化一起出现的词汇，它使人们更加关注“人”这个个体本身。为了全面、确

切的表述“人性化”的概念，本文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由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

洛(A. Maslow)提出，他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由此，本文认为街道人性化设计，应该从人的本源需求出发，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的空间形态

塑造，来满足人们对街道空间生理、心理和物质的需求，最后形成街道空间精神层次的愉悦感和归属感。 

1.2. 相关理论研究 

根据资料解析，现有街道空间人性化设计主要从物理空间、功能设计、街道要素等三个方面展开，

但对人性化缺乏概念界定，同时设计方法相对单一，缺乏体系化的研究。 
物理空间方面：陈果，张霁[4]认为人性化的街道设计包括亲切宜人的街道尺度、安全舒适的步行空

间、因地制宜的空间格局和丰富多样的底界面。林文勇[5]认为应充分注重步行系统的设计，加大建筑退

距，提高步行和景观空间的尺度等。 
功能设计方面：陈泳等[6]认为人性化的街道应着重解决慢行优先、舒适宜人、活力多元等方面的问

题。熊文等[7]从车辆还路于人、提升热力空间、业态服务民生、文化修复和民心修补五个方面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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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街道要素方面：杜洪波等[8]和王晓巍[9]认为人性化的街道需要更加人性化的道路横断面和交叉口设

计、交通稳静化措施及慢行系统优化等；杨梦杉[10]认为人性化街道空间尺度要素包括宽高比、贴现率、

开敞的场所空间；张秋梅[11]认为城市街道家具人性化设计应该包括物理、心理、社会层次和对人群细分

的关怀。 

2. 街道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策略 

街道由“街”和“道”组成，“道”指的是供街道使用者通行的空间，重点强调机动车通行效率的

功能，为街道空间满足使用者物质层面需求的基本要素；“街”指的是供行人休憩、交往的驻足空间，

重点强调慢行所需的场所功能，是街道空间满足使用者精神层面需求的重要要素。 

2.1. 舒适宜人的空间尺度 

通常街道空间尺度是街道临街建筑立面、建筑前区及道路红线红线空间组成的“U”型空间关系。

但是笔者认为除街道空间本身尺度外，还应提供合适的街道外部尺度空间。舒适宜人的空间尺度是建立

物理层面通行需求的基础条件，但更多的是给使用者精神层面提供的舒适感和愉悦感。 
(1) 街道外部尺度空间 
相较于大发展时期形成的“大街坊、宽马路”的城市空间形态，小尺度空间具有更易使人产生安定

感、私密性、亲切感和归属感的优势[12]。 
(2) 街道本身的尺度空间 
卢原信义认为，街道的宽高比 D/H = 1 时，人平视即可辨清界面全高的极限值，这个比例将有助于

塑造一个尺度宜人、具有亲切感的街道空间，同时也满足街道的日照要求。以街道的宽高比 D/H = 1 为

界，D/H 值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空间围合感(见图 1)。 
 

 
Figure 1. The feeling of space enclosure under different ratio of width and height 
(Figure credit: Street Aesthetics) 
图 1. 不同宽高比下的空间围合感(图片来源：街道的美学) 

 
当我们无法避免街道宽度巨大的时候，可以运用绿化、小品等手法，将街道断面进行功能分区，弱

化超大的空间尺度感[13]。 

2.2. 安全有序的通行空间 

明确人–自行车–公共汽车–小汽车的优先等级是人性化街道设计的基础，提供安全有序的通行空

间是街道设计基本功能，是使用者物理层面需求得以满足的基础条件。 
(1) 在保障通行功能基础上，适度缩窄机动车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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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戴继峰等[14]对街道定义的阐述，本文研究的街道不包括非开放式界面为主、交通性功能主导的

道路。由此，为了保障基础机动车通行功能的基础上，可通过适度缩窄机动车道宽度，释放空间为行人

和非机动车使用。 
(2) 采用小转弯半径，提升路口慢行和景观空间 
国内外在大型居住区、商业区采用小转弯半径效果显著。在有效约束行车速度、缩窄过街距离的同

时，可释放部分空间为慢行等待区和景观隔离所用。美国城市交通协会《城市街道设计指引》提出，标

准的路缘石半径应为 10~15 英尺(约 3.0~4.6 米)，最小可为 2 英尺(约 0.6 米)，城市街道应避免超过 15 英

尺(约 4.6 米)的路缘石半径[15]。 
(3) 通过稳静化措施降低车行速度，保障慢行安全 
交通稳静化理念倡导将街道空间回归行人使用，对街道实施物理限速、物理交通导向，来改善社区

