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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选择·控制——佛山城市入口景观规划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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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山城市入口景观规划设计，遵循“系统”“选择”和“控制”等优化策略，划分出“红色动感”“绿色旋律”和“蓝色

情怀”三种景观概念系列，对入口地段具有标志意义的景观进行多方案概念性景观设计，为政府决策和下阶段景观个案设计提供选

择，同时对规划地段的景观修建设计和建设提出控制性的要求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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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election,Control—Optimizing Strategy for Landscape Planning at the Urban Entrances of Foshan City/Yu Bochun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the landscape at the urban entrances of Foshan city is done by following the 

optimizing strategy of system,selection and control.The landscap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with the concepts 

of "red movement", "green rhythm" and "blue feeling".Conceptual landscape planning is made in different plans for 

entrance sections with symbolic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erence by the government in decision making and in the 

individual design of the landscape to be done.Meanwhile,controlled requirements and stipulations are put forwards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capes in the planned land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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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景观规划设计实效性的思考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对美化城市环境、塑造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品位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意义应该基于景观

规划设计的实效性，包括景观规划设计的质量及其可操作性。就此而言，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无意义的景观规划设

计，其表现形式如下：  

  (1)非系统的工作模式。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思路和内容仅局限在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追求的只是该范围内的景观效应与目标，至

于对该范围与其他范围的景观的关系如何、该范围景观在城市范围甚至在更大地区范围的景观效应和目标该是什

么等问题通常很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种非系统工作的模式势必导致景观的质量低下、雷同及景观系统紊乱，因

为它有悖于系统优化法则。  

  “全体大于局部的总和”(亚里士多德语)是系统优化法则的核心，“全体”不是“局部”的简单叠加，而是

“局部”组合的优化效应。就城市景观而言，“全体”(城市环境质量、城市形象、城市品位等的系统)的优化远

远高于“局部”(景观个体、城市地段景观)的优化。因子的优化不等于子系统的优化，子系统的优化不等于系统

的优化；子系统的优化有赖于因子的优化组合，系统的优化有赖于子系统的优化组合，这种优化组合要求因子和

因子之间、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建立良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非系统的景观规划设计只是寻求子系统

的优化，而没有考虑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即子系统组合的优化效应，而这种“非系统”工

作模式必然导致“非优化”的规划设计成果。  

  (2)“无选择”“静态”的成果。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成果的形式往往都是一套漂亮的图纸和图册，具体说是一套没有选择的静态的具象图式成

果。比如街道景观规划设计，通常是在一条数百米或几公里长的街道中，将所有景观尤其是建筑景观都非常具体

地“肯定”在“街景立面”中。与此相同的有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城市入口景观规划设计、城市道路交叉口地

段景观规划设计等。毫无疑问，这样的景观规划设计成果只能是“振奋人心”的“宣传”品，然而要不走样地实

施这样的景观方案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其理由很简单，这种成果既不符合景观动态生成的客观规

律，也不符合景观审美标准多样性要求，更不利于规划成果的实施管理。就街道景观而言，其一，不能保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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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用地性质在景观方案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改变，一旦改变，建筑的功能性质随之改变，则建筑景观就要发生

改变；其二，景观师或规划师形成的群体建筑的景观审美价值只能体现在整体组合效应上，而不能取代由建筑师

创作的单体建筑景观审美价值，即便建筑师参与了街道景观规划设计，其作品也不能取代实施中由业主委托的其

他建筑师的实际作品；其三，作为城市建设系统的子系统，城市景观建设的可变性和复杂性不亚于其他建设。城

市景观建设管理的中心任务是把握景观整体效应，包括轮廓线、形体组合、风格、色彩、材料、重点或标志景观

及由这些审美元素共同表达的审美特质等。其管理依据自然应该是能够把握这些要素的属于控制性的景观规划设

计成果，而不是不能适应变化、没有可选择性的实施性成果。  

  以上分析的景观规划设计“三非”(非系统、非选择、非控制性)模式和成果是当前景观规划设计需要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  

2、佛山市入口景观规划设计“三优”策略  

  2002年末，国务院批准了佛山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撤消了其原代管的四个县级市及原佛山市城区和石湾区，

成立了行政统一的大佛山市。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为提升大佛山城市形象，新佛山市委、市政府要求对佛山城

市入口进行景观整治和创新设计。大佛山市共有28个城市出入口，作为试点，佛山市建设局委托笔者主持两个入

口(五牙口、谢边)的景观规划设计。针对景观规划设计“三非”问题，为提高佛山市入口景观规划设计的质量和

可操作性，规划从28个城市入口景观系统优化的角度，实践解决“三非”问题的方法，实施了规划对象的“系

统”优化、“选择”优化和“控制”优化的“三优”策略。  

2.1 “系统”优化策略  

  “系统”优化策略是把规划的对象纳入大佛山市28个城市入口系统中进行构思和规划，在对入口景观系统进

行优化分析后再对规划对象进行景观设计定位。  

佛山市入口景观系统优化分析包括“佛山市入口形象定位”“景观概念系统”和“景观类型系统”。  

2.1.1 佛山市入口形象定位  

  城市形象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内质与外显的综合表现。城市入口是城市形象的第一敏感区，塑

造城市入口形象是城市入口景观设计的重要任务。城市入口形象定位是城市入口景观设计的首要依据，是城市入

口景观设计应表达的主题，这个依据和主题应从属于城市入口系统，而不是个别入口，即佛山市入口形象定位应

从属于28个入口系统，而不仅是规划的“五牙口”和“谢边”。为此，为“五牙口”和“谢边”景观规划设计寻

找依据和主题的首要工作就是分析、研究佛山市入口系统的总体形象定位—人们通过入口的视觉感知后对佛山市

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内质与外观所作出的特质性的综合判断。依据佛山市悠久历史文化特色及社会经济高

