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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进步奖 

推荐项目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研究、评估及实践 

推荐单位（人） 学会二级组织 -  总体规划学委会 

推荐等级 推荐该项目为规划科技进步奖  一   等奖 

推荐意见 

 

 

该项目为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城市设计及规划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在

我国大力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要求下，项目组及时探索了我国城市设计制度

体系的初步建构，研究并推出我国城市设计重要的起步性纲领文件，也是我

国首部城市设计国家规章《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以此为基础上，开展城市

设计试点城市工作并进行全国首次的城市设计工作系统和全面评估，同时在

重要项目实践中运用城市设计指导新区规划、城市双修、城市更新等相关规

划项目，包括雄安新区规划、北京市、武汉市、烟台市等城市的总体城市设

计、延安双修等。 

通过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自颁布后，起到了重要

作用，在国家政策导向、地方标准制定、规划编制和实施建设等方面都发挥

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作用。项目成果应用广泛，自《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实施

以来，结合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落实《城市设计管理办

法》、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地方法规、指导意见、实施意见、通知等相关文

件，同时也有很多地区形成了城市设计技术导则，切实指导城市设计工作的

开展。项目组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深入的学术总结和规划实践，形成了多本学

术专著和专业论文，多个实践项目也获得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二等

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学术和实践经验。 

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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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已成为新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在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中提出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在 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推行城市设

计和风貌管控”。住建部在 2014年对城市设计制度建设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并决定制定

出台《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同时编制符合实际的高水平城市设计导则。

2017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分两批将 57个城市列为城市设计试点城市。 

2.项目主要内容及特点 

（1）研究并推出我国首部城市设计国家规章。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作为我国城市设计制度的起步性纲领文件，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

将城市设计纳入城市建设管理的法定内容，对于城市设计的制度建立、技术完善、实施监

管等方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我国首部城市设计技术规定《城市设计技术管理

基本规定》。 

（2）开展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工作并进行系统评估。 

结合《办法》的实施，开展全国 57个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的城市设计相关工作的系统性评估

工作，是我国首次对全国开展城市设计工作进行的细致摸排。本次评估工作的涉及范围的

广度、体系的完备度、内容的详实度、成果的系统性、经验的推广性等诸多方面与既往的

工作相比，都有极大的进步。 

（3）运用城市设计指导重要规划建设实践。 

在《办法》指导下，通过规划实践，将城市设计灵活运用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过程，包括新

区规划建设、城市双修、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城市设计方法贯穿运用在雄安

新区规划、北京市、武汉市、烟台市等城市的总体城市设计、延安双修等重要项目中。 

3.应用推广情况 

作为我国首部城市设计国家规章，《办法》自颁布后，结合城市设计试点工作，已有多个省

市出台了落实《办法》、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地方法规、指导意见、实施意见、通知等相关

文件，同时也有部分地区形成了城市设计技术导则，切实指导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 

  



 

 3 

客观评价 

（1） 与当前国内外同类研究、同类技术的综合比较 
《办法》在城市设计的编制体系、管控方式等方面借鉴国外相关案例，明确其应有的

法定地位，并提升《办法》的合理性。例如，旧金山、纽约等城市将城市设计控制与开发

控制一体化，并将城市设计的内容纳入地方的区划法、土地细分法则等法律法规中。英国

则通过开发许可，将体现城市设计要求的规划设计准则和规范性文件作为项目设计和审查

的依据。 

《办法》在城市设计的适用范围、编制体系、内容和建设管理等方面，充分借鉴和吸

取了国内现有的城市设计管理文件，从而加强《办法》在规划管理中的实操性和规范性。

在我国的地方城市建设和规划实践中，一些省、直辖市和城市或出台了自身的城市设计管

理文件，或将城市设计纳入法定规划的框架之中。其中包括，南京出台的《南京市城市设

计导则》、《南京市出让地块城市设计工作暂行规定》；上海市将城市设计成果纳入控制性详

细规划，采用“普适图则+附加图则”的形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了《福建省城

市设计导则（试行）》等。 

 

（2） 评审意见 
在《办法》的制定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吸取多方意见。2015 年 4 月初，起草组组

