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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统筹的大西安“城市营造”策略研究

姚珍珍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贯彻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从空间结构、新城建设、生态安全、历史文化

保护、交通支撑等五个方面探索大西安区域城市空间营造策略，从风貌分区、重要轴线、特色节点、山水格局、建筑

风格分区等五个方面研究大西安城市风貌营造策略，共同推动大西安区域城市空间及风貌统筹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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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西安范围

大西安是指包含西安市域、咸阳市大部分地区（包

括秦都区、渭城区、泾阳县、三原县、兴平市、礼泉

县、乾县、武功县）、西咸新区、渭南市（临渭区、富

平县）、杨凌区，总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

大西安范围图（来源：《大西安2050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2��大西安城市营造的意义

2.1  支撑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

是构建全球发展新秩序的举措，也是重塑国家空间格局

的应对。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

放新格局下，大西安区域作为国家东西部地区交汇的枢

纽，是国家向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撑点，大西安

的城市发展对国家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落实国家科学规划要求
国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要求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实效性，充分发挥城市

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保障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

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推进大西安远景目标的建设。

2.3  大西安自身发展诉求
大西安当下发展面临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深化国际

化的迫切需求，在新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经济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方式的需要。同时，为了指导大西安区

域统筹协调，彰显城市特色，迫切需要我们转换规划视

角，研究区域协同，推动大西安区域城市特色营造[1]。

3��大西安城市营造策略

3.1  注重城市空间营造，推动大西安区域统筹协调
为贯彻落实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以“大西安”空间

范围为研究视角，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为指导思想，本文在空间结构、新城、生态、

历史文化名城、交通体系五方面提出城市营造思路。

3.1.1  空间结构营造方面，形成“北达九嵕，南抵秦
岭，生态隔离，组团分布”的多组团城市空间布局。

规划延续西安独有的“九宫格局”空间模式，提出

“多轴线、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发展模式，并形成

“三轴三带多中心”的大西安空间结构。“三轴”为：

中部形成南接秦岭终南山，中承西安历史轴线，北至大

地原点，延伸至唐陵，以文化旅游、现代服务职能为主

的大西安城市发展主轴；西侧沿沣河形成南北纵贯西咸

新区、高新区，以商贸、科创、临空经济职能为主的生

态文化创新轴；东侧沿灞河形成南北向联系国际港务

区、浐灞生态区和曲江新区，以现代服务、文化、会展

职能为主的现代服务生态轴[2]。

“三带”为北山生态带、南部秦岭生态带及渭河生

态带。

“多中心”为依托西安中心城区，重点发展文化旅

游、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的西安核心区；在沣

河与西侧轴线交汇处形成以现代商贸、高新技术为主的

西咸新中心，以及依托浐灞渭体育中心、欧亚论坛等重

要节点形成的生态型现代服务的东部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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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安空间结构规划图（来源：《大西安2050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

3.1.2  新城营造方面，打造大西安“创新之城、生态
绿城、时尚乐城、国际智城、人文名城、开放融城”的

城市新城

在大西安城市骨架的基础上，考虑整个区域的系统

性塑造，并谋划未来城市发展重点，在城市东、西轴线

上打造能够代表大西安新形象的城市新城。在西部区域

以“沣渭半岛”等新区为基石，塑造科技创新引领的核

心抓手，在东部区域以浐灞泾渭等新区为抓手，完善集

现代商务、国际金融、体育休闲、国际会展、文化旅游

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级公共服务网络中心建设，打造未

来大西安生态型现代服务新中心[3]。

3.1.3  生态营造方面，构建“山、水、塬、田、城”
相互交融的大西安生态安全格局。

通过线性生态要素连通重要生态斑块、隔离城市组

团，划定大西安生态保护区，加强秦岭北麓生态带及九

嵕山的保护，加快河湖湿地的生态修复、保护和治理，

推进城市绿地公园建设，构建大西安“山、水、塬、

田、城”相互交融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城市发展和自

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3.1.4  历史文化名城营造方面，构建“一轴一心五
带”的大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