居住及出行的稳静化环境[16]。 

2.3. 功能完善的服务设施 

街道设施首要应满足设施本身的功能需求，其人性化设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身体不便带来

的障碍，兼顾人性的弱点和差异，更多的考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人群的使用。结合城市地理

环境、气候情况，街道设计可通过拓展过渡性停留空间、空中连廊、自动扶梯、连续的的建筑遮蔽设施、

完善的无障碍的设置，提升街道空间使用舒适性。这是物理层面的需求，但可通过美学设计为使用者提

供精神层面的愉悦感。 

2.4. 活力突出的街道场所 

场所感是街道空间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属性，但是现在的街道设计更多的是没有情趣的通行通道，缺

乏安全感的设计排斥市民停留驻足，造成使用者“只有路，而没有街道”的疏离感。是街道空间使用者

精神层面获得满足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场所空间的多元性 
既具有引导性又有变化和节奏的街道空间可以缓解步行者的心理疲劳。街道设计可通过开和有序的

底界面营造不同的边界场所；同时，结合建筑结构的外挑或建筑实体的内凹形成的建筑灰空间合理安插

过渡性停留空间[17]；可结合建筑对外沟通出入口、公交站点、商业门店、交叉口三角地等营造不同的室

外公共场所。 
(2) 场所空间的可参与性 
街道场所空间的可参与性主要体现在步行可达性和空间的互动性。其中步行可达性主要来自街道本

身的可达性、连通性、人行道的愉悦体验度和步行空间的丰富度[17]。互动性主要通过有意识的空间布局

增强场所的自发吸引力，如 POI 热点、城市 IP 节点。 
(3) 独特的街道事件 
有历史记忆的街道因为存在历史事件的遗风，它们更有基础来营造和延续活动事件，进而成为提升

街道品质的“闪光点”[12]。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英国王宫卫队换岗仪式等。街道设计中可

通过场地设计为连续性事件提供基础，如下沉式广场、抬高式阶梯、戏剧看台等。 

2.5. 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1) 微气候设计 
做好气候防护和微气候设计是处理城市生态问题的重要方面，其目的是通过改变环境物理条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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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共空间的舒适度[12]。如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措施；人行广场、人行道的透水铺装等；此外，

通过建筑立面色彩、温暖材质等传递的心里感受，可对寒冷气候起到一定的舒适调节作用。 
(2) 设施可持续设计 
设施的可持续设计主要体现在可再生材料的使用、垃圾分类收集、杆件一体化设计等方面，是“生

产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6. 历史文化沉淀 

街道空间是体现一个城市文化内涵，反应当地居民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街道设计要充分结合建筑

整体风貌，提炼隐含在其中的形态、色彩和文化要素，并充分运用到街道设施、场所、标志物的设计中。 

2.7. 公众参与 

街道空间为人所用，最直接的使用者就是该区域的居民，同时需要投资者、规划者、设计者、实施

者和管理者通力协作、共同协商。开展公众参与能够满足多样化人群的使用需求，使得街道空间成为真

正的城市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3. 街道设计案例 

3.1. 基本概况 

(1) 项目背景 
光谷中心城位于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东湖示范区)的中部，规划定位为“具有国际吸

引力的城市功能中心、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中心区规划面积 23.5 平方公里，规划控制总常住人口 25
万人。 

奥山青和城街区位于光谷中心城北核心区，为高新大道—松涛路—三泰街——朝曦路围合的闭合区。

在着手开展街道设计之初，该片区道路及其周边项目地块均已办结相关审批审查手续，并已动工建设(见
图 2)。但基于新城品质建设需要和大领导决策，提出要打破常规思路，开展完整街道设计和落实品质街

道建设，设计介入的阶段的特殊性对街道方案的制定、项目建管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2) 项目概况 
光谷中心城为典型的“小街区，密路网”，城市设计通过街墙出入口、高标准贴现率、固定建筑退