织了专家讨论会，邀请部分高校、规划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就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

意见。4月中旬，规划司召开座谈会，邀请部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相

关负责同志，进一步征求意见。起草组根据两次会议意见和建议，修改形成了《办法》修

改稿。4月下旬，规划司将修改稿函送部分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再次征求地方意见。 

在针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的评估工作中，首次系统化、全面性的针对全国城市设计工

作的管理组织、制度建设、组织编制、实施应用、新技术运用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难

点与困境进行梳理研究。2019年 12月，对实施评估的相关研究成果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与

会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评估》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与梳理，充分总结 57个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为全国推广城市设计工作提

供了良好的借鉴与示范基础。框架合理，逻辑清晰，既完整呈现了试点城市亮点项目与优

秀成果，也提炼出试点工作遇到的主要问题，并借鉴研究国外城市设计工作的发展趋势，

探索未来城市设计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符合当前国内实际情况的城市设计制度体系建议。 

 

（3） 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性评价意见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一书中提到“《办法》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正式实施，

标志着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在国家层面上向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政府机构改革影响下的城市设计》论文中提到“随着《办法》的出台和住建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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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处室的设立，正式迈入城市设计管理制度建设的调整规范期”。 

《英国城市设计程序管控及其启示》论文中提到“《办法》颁布并施行，标志着我国城

市设计运作在法制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城市设计内容纵向传导的现实困境及建议》一文中提到“《办法》的颁布明确了城市

设计的地位，标志着城市设计管控工作建章立制的开始。” 

《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城市设计运作——基于二元思辨》论文中认为《办法》是我国城

市设计运作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一步，为各地出台地方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体城市设计的认知争议与路径辨析——基于各省城市设计相关技术标准的解读》

论文中提出《办法》强调了防止“千城一面”、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性，并要求提高城

市设计和管理水平，并且对总体城市设计的概念及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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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情况 

作为我国首部城市设计国家规章，《办法》自颁布后，起到了重要作用。《办法》实施

以来，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落实《办法》、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地方法规、指导意见、实施

意见、通知等相关文件，同时也有部分地区形成了城市设计技术导则。 

1）法规条例出台方面 

经统计目前我国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门出台了省级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文件 19 项。除了法规文件与引导文件外，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 36项其它相

关文件，作为指导城市设计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通知”、“指导意见”、“工

作方案”、“实施意见”以及“相关书籍”等几个方面。 

市级城市设计管理相关法规文件更为丰富。根据城市设计试点评估调研梳理，57 个试

点城市中有 40个城市根据城乡规划法、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出

台了相关管理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约 95项。 

2）技术导则标准方面 

经统计目前我国 20 个省出台了 37 项城市设计导则、城市风貌导则等技术文件，对城

市设计编制的编制、管控要素等进行引导。同时，除了以城市设计作为主要内容外，还有

以“景观风貌”、“街区设计”、“特色要素”、“城市空间特色”作为主要内容的相关引导文

件。 

为加强城市设计对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提升人居环境的引导作用，57 个试点城市出台

了 108项城市设计技术导则或标准，包括“城市设计通则、编制技术导则、审批技术导则”

三类技术文件，用于规范城市设计的编制，管控蓝绿空间、街道空间、建筑设计、广告牌

匾、夜景照明等要素内容，并作为规划审批的技术依据。 

3）组织城市设计编制方面 

《办法》实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57个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共开展各类城市设计 1581

项，其中城市总体城市设计 104项，重点地区和地块城市设计 1288 项，专项城市设计 189

项。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固

定电话 

1 
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 

《城市设计管理

办法》 

全国范围内的城

市设计工作 
2017.6.1 至今 

魏钢/ 

010-5832218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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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和标准规范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编

