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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规划实施评价作为提升规划科学性和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需要人们定期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及时

解决问题，以尽快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现有研究成果，从“引导性目标实施”、“约

束性目标实施”和“功能空间落实”三层次构建一套较为全面的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体系，

并以无锡市广益片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与规划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片区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良

好，但同时也存在规划实施不到位的地方。基于此，建议片区未来发展适时调整规划、优化公共服务供

给、加大规划宣传力度，以持续推动产业蓬勃发展，塑造高品质新城风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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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plan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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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needs people to regular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find problems and solve problems in time to eliminate future uncertainties as much as possible.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relevant schola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re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and detailed plan-
n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uiding target implementation”, “binding target implementation” 
and “functional space implementation”, and takes Guangyi District of Wuxi City as an example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with the expected objectives of the planning,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district is well implemented, but there are also places where the plan-
ning implementation is not in place.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ct should adjust the planning, optimize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increase the plan-
ning public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reate a 
high- quality new town style, and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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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划实施评价既是提升规划科学性和管理有效性的主要手段，也是《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法定性要求。通过对某一时点的城市发展进行规划实施评价与分析，在监测

出现有规划实施效果的同时，也可发现城市在规划实施进程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现有规

划的后续实施，也可为城市未来规划修编提出指向性的建议。目前，规划实施评价已经由简单的技术层

面逐渐演变成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的重要保障，成为了规划实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1] [2]。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构成较多，而对规划实施效果

评价的研究相对欠缺，且目前我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和自规部门的重点依旧在城市建设，

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的重要性，因此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的工作开展力度明显不足[3]。
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从理论角度构建一套较为全面的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

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并以无锡市广益片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总结片区规划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片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引[4] [5]。 

2. 规划实施评价技术思路 

2.1. 规划实施评价主要方法 

规划实施评价主要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法和 GIS 空间分析方法 3 种方法。定量与定

性分析方法。针对选取的可量化指标，通过比对规划目标与实施情况，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价。

而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对比分析法。即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提

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对区域规划目标与实际

情况的吻合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客观得出规划实施评价的结果；GIS 空间分析方法。即从空间数据中获

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分析。通过借助 GIS 软件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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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空间分析和图件制作，在定位评价区域地理空间位置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规模、空间布局

和用地结构等情况，进行规划实施评价[6] [7] [8] [9]。 

2.2. 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建立 

在确认区域规划合法性与科学性的前提下，对区域规划目标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综合评价区

域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本次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规划实施评价的核心要素进行

分析，将之分为“引导性目标实施”、“约束性目标实施”和“功能空间落实”三个层次。其中，“引

导性目标实施”，即规划中预期性目标的实现情况，如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等；“约束性目标实施”，

即规划中提出的控制性目标的实施情况，如发展规模等；“功能空间落实”，即从区域居住、交通、公

共服务等主体功能出发，分析评价各项功能的空间落实情况，为区域功能的后续补给完善做准备，如空

间布局、用地结构、综合交通和公共配套设施等[10]。详见下表 1。 
 

Table 1.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able 
表 1. 规划实施评价体系表 

评价层次 评价要素 

引导性目标实施 
城市性质 

功能定位 

约束性目标实施 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 

用地规模 

功能空间落实 

空间布局 

用地结构 

综合交通 

公共配套设施 

公共开放空间 

3. 实证研究 

3.1. 评价范围与时点 

本次评价范围为无锡市广益片区规划范围，东至铜桥港(与锡山区交界)，南至太湖大道，西至江海东

路，北至广瑞路–新兴塘河，总面积为 4.60 平方公里。评价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应规划期限

为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2. 评价依据与内容 

本次评价主要依据《无锡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年)》《无锡市崇安新城(广益片区)概念性规划深

化设计》《无锡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崇二–广益单元动态更新》《无锡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崇三–江海单元动态更新》等成果，主要从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发展规模、空间布局、用地结构、综合

交通、公共开放空间和公共配套设施七方面内容对片区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3.3. 规划实施评价 

3.3.1. 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 
1) 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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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益片区位于“七片一带”总体布局结构中的“城中片区”，规划以居住和生活服务设施为主，承

担行政、商业、金融、文化等综合职能。 
2) 实施情况 
自片区开发建设启动后，坚持规划领先，对接城市功能，集约土地资源，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商贸

能级，改善人民生活，已建成“市场集聚群、新型住宅区、商务休闲城”，发展现状符合规划定位。 

3.3.2. 发展规模——人口规模 
1) 规划内容 
依据片区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中的管理单元控制内容，片区规划总人口为 8.8 万人。 
2) 实施情况 
2020 年片区总人口为 8.57 万人，与规划总人口相比少 0.23 万人，接近预期规划。 

3.3.3. 发展规模——用地规模 
1) 规划内容 
片区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为 441.8469 公顷。 
2) 实施情况 
2020 年片区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443.3757 公顷，超出规划预期目标 1.5288 公顷。超出预期部分

尚未依照规划实施开发建设，规划用途均为水域。 

3.3.4. 空间布局 
1) 规划内容 
片区规划通过龙形绿化带连接和分解不同的功能区域，将商贸用地和居住用地分开，使各个功能用

地集中。其中，中心西北部和东南部规划为市场商贸区，汽车汽配、装饰装潢和五金机电三个市场布局

均较为集中，便于商业的发展；片区南部与北部是分几个组团的居住区和公共配套设施。 
2) 实施情况 
片区开发建设启动后，通过区域市场全面整合和资源优化配置，锡沪路两侧、学前东路北侧、江海

