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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社 的城市设计实施 趣城 系列 划设计

空间需要“趣” 
空间

社区需要“活”

空间

更新需要“微”

空间

设计需要“实”
设计

未来城市与城市的竞争，将因生活环境品质而见高下。从深圳速度走向深圳质量，意味
着深圳正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城市定位。在步入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时期，必须更加注重
对城市活力地点的塑造，通过城市设计来邀请人们参与更多的城市生活。

《趣城·美丽都市计划》
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突破口，形成人性化、特色化的公共空间环境，通过“点”的力量，

创造有活力有趣味的深圳。

《趣城 · 盐田实施方案》
作为趣城计划在区级层面的实施方案，通过政府、设计师合作的方式，通过小地

点和场所的营造，增加城市活动，激发整个区域的活力。

《趣城 · 社区微更新计划》
趣城计划在社区层面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通过不设门槛的参与方式，在社区层

面进行针灸式城市设计的实践

一是传统的城市设计是比较系统、全面，忽略微小空间，缺乏人性化的设计。
二是城市设计并非法定规划，大多数需要通过法定规划实施，但由于两者的管控机制存在
较大差异，好的城市设计思路往往难以落实在法定图则的管控中，因此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计 间 一条与理性规划并行的路，一种能赋予城市美好生活的可能答案 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突破口
空间 通过“点”的力量，创造有活力有趣味的深圳

项目背景 对城市设计的反思

什么是趣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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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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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设

结合公共空间四维度
提出设想与措施

可持续、实践性计划的开展 深圳特色建筑导览 深圳城市设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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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公共空间
可达性、功能性、舒适

性、社会性，趣城计划提
出了一系列设想和措施。
针对公共空间的不同特征，
制定了实施的策略和手段，
超前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

设计实施路径

铁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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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点原则

工作坊调研

动员建筑师、艺术家参与其中

场

口

场

广场

：

安全第一，管理方便。

造价合适，且维护成本低。

突出盐田文化和盐田特色。

突出趣城宗旨，多样化有趣味。

有人气，符合多类人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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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盐田区特有的资源优势与不足，趣城盐田从“人”的角度，
提出了系列针灸式城市设计的具体地点及创意设想。以公共
空间为突破口，通过小地点和场所的营造，吸引人们的参与，
增加城市活动，激发整个区域的活力。这些设计方案都遵循
人性化、安全、经济、可实施的原则，内容新颖、贴近生活，
每个项目投入资金都不大，却可以换来空间品质的大提升。每个项目投入资金都不大，却可以换来空间品质的大提升。每个项目投入资金都不大，却可以换来空间品质的大提升。每个项目投入资金都不大，却可以换来空间品质的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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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识别特征 空间评价 实施效果对比

SEVS 模型筛选 - 优化 - 评估路径
SEVS模型筛选-优化-评估路径

· · ·

共享
sharable

· · ·

愉悦
Enjoyable

· · ·

活力
Vigour

· · ·

安全
Safety

共享+愉悦+活力+安全

多维度评估筛选关键点

输入场地要素

多维度评估改造成果

输出场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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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

共享

愉悦

活力

安全

入
入口

开展一系列公共空间优化行动

用涂鸦点亮街头设施

空间

互动装置传承历史记忆，丰富广场活动

-LAF《景观设计学》-2020 年第 2 期“儿童与城市环境”-
项目发表 

-2020 年 ArchDaily 中国年度建筑大奖 - 景观建筑入围
提名 

-gooood 2019 年度 4 月最受欢迎的景观设计
政府

学生

设计师市民

趣城蛇口
微更新

开发商

面向全市征集方案，无城市设计门槛和资质要求 设计团队、设计师、艺术家、市民等均
可参加。

全民参与 给街道办、设计师创建平台 开展一系列公共空间优化行动

可广泛推广应用实施机制和路径

趣城·社区
微更新设计        基层政府

实施主体

          多渠道资金

实施保障

经费有限

      社区居民

共同参与 建筑师、规划师、雕塑
师、艺术工作者……

居民、设计师、院校
老师、学生……

不设门槛

       设计师、工作室、在校学生…

实施落地

居民

① 宣传征集

②试点筛选

③方案征集

④方案评选

⑤改造实施

提供选点

共同筛选

参与设计

投票评选

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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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无门槛征集 参与人员广泛 作品质量远超预期

全民参与： 全市 城市设
计门槛和资质要求，设计 设计

：蛇口学校

出入口广场：蛇口学校南门广场

：

： 入口

设计

结合现状条件和市民需求，筛选出投入小、见效快、代表性强的 4 个试点空间进行针灸式激活，包括通过型街
角空间、功能流线复杂的出入口广场、半开放空间及街头常见设施

计

空间

趣城社区微更新设计——社区层面的探索和延续

社区——

贴近市民，最接地气

经费有限，需精打细算

趣城社区：小投入、大提升

面向实施、
可持续的、

贴近民生的设计

工作室×5 蛇二代×4

在校学生×6 设计院×3

个人参赛×8

我爱蛇口
给蛇二代一个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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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结 合 原 有 功
能，重塑了场所的
空间秩序，通过地
面分区引导不同功
能的活动，为居民
提供一处阴凉休息
的等候空间与儿童
友好的游戏空间，
提 高 空 间 的 舒 适
性。

方案在流动的空间
内创造出“定格的
风景”，通过建筑
小品、城市家具的
设计打造共享舒适
的开放空间，增加
邻里互动，形成片
区的“公共客厅”。

方案提出“缤纷墙体”
的概念，300 个缤
纷盒子组成承载着
小 朋 友 的 美 好 心
愿，我爱蛇口几个
大字成为社区的共
同记忆。

方 案 采 用 消 解 手
法，让蛇口街头的
环网柜改为淡雅的
马赛克，缩小了围
栏的密度，有效解
决了垃圾随手丢入
的问题，为蛇口街
头增添了独特的色
彩和场所记忆。

陈旧呆板的公告板，又不能玩，真无聊

问题一：宣传栏造型陈旧：校园文娱及信息展示缺乏吸引力与互动性

1m

这座位也太高了，一点都不方便！

问题二：消极的角落空间：树池高度缺乏人性化；空间活动单一

这里好堵呀，接完娃都挤得要命！

问题三：缺乏秩序的广场：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学生排队与家长等候空间划分模糊

改造前

改造前

问题一：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这面墙，好怕蹭到，好脏！

问题一：传统警示牌式的设计观感较差

问题二：“垃圾桶”式的消极空间，管理难度大

自组空间设计

自组空间设计

自组空间设计

自组空间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