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起

草单位） 

发明人

（标准起

草人） 

发明专利

（标准）

有效状态 

 专著论

文 

中国当代

城市设计

思想 
中国 

ISBN978-

7-5641-7

092-9 

2018-11-

01 
东南大学

出版社 
东南大学  

段进、刘

晋华 
有效 

 专著论

文 

为城市而

设计—城

市设计的

十二条认

知及其实

践 

中国 

ISBN 

978-7-11

2-18290-

9 

2016-03-

01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

社 

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

司  

杨一帆 有效 

 专著论

文 

中国城市

设计的制

度建设初

探——

《城市设

计管理办

法》与《城

市设计技

术管理基

本规定》

编制认识 

中国 城市建筑 
2017-05-

25 

黑龙江科

学技术出

版社 

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

研究院  

魏钢、朱

子瑜、陈

振羽 
有效 

 专著论

文 

总体城市

设计导则

编制的困

境及方法

探索——

“系统拼

叠法”在

抚松新城

总体城市

设计中的

应用 

中国 城市规划 
2018-09-

01 
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 

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

研究院  

王宏杰、

纪叶、刘

力飞 
有效 

 专著论

文 

从“设计

导向”到

“管控导

向”——

关于我国

城市设计

中国 城市规划 
2017-06-

01 
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 
东南大学  

段进、兰

文龙、邵

润青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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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化的思考 

 专著论

文 
空间基因 中国 城市规划 

2019-02-

01 
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 
东南大学  

段进、邵

润青、兰

文龙、刘

晋华、姜

莹 

有效 

 专著论

文 

城市设计

管理机制

改革与创

新研究—

—以全国

城市设计

试点城市

宿迁市为

例 

中国 规划师 
2019-05-

31 

广西期刊

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

司  

杨一帆 有效 

 专著论

文 

城市设计

内容纵向

传导的现

实困境及

建议 

中国 规划师 
2020-08-

30 

广西期刊

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

发展规划

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杨一帆 有效 

 专著论

文 

中国城市

规划与设

计发展报

告 

中国 
978-7-11

2-23937-

5 

2019-08-

01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

社 

北京建筑

大学  
张大玉、

李雪华 
有效 

 专著论

文 

战略性与

战术性_

国内总体

城市设计

实践的发

展趋势探

讨 

中国 

2018 中

国城市规

划年会论

文集 

2018-11-

24 

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 

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

研究院  

李明、朱

子瑜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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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朱子瑜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排    名 1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确定《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指导思想、技术路线和内容范畴，对关键要素、技术内容和创新内容进行

把控； 
2.确定《办法》重点内容，研究确定城市设计制度建设的框架和措施，是《办法》的核心执笔人之一； 
3.负责制定工作的统筹、组织、协调以及研究和编写工作； 
4.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雄安新区规划、北京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等项目中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姓    名 段进 技术职称 教授 排    名 2 

工作单位 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把关； 
2.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城市设计技术导则》； 
3.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 
4.作为课题负责人在武汉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烟台市总体城市设计等案例中对《办法》《导则》《规定》

进行应用推广。 

姓    名 陈振羽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排    名 3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负责《办法》主要内容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是《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核心执笔人之一； 
2.组织并参与城市设计、“城市双修”试点城市实地调研工作，并组织城市设计试点城市调研报告撰写工

作；  
3.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雄安新区规划、北京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北京中心城高度控制规划方案等项目中

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姓    名 汪科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4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组织城市设计研究，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更新实践； 
2.牵头起草《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对接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构建城市设计工作体系； 
3.组织《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落实情况调研评估，开展《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修订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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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希希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5 

工作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落实情况调研评估工作 
2.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落实情况调研评估报告的编制； 
3.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修订编制工作； 
4.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完成《城市设计试点城市案例集》编制 

姓    名 魏钢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6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参与前期城市设计专题研究，并形成相关报告； 
2.参加《办法》编制全过程主要内容的论证工作； 
3.参与《办法》落实情况调研评估报告； 
4.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长沙市、石家庄市、洛阳市、马鞍山市等城市的总体城市设计项目实践中对《办

法》进行应用推广； 
5.完成学术论文《中国城市设计的制度建设初探——《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与《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

规定》编制认识》，并发表于《城市建筑》期刊。 

姓    名 邵润青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7 

工作单位 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完成《城市设计技术导则》； 
2.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完成《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 
3.作为规划专业负责在武汉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烟台市总体城市设计等案例中对《办法》《导则》《规

