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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地域特色引导城镇空间特色塑造的
对策建议

摘要：淮阴师范学院蔡安宁研究认为，地域特色是城镇空间

特色的基础，城镇空间特色是地域特色的集中体现。江苏拥平原

丘陵，揽江湖河海，孕历史人文，育人杰地灵，地域自然和文化

特色显著。但江苏城镇空间特色塑造对地域特色挖掘和利用不足，

存在着城镇空间与自然不协调，城镇空间更新历史文化传承不足，

城镇空间环境质量水平不高等问题。为此，建议规划引领，全过

程构建城镇管控体系；生态筑底，深入挖掘地域自然特色；文脉

传承，充分提炼地域文化特色；活力激发, 着力打造江苏城镇时

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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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如何避免城镇空间同

质化危机，是必须要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江苏拥平原丘陵，揽

江湖河海，地域自然特色独特；江苏孕历史人文，育人杰地灵，

地域文化特色显著。在习总书记赋予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的新使命下，探索利用江苏地域特色来引导城镇空间

品质提升和文化特色塑造，化解城镇空间同质化危机，为给全国

城镇空间建设提供江苏经验。淮阴师范学院蔡安宁承担的江苏省

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挖掘江苏地域特色引导城镇空间特色塑造研

究”，调研了全省不同地域城镇空间建设的现状，分析了存在问

题，提出了江苏城镇空间特色的塑造要根植于自然山水本底，蕴

含于地域历史人文中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江苏城镇空间建设发展现状

城镇空间建设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镇空间建设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粗

放到集约的发展历程，进入了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1.城镇空间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镇经

过 40多年的发展，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城镇空间面貌日新月异，

城镇空间承载力不断增强。一是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从 1978年的不到 14%提高到 2020年的 72%，城市数量

达 109个，建制镇数量达 718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4648平方

公里。二是城镇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逐步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座）、中国历史文化街区（5

个）数量均为全国第一，保护了大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延续了

城镇历史文脉。三是城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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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地率分别达到 20.17万公顷和 43.4%，“联合国人居奖”城市

（7座）、“中国人居环境奖”城市（15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9座）数量均为全国第一，是全国美丽宜居城市建设试点的唯

一省份。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基建加快推进，奋力

谱写“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现代化新篇章。

2.城镇空间建设重点发生转移。根据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规律，城镇化水平在超过 70%后，整体发展速度将放缓，城

镇化将进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重大转折时期。江苏目前城镇化率

已达 72%，未来城镇空间建设中高速度发展已经不可能，再加上

江苏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的客观情况，在国土空间规划城镇

开发边界硬性约束下，江苏城镇空间建设进入了城镇更新的转折

时期，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从追求“有

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

造。在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下，城镇空间建设不断重视

个性化设计、特色化塑造和精细化治理，全面营建美丽宜居住区

和美丽宜居街区。

3.城镇空间建设目标以人为本。人是城镇空间的根本尺度，

现代的城镇，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人口的集中，楼宇的集合，产

业的集聚，已经日益成为承载梦想的空间、创造机遇的舞台、寄

托心灵的场所，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为本的城镇高品质空

间已经成为江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近年来，江苏因地制宜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花大力气进行城

镇修补和城镇生态系统修复，着力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短板。2019年，全省城市道路长度 49056公里，人均拥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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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积 25.41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98平方米，城市污

水处理率 96.1%。尤其是疫情期间，不断加强城镇治理中的风险

防控，加快建设城镇综合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镇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从城镇空间建设到城镇空间治

理，完全按照人的需要，把空间还给人，为人民群众创设了宜居

宜业的空间环境。

二、江苏城镇空间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江苏城镇面貌日新月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但从满

足高质量发展要求来对标，城镇空间建设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

1.城镇空间与自然不协调，秩序单调活力不足。苏南因为经

济发达，外来人口较多，再加上地形以丘陵水网为主，因而，城

镇空间资源紧张，存在毁山填湖填河，破坏水系等行为，导致部

分城镇空间布局、建筑风格、材质选用没有呼应周边地形地貌，

没有顺应山水田园格局。部分城镇景观没有开合进退错落有致，

视廊以及视域中通透性比较差，导致不能充分观山赏水。苏北人

口众多，地形以平原为主，居民沿路建房较多，甚至沿过境公路

延伸，脏、乱、差、噪声现象普遍。部分城镇沿街一层皮，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沿街建筑体量贪大求高，非沿街建筑低矮破旧

不堪。部分城镇街道与居民院落无明确界限，街道又缺乏分割绿

带，不安全因素太多。部分城镇外围出入口标识性或不足或缺失

或简陋，内部缺乏微型公共空间，空间秩序单调枯燥，缺乏节奏

和韵律。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老化或者不完善，城

镇面貌陈旧，生活不方便，城镇缺乏吸引力，人口外流，空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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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活力缺失。

2.城镇空间更新缺乏特色，历史文化传承不足。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但部分城镇空间在更新中，存在地域特色不明确、文化