速发展和锐意改革的特征，通过与周边城市的对比分析研究，规划将佛山市入口形象定位为“古老与生机”。塑

造“古老与生机”入口形象旨在体现佛山市悠久历史文化与传统特色，体现行政区划调整后佛山市以更强的综合

竞争力打造广东第三大城市的精神风貌，体现佛山人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进取精神和人文风貌。为此，“古老与

生机”成为“五牙口”和“谢边”及其他26个入口景观规划设计的依据和主题。  

2.1.2 景观概念系统  

  景观概念是景观设计赋予景观的抽象含义，它通过具有象征语义的形态、色彩、符号、材料、植物等审美要

素来表达。规划拟定的景观概念是确立通达佛山市入口形象目标的方法，景观概念系统是构成佛山市入口形象系

统的子系统。规划根据区域交通的流向和流量特征，将佛山市入口景观概念划分为适合不同入口方位的三种景观

概念系列—“红色动感”系列、“绿色旋律”系列和“蓝色情怀”系列，它们共同构成了佛山市入口景观概念系

统。景观概念系列是景观概念系统的子系统，由表达景观概念系列的主导概念的若干具体景观概念组成。  

  (1)“红色动感”系列。  

  “红色”具有积极向上、兴旺发达、吉祥和蒸蒸日上等象征义。“动感”概念则表达了佛山市生机勃勃的发

展态势。“红色动感”寓意佛山市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与社会文明。  

  (2)“绿色旋律”系列。  



  “绿色”具有自然、生态和希望等象征义。“旋律”概念则表达佛山人把握自然规律和发展机遇的潜质与成

就。“绿色旋律”寓意佛山市的发展动力(潜力)与美好前景及佛山人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寓意佛山市具有良好的

绿色环境。  

  (3)“蓝色情怀”系列。  

  “蓝色”具有无限、宽(开)阔、深远等象征义。“情怀”概念则表达佛山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魄。“蓝色

情怀”寓意佛山市悠久历史及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深远的影响。  

  (4)适应入口定位。  

  规划根据冷、暖色彩的象征义，按照佛山市入口的重要程度进行对应的景观概念系列定位，如佛山市东边是

广州市，东边入口是佛山市最重要的入口，红色是兴奋激烈的色彩，其表达重要性的象征义最为强烈，为此，规

划将“红色动感”系列定位在佛山市东边入口。另外，将“绿色旋律”系列定位在佛山市南边入口，将“蓝色情

怀”系列定位在佛山市西北边入口(表1)。  

  (5)“五牙口”和“谢边”景观概念系列定位。“五牙口”和“谢边”位于佛山市东边，根据上述的相应入口

定位，“红色动感”系列是这两个入口的主导景观概念。景观规划设计围绕这个主导景观概念而展开。  

2.1.3 景观类型系统  

  景观类型系统是将入口系统中的28个入口进行分类，按照景观类型特征提出规划设计指引，以此作为各入口

景观规划设计的依据。景观类型包括桥式入口景观和路式入口景观，其中桥式入口景观有立交桥和跨水桥两类，

路式入口景观有平交和线形两种，每种又分重点和一般两类。规划设计指引内容包括景观影响范围、主体景观定

位、烘托景观定位、规划设计内容及要点(表2)。  

2.2 “选择”优化策略  

  “选择”优化策略是把“五牙口”和“谢边”地段具有标志意义的景观进行多方案概念性景观设计，为政府

决策和下阶段景观个案设计提供选择。  

  “五牙口”地段规划提供了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性标志景观方案，本文介绍其中三个(图1，图2，表3)。  

  规划在“谢边”地段提供了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性标志景观方案，本文介绍其中三个(图3，图4，表4)。  

2.3 “控制”优化策略  

  “控制”优化策略是在给出具体方案的同时，对规划地段的景观修建设计和建设提出了控制性的要求和规

定，既可增加规划成果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又能把握景观系统的整体性。具体做法是按一般地段和重点地段

分别拟定不同的控制指标。主要控制要素有用地、建筑和环境景观。  

  一般地段的主要控制指标包括：规定性指标—用地性质及其兼容性、容积率、绿地率、建筑限高、建筑后退

红线距离。指导性指标—建筑改造建议(保留、拆除、改造)、新建筑建议(风格、色彩)、环境景观建议(植物类

型、小品类型)、夜景建议(夜景地段、重要夜景、灯光类型)。  

  重点地段的主要控制指标包括：规定性指标—用地性质及其兼容性、容积率、绿地率、建筑限高、建筑后退

红线距离、建筑改造规定(保留、拆除、改造)、街景轮廓控制红线、交通安全控制区及控制要求(禁止设置的景观

和设施类型、允许设置景观的类型及要求)、广告设置要求(类型、尺度、位置)；指导性指标—新建筑建议(风

格、色彩)、标志景观建议(类型、尺度、色彩、位置)、环境景观建议(植物类型、小品类型)、夜景建议(夜景地

段、重要夜景、灯光类型)、建筑改造建议(屋顶、门和窗的改造形式、墙面美化方式)。本文截取控制表中的部分

内容作为范式(表5～表7)。  

[注 释]  

①附表中的“▲”和 “/”表示对所对应指标的选择，“▲”表示选择，“/”表示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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