统筹大西安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从山水格局到

文保建筑的完整保护框架，建立大西安“一轴一心五

带”的历史文化格局，展现古都气魄。“一轴”为长安

龙脉主轴；“一心”为大西安核心区；“五带”为古人

类遗存带、都城遗址带、渭河陵寝带、唐陵寝带、秦岭

生态与宗教文化保护带。在大西安核心区构建历史文化

展示保护体系，推动文化资源价值提升。

3.1.5  交通营造方面，实现以大西安为核心的城市群
交通一体化

构筑通达国际、辐射区域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

挥枢纽作用，形成与大西安功能相匹配、空间相协调的

交通格局。做强咸阳机场，构筑“一主一副多点”机

场体系；实施“双港（空港、陆港）驱动”战略，打造

“空中丝绸之路”及多方向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梳理交

通走廊，增加北部过境高速和快速新环线；构建大西安

“一环八放射”快速轨道系统。

3.2  加强城市风貌营造，体现大西安在新时期的历史
文化空间特色引领，及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风貌特色

把握大西安空间战略发展，重点考虑城市形象、风

貌的营造，遵循“文化与生态优先、内涵式发展和历史

脉络与城市精神的活化展示”的设计理念，以“千年故

都，山水长安，丝路起点，国际名城”的形象定位，衔

接城市总体规划及重点区域规划，构建“两轴一脉、三

山拱卫、五址展示、八水润城、九宫格局、十点表征”

的大西安城市总体艺术构架。细化及传递风貌营造思

路，中心城区特色空间系统重点突出风貌分区、轴线体

系、节点体系、生态格局体系、建筑风格体系等五个核

心部分[3]。

3.2.1  构建“四主十六辅”风貌分区体系，促进城市
特色风貌的传承与发展

综合考虑历史文化遗存、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

情况、城市现状风貌建设等四点要素，对中心城区的风

貌分区划定并进行原则性控制引导。确定历史文化特色

风貌区、风貌协调区、现代风貌区、自然生态风貌区四

大风貌分区及相应的十六个风貌亚区，进行控制引导。

3.2.2  构建“一龙脉、两主轴、十次轴”城市轴线体
系，打造城市特色集中体现区

城市轴线是城市及片区中串联城市各文化、功能板

块、展示及拓展城市空间风貌形象的主要廊道。打造具

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城市轴线体系，凸显西安“三纵一

横”的城市空间格局。通过下一层级（片区级）轴线具

体管控，增强轴线界面空间的连续性和丰富性。针对城

市不同功能、特征等因素，对城市轴线进行分级、分

类、分段管控并确定相应管控要求。

3.2.3  打造“两层级、三类型”城市特色节点体系，
建设城市风貌亮点区块

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节点体系，体现城市标示性及

差异性，通过下一层级（片区级）节点形象塑造设计，

强化节点标志性，加强城市记忆。整合城市历史文化节

点、公共空间节点、绿地公园节点，形成节点体系。并



217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2� 第4卷�第10期

针对城市不同功能、特征、标志等因素，分别确定特级

节点及一级节点的类型、名称及管控要求。

西安城市一级轴线分布图（来源：《西安总体城市设计》）

3.2.4  构建“一池三山、四园八水、五楔多点”生态
安全格局，彰显城市大山水空间

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西安城市空间格局，保证城市

可持续发展，构建具有西安特色的生态空间结构，建成

“山、水、田、塬、城”和谐共生的美丽西安。构建西

安生态安全格局，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发展。通过保护和

修复城市本底的生态绿楔系统、生态绿环系统、生态绿

廊系统、生态绿斑系统，构建西安生态开敞空间体系。

同时对不同类型系统的具体控制对象，分别进行针对性

的控制引导。

3.2.5  划定中心城区四大建筑风格区，突出历史与现
代交相辉映的城市气质

将西安中心城区的建筑风格划分为四大区：传统建

筑风格区、融入符号建筑风格区、现代建筑风格区和地

域民俗建筑风格区。传统建筑风貌建构以历史文化为

依据，依照历史建筑的式样进行建构，包括先秦风格建

筑、秦汉风格建筑、唐风建筑和明清建筑等形式。多应

用于西安大遗址周边地带、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物保

护单位周边区域以及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现

代建筑风貌建构运用现代建筑材质与设计手法，作为城

市主体风貌类型，广泛分布，体现雄浑厚重的城市气

质，以色彩、材质、体块等多种设计手法，体现西安地

域建筑的韵味，表达城市意韵。

4��结语

基于未来大西安城市空间及城市风貌营造的两大方

面，促进西安成为一个更具人文魅力，更可持续发展的国

际化大都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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