定》进行应用推广； 
4.参与撰写学术论文《从“设计导向”到“管控导向”——关于我国城市设计技术规范化的思考》，并发

表于《城市规划》期刊。 

姓    名 刘力飞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8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东营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中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2. 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延安老城区城市双修》工作中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3.参与城市设计专题研究，并形成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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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何凌华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9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规划专业负责，在《济南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中进行实践，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2.配合东南大学团队，起草《济南市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3.在《济南黑西趵北街区提升工程》中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保护相关控制地区中对《办法》进行

应用推广。 

姓    名 李枫 技术职称 高工 排    名 10 

工作单位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评估城市设计实践案例，确定城市设计在规划体系中的地位作用； 
2.确定《办法》章节框架，撰写条文、条文说明及综合研究报告； 
3.组织实地调研、征求意见并汇总处理、组织编制过程中有关工作会议和专家会议等； 
4.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研提关键技术内容及其管控创新方式。 

姓    名 张大玉 技术职称 教授 排    名 11 

工作单位 北京建筑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前期的调研工作； 
2.组织并参与城市设计、“城市双修”试点城市实地调研工作； 
3.参与城市设计试点城市调研报告撰写工作等。 

姓    名 李雪华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排    名 12 

工作单位 北京建筑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前期的调研工作； 
2.参与制定城市设计与“城市双修”试点城市调研方案； 
3.组织并参与城市设计、“城市双修”试点城市实地调研工作； 
4.参与城市设计试点城市调研报告撰写工作。 

姓    名 顾浩 技术职称 城市规划师 排    名 13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完成《城市设计试点总结评价及制度体系研究》研究报告； 
2.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完成《<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落实情况调研评估报告》； 
3.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完成《城市设计试点城市案例集》； 
4.作为主要参加人，完成延安双修等城市设计创新性实践，对《办法》进行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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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一帆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排    名 14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 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研究； 
2. 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参与《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的编研工作； 
3. 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北京市怀柔新城总体城市设计等案例中对《办法》《规定》进行应用推广。 

姓    名 王煌 技术职称 
助理城市规划

师 
排    名 15 

工作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与研究《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优化完善； 
2.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城市设计试点总结评估工作； 
3.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国家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工作； 
4.作为《城市设计试点总结评估及制度体系研究》课题主要参与人，研究评估《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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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排    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单位是《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研究、评估及实践工作的第一负责单位，全面负责组织协调与牵头编制

等工作，负责制定技术路线和工作大纲、组织调研、起草各类文件和主要专题报告，撰写《城市设计管

理办法》正文和说明，作为主要单位组织评估调研，开展多项重要规划实践中进行《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推广和应用。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确定工作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明确重点研究内容及技术方向 

2、组织广泛深入的调研和实地考察，进行城市设计前期专题研究； 

3、确定《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章节框架，撰写条文、说明及相关研究报告。 

4、参与《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的编研工作。 

5、形成相关研究成果，研提关键技术内容和创新内容。 

6、负责《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实地调研、征求意见等工作环节，并形成评估报告； 

7、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雄安新区规划、北京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延安城市双修等规划实践中对《办

法》进行应用推广。 

8、培养了一批该领域的青年技术骨干。 

单位名称 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单位是《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研究、评估及实践工作的主要参加单位，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参与《办法》章节框架制定和条文撰写工作； 

2、参与《办法》实地调研、征求意见等工作环节； 

3、完成《城市设计技术导则》的编研工作； 

4、完成《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的编研工作； 

5、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武汉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烟台市总体城市设计等案例中对《办法》《导则》

《规定》进行应用推广。 

单位名称 北京建筑大学 排    名 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单位是《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研究、评估及实践工作的主要参加单位。主要负责完成以下工作： 

1、负责组织参与《办法》前期现状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 

2、组织参与《办法》编制过程中的意见征集与汇总工作。 

3、组织《办法》实施后试点城市跟踪调研及成果梳理总结工作。 

4、负责协助项目主持单位开展有关专家评审、调研考察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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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排    名 4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单位是《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研究、评估及实践工作的主要参加单位，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参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实地调研、条文撰写、征求意见等工作。 

2、参与《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基本规定》的实地调研、框架编写、内容研写、征求意见等工作； 

3、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北京市怀柔新城总体城市设计等案例中对《办法》《规定》进行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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