东路东北侧三个片区的主题市场特色明显。锡沪路两侧片区以建材装饰和家居行业为主，同时配套建设

现代商贸设施；学前东路北侧片区形成以日用五金家电小商品行业和汽车销售为主、华东商贸城和汽车

4S 店为主体的市场集群；江海路东北侧片区形成以汽车汽配行业为主、广益汽配城为主体的市场集群，

主题市场特色明显。学前东路南侧和广益路北侧建设集聚度较高的新型住宅区，并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

施。 

3.3.5. 用地结构 
1) 规划内容 
片区内规划建设用地共 441.8469 公顷，非建设用地共 17.7675 公顷，总计 459.6144 公顷。建设用地

以居住用地(40.7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21.8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19.34%)为主。 
2) 实施情况 
2020 年片区现状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443.3757 公顷，非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16.2387 公顷，总计 459.6144

公顷。建设用地以居住用地(37.4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21.23%)、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17.96%)为主。

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 3 类公益性用地的实施完成率均低于 75%。 

3.3.6. 综合交通 
1) 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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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规划形成“三纵”(江海东路、广南路、广桐路)、“五横”(广益路、锡沪路、上马墩路、学前

东路、太湖大道)的交通路网格局。通过对片区各地块功能的分析，规划将道路划分成生活型、货运型和

混合型三种类型。 
2) 实施情况 
2020 年，片区形成“三纵五横”的交通路网体系，成为无锡市东部区域性交通枢纽。同时，片区已

形成生活型、货运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道路，基本满足不同性质的交通需要。但与规划相比，新城仍存

在不少陈年“断头路”，导致新城部分区域车辆乱停乱放、环境比较恶劣，居民投诉不断。 

3.3.7. 公共配套设施 
1) 规划内容 
片区规划建设 2~3 个睦邻中心，2 所小学，4~5 所幼儿园(托儿所)，2~3 个医疗卫生服务点，2 个文

体设施和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其中，片区规划以邻里中心和教育设施两方面的配套为主。邻里中心主要

提供商业、文化、生活服务等功能，教育设施主要提供学校、体育活动、培训中心等，让居住在生活区

的人们体会到生活和学习的方便。 
2) 实施情况 
2020 年，片区已建成广益、广博和尤渡三个睦邻中心，具有较高水平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已建

成七所幼儿园和两所小学，实现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已建成广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锡金瞳

眼科医院和广益养老中心等医疗养老设施机构，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已建成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和区级体育中心，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此外，片区还相继建成广益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广益睦邻电影院等社会事业项目，实现片区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3.3.8. 公共开放空间 
1) 规划内容 
片区规划以龙形生态景观为纽带，构建整体和谐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龙形生态景观由贯穿片区全

境的绿化带和景观广场组成。绿化带从北到南，贯通广丰河、广益河(路)、尤渡河、上马墩路和广和路等

道路和河道两侧。 
 

Table 2. The result table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表 2. 规划实施评价结果表 

评价层次 评价要素 规划实施评价结果 

引导性目标实施 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 优 

约束性目标实施 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 较优 

用地规模 较优 

功能空间落实 

空间布局 优 

用地结构 一般 

综合交通 一般 

公共配套设施 较优 

公共开放空间 一般 

 
2) 实施情况 
片区大规模实施绿化工程，在沿河堤岸和道路两侧群植、行植乔木灌木和花卉，贯通片区的龙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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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景观初见雏形，基本构成了整体和谐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但尚未建成龙形生态景观，锡沪路和上马

墩路两侧的绿化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无锡广益片区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实施评价结果如表 2 所示。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与规划预期目标(2020 年)进行对比分析，片区基本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要求合理利用

土地，全面实施开发建设，交通网络体系逐渐形成，睦邻中心、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逐渐完善，

产业经济实现较好较快发展，已形成“时尚家居、现代商贸、汽配汽销、日用五金”为主的市场集聚群，

区域经济实现较优发展，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良好。但对标“提质、提效、提优”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建

议新城未来发展适时调整规划、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大规划宣传力度，以持续推动产业蓬勃发展，塑

造高品质新城风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是适时调整区域规划。由于城市建设发展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其社会、经济结构和形态均处

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建议片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情况科学整合资源，从公共服务设施、绿地水系、市政

道路等方面适时对部分控规用途进行调整，使其更有利于指导片区后期的开发建设，以进一步满足居民

对居住环境及各类公共设施的需求，提升片区整体环境及品质。 
二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建议新城通过加强环卫、消防、排水防涝、5G 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慧经济，完善新城功能；继续打通陈年“断头路”，畅通道路“微循环”，满足

沿线居民出行需求，提升道路品质，实现新城环境提升；继续实施“栏杆焕新”计划，增强安全性能，

提升桥梁美感；增设养老(居家、社区、养老一体化)、教育(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交通(共享停车)等公共

配套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三是加大规划宣传力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为积极引导居民参与规划编制，使居民真正参与到城

市规划建设中，让规划更接地气、更科学有效。建议加大规划宣传力度，将规划专业术语翻译成公众易

懂的语言，加大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平台的宣传力度，让全民都能看懂规划，真正了解自己所生

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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