认知感薄弱、文化定位不清晰等现实问题。片面追求发展，重经

济价值，做形象工程，轻文化价值，毁历史建筑，采用大拆大建、

拆旧建新、过度开发等手段，不注重城镇文化遗产保护，不注重

历史文化传承。部分城镇采取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大范围的兴建

标准化的建筑物，没有做好城镇特色规划和布局。部分城镇为创

建文明城市，进行市容镇貌整治，不顾地方特色一味追求形式整

齐划一，统一牌匾、门窗和墙壁样式，扼杀门店人文底蕴。千篇

一律的同质化倾向正在消解和衰退着城镇的传统习俗和审美旨

趣，抹平和削损着城镇的文化特色，瓦解和摧毁着城镇的乡愁依

托。

3.城镇空间表面简陋杂乱，环境质量水平不高。苏北不少城

镇空间表面简陋破旧，廉价的玻璃，刺眼的瓷砖，古怪的栏板，

劣质的抹灰墙，破损的街道，违章的建筑，充斥在大街小巷。城

镇更新过程中，或采用水渠式改造，沿街立面建设风格单一，重

复雷同，地方标识性差；或不顾城镇的地方性，简单照搬大城市

建筑形式，盲目山寨外来建筑符号，城镇风貌支离破碎；或者片

面模仿现代园林景观，摒弃乡土树种和地被植物，城镇绿化不伦

不类；或新老镇区和新旧建筑不协调，城镇空间割裂。街道座椅、

路灯、垃圾桶、地面铺装、景观小品等环境设施或者缺失或者做

工粗糙，指示牌、门店招牌、厕所等标识导引或者残缺不全或者

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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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城镇空间特色塑造的对策建议

为落实习总书记对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要求，为给全国提供江苏经验，提出规划引领，生态筑底，文

脉传承，活力激发等对策建议来解决城镇空间特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1.规划引领，全过程构建城镇管控体系。从城镇空间顶层规

划设计到日常建设管理，全周期全过程构建城镇管控体系。首先，

在省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基于江苏自然的多样性、文化的丰

富性，结合未来城镇化推进的空间差别化要求，兼顾传统文化基

因和未来发展，划定江苏省域、市域特色风貌分区，实施面上引

导。其次，在县镇（乡）国土空间规划层面，要探索建立城镇责

任规划师或责任建筑师制度。率先在江苏各地先行开展试点，要

赋予责任规划师或责任建筑师对城镇整体和重要地段特色的指

导权、决策权、监督权和否决权。不断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广全国，充分展现江苏城镇空间建设的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

再次，在城镇空间特色日常建设和管理层面，尤其是在详细规划

和专项规划阶段要做出亮点，要加强比选、论证、审批、公示和

监管,要发挥城镇居民的主体作用，调动城镇居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赋予城镇居民对城镇空间特色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2.生态筑底，深入挖掘地域自然特色。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城

镇，城镇总是扎根于特定的地域，任何城镇都受到所在地的地形、

气候、河流、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制约，地域自然差异性是城镇

空间特色的天然基础和基本境界。江苏具有锦绣江南鱼米乡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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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网，山水相融的宁镇扬丘陵岗地，河川纵横的长江冲积扇，

生生不息的滨海滩涂湿地，湖荡水乡的里下河地区，黄河故道蜿

蜒的徐淮宿黄泛区。为此，在城镇更新转型过程中，要贯彻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深入提取江苏各地自然特色

差异性和特殊性，依形就势，显山露水，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进

行植被生态恢复，因时制宜进行生态景观营造，因势制宜进行街

道生态绿色规划，因水制宜进行市民活动场所利用，让城镇巧妙

地融入自然，让地域自然特色成为城镇的基底，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文脉传承，充分提炼地域文化特色。城镇之所以被识别，

是因为城镇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内的人们

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精神

品格、行为规范等。地域文化是城镇空间特色的灵魂。江苏地域

文化特色鲜明，有秀美灵动江南韵的苏锡常环太湖文化，江山锦

绣帝王州的宁镇沿江文化，繁华古朴美食城的淮扬泰大运河文化，

楚风汉韵两汉地的徐宿黄河文化，多元包容江海风的连盐通沿海

文化。为此，要对江苏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整理、保护、传

承和创新，以地域文化对城镇空间进行系统性改造，以道路、边

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为重点，注重城镇整体形象和风格设计，

加强特色空间和重点街巷改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活化非物质

文化遗产，丰富文化业态和规模，改变城镇有壳无魂印记，让城

镇地域文化特色从缺失到彰显再到活化，实现千城一面向各具特

色转变。

4.活力激发，着力打造江苏时代特色。江苏拥平原丘陵，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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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河海，地域自然特色明显。江苏孕历史人文，育人杰地灵，

地域文化特色显著。对于江苏境内星罗棋布的城镇，首先，统筹

江苏地域自然特色和文化特色。顺应城镇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

自然环境，延续城镇传统空间格局，保护文脉传承。其次，统筹

新旧城镇街区建设。邀请专业规划团队与群众一道，因地制宜推

进城镇特色改造与更新,实现传统与现代交织，历史与现实融合，

达到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境界。为此，在设计和理念上要严禁抄

袭模仿和山寨行为，在建筑和材料上要绿色低碳和节能环保，在

特色和尺度上要注重城镇个性和品质，在布局和功能上要方便工

作和生活。再次，与时俱进，高标准更新城镇基础设施工程，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城镇空间特色科

技赋能，加强城镇精细化治理，提升城镇人居环境和品味，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蔡安宁，系淮阴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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