让空间、塔楼位置和高程限定等控制城市空间形态。奥山青和城街区总面积约 10 公顷，规划基本为金融

保险用地，道路红线宽 15~20 米，建筑退让红线 5 米(见图 3)。 

3.2. 方案构思 

结合光谷中心城的路网格局特点，梳理中心城顶层规划要点，按照“安全性、以人文本、完整街道、

精细化设计”原则，结合道路沿线建筑、景观方案及街区功能特征，对活动需求、景观需求、交通功能

需求进行定性分析，提炼人本需求所产生的活动类型。将退界空间与道路空间统筹设计，结合活动类型

和街道空间尺度，在合理布局物理层面的通行空间、绿化空间和设施空间的基础上，拓展街道场所空间

设计，以满足街道使用者精神层面的舒适感和愉悦感。 

3.3. 设计策略 

(1) 道路红线与退界空间综合考虑，保障安全有序通行空间 
结合街墙控制要求和建筑内外交流开口，设置了路内停车和落客区；同时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并

通过绿化带进行机非分隔，此外，借用建筑退界空间保障人行道的通行净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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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atellite image of Aoshan-Qinghecheng block (Figure 
credit: Project team shooting and producting) 
图 2. 奥山青和城街区卫星影像图(2017 年 6 月) (图片来源：项目

组拍摄制作) 
 

 
Figure 3. The road network of optics valley central area (city) (Fig-
ure credit: Optics valley central area urban design) 
图 3. 光谷中心区(城)路网格局(数据来源：光谷中心区总体城市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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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基本物理空间功能满足的基础上，强化人性化设计，通过路段路拱(见图 4)、抬高车行出入

口、缩小路缘石转弯半径等稳静化措施，降低街道车速，保障出行安全。 
 

 
Figure 4. The effect drawing of traffic calming (Figure credit: Project 
team drawing) 
图 4. 交通稳静化措施效果图(数据来源：项目组绘制) 

 

(2) 完善服务设施，一体化市政杆件设施，打造智慧街区 
结合街道空间形态、建筑风貌、商业进出口和平面景观布局等，合理布设街道休憩、环卫、小品等

设施。根据功能需求分析，对沿线杆件进行梳理，取缔不必要的标牌或改变设置形式；同时进行多杆合

一设计；通过智慧照明杆件，集成包括 WIFI、视频监控、环境检测、信息发布、公共广播等智慧模块。

即在保障基本的设施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融入智慧化城市设计，提升街道使用者精神层面的使用需求。 
(3) 场所塑造，打造活力商业街道 
通过道路红线范围内的铺地材质重新设计，调和地块之间的铺地景观差异，打造一体化铺地景观。

通过商业连通广场、商业内街入口雕塑小品的设置，提升商业活力；通过商业外摆空间、绿化集中式景

观座椅的设置，塑造街道休闲交往场所(见图 5)。即结合街道商业性区位特性，拓展场所设计提升街道使

用者精神层面的使用需求。 
 

 
Figure 5. Commercial connected square design (Figure credit: Project 
team drawing) 
图 5. 商业连通广场设计(数据来源：项目组绘制) 

3.4. 小结 

基于前期城市设计控制条件限制及道路建设的特殊阶段，街道设计在上述策略方面能够较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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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人性化设计，同时通过乔木种植弱化宽高比过大产生的压抑感受。但是在街道微气候方面考虑有

所欠缺，如未考虑海绵城市设计。同时，考虑到该街区为新建项目，在公众参与方面，主要通过与规划

者、设计者、建设者、项目开发者进行有效对接，对街道的真正使用者缺乏公平性。 

4. 结语 

街道空间为人所用，街道设计应该从“人”的本源需求出发，通过物理空间的打造和精神层面的塑

造，以满足人们对街道空间生理、心理、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本文提出的街道空间设计策略从街道空间、

功能、景观、活力、文化等多方面统筹考量，解析基本物理需求，同时通过拓展场所和提炼文化，为街

道使用者提供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来看，能够充分体现“人性化”设计

理念。 
但是，街道设计是一个多项目主体参与、多目标任务的综合体，设计方案受项目开发企业、上层规

划条件、项目管理能力、项目实施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较大，完美的街道设计方案不是方案本身的尽善

尽美，而应该是均衡多方利益与需求的“平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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