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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适应杭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体现城市建设“以

人为本”的理念，引导和调控城市雕塑总体建设,建构和深化城市发展战略

的视觉表达和美学品质，保护和管理城市空间文化资源，提高雕塑建设和

管理水平，编制本次总体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杭州市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城市公共空间。 

第三条 规划依据 

本规划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定和标准，参照《杭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年）》、各城区分区规划及相关规划，综合考

虑杭州城市空间发展布局；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和城市公共艺术最新

发展的研究成果，梳理并建构杭州市公共空间文化内涵与艺术品质，围绕

城市雕塑的专业特点而编制。 

第四条 规划期限 

与杭州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保持一致。 

近期：2007-2010年； 

远期：2011-2020年； 

远景：展望到 2050 年左右。 

第五条 规划指导思想 

1、按照杭州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充分挖掘杭州地缘文脉的当代价值，

激活杭州自然山水风光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进一步推动杭州城市

雕塑与文化、旅游、经济、教育等各项规划目标实施协调发展。 

2、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关注城市雕塑空间布局的适众

性和开放度，体现和符合都市公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品位，通过对城市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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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艺术的科学规划，推动打造杭州国际化的“生活品质之城”和“休闲之

都”的目标实现。 

3、借鉴国内外城市雕塑建设的成功经验，尊重杭州市的地域特点和城

市个性，力争使杭州雕塑建设在较短时间内有一个大的跨越，以富有独特

个性魅力的都市空间文化形象体现出国际大都市的水平。 

4、按照统筹规划、远近结合、分期实施的步骤，梳理城市文脉，结合

城市公共空间，确立城市雕塑题材和布局，着力塑造城市人文环境，传承

城市文化，创新城市时代精神。 

5、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持开发建设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体现重点

突出、滚动发展的思想，力求有序合理地利用和建设城市公共空间雕塑文

化景观。 

第六条 规划原则 

1、符合杭州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目标，结合城市空间现状和发展趋势

构建城市雕塑景观系统，塑造杭州城市雕塑独特形象，推进杭州城市品牌

建设； 

2、挖掘杭州城市历史，遵循地域文化特征,展现杭州人文底蕴和展现

城市独有独特文化魅力。 

3、梳理城市空间资源，明晰城市雕塑布局意向，提炼城市记忆，挖掘

并激活杭州城市文化资本，增强城市艺术景观。  

4、突出重点，分级规划，注重点、线、面的有机结合，注重雕塑规划

与建设的地域和阶段平衡，打造杭州市的地理空间魅力、社会历史空间所

在、心理空间归属与凝聚三者有机统一的城市艺术新空间。 

第七条 规划目标 

1、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发展要求和城市空间景观总体意向，确定城市

雕塑空间分布形态与雕塑主题建设意向，塑造城市形象和城市个性特征，

发挥城市雕塑的审美引导、文化标志作用；通过城市雕塑艺术建设，全面

提升杭州城市生活和居住的空间环境品质与艺术品位，提升市民审美素质。 

2、梳理城市空间，明晰不同区域的意象特征，以城市雕塑传承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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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构建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之间的可触可感的空间形态，以空间布局的逻

辑性和连续性来展现杭州独具魅力的艺术景观。 

3、建立城市雕塑活动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城市雕塑创作制度，形成

科学有效的雕塑建设与管理运作机制，全面提升杭州城市雕塑整体水平，

通过杭州城市雕塑的不断发展，展现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与魅力，促进城市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第八条 规划重点 

1、提出近期建设目标与策略，明确近期雕塑建设方向和重点区域。 

2、分析杭州市城市雕塑布局现状，明晰雕塑规划意向，确立主题定位

和题材分类，提出城市雕塑总体布局以及布局原则和要求。 

3、提出规划实施保障管理制度和措施。 

第九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划适用于本次规划范围内的一切城市公共空间中各类城市雕塑的

新建及改建以及扩展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规划管理工作。本规划中所使用

的相关技术资料截止时间为2006年 12月。 

第十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说明和图纸组成。文本对规划的各项指标和内容

以及规划的实施和管理提出规定性与操作性要求，说明和图纸为文本的进

一步阐释，提出雕塑规划的具体执行和操作条文，三者不可分割，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解释权 

本规划由杭州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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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题定性与题材分类 

第十二条 主题定性 

根据杭州城市发展战略和浙江文化大省、杭州文化大市建设发展要求，

在分析城市现状基础上，按照杭州城市总体发展格局和城市文化空间分布

意向，从历史、文化、自然、民俗、教育及科技等综合因素出发，对杭州

市城市雕塑主题进行定位，确立并划分出基本主题、专属主题和特色主题

三类。 

第十三条 题材分类 

1、基本主题 

依据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本特征而定。按杭州的历史传

统和文化特色及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划分为历史、自然、人文、政治、

民俗、科技、教育、休闲八大类主题。 

2、专属主题 

依据杭州的文化底蕴和民俗、民风特征而定。按杭州的地域特征和人

文特点及江南都市印象，以最具杭州城市自身特色的文化类别（水文化、

茶文化、竹文化、桥文化、玉文化、丝绸文化、官窑文化、戏曲文化、金

石文化、园林文化、休闲文化等）为依据，确立雕塑规划专属主题。此类

主题为杭州城市雕塑建设专属主题意向，为杭州雕塑艺术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3、特色主题 

依据杭州的地缘特征和城市独特意象而定。针对现代意识和都市未来

建设目标追求，确立独具特色的主题意向，如母爱、少年梦幻、钱江诗辞、

时尚、动漫、未来时空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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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题材类别与公共空间定位 

      题材类别是城市精神和个性构成的主体，依据公共空间的主题定位，

是城市精神和个性的场所实现。 

1、 基本主题与题材表达城市精神，提炼城市历史文脉，展示与标识城

市发展趋势，呈现城市个性特征。此类主题与题材空间置放适宜于城市主

轴线，象征城市社会核心的广场、道路与公共空间，城市主要出入口和重

要节点等。 

2、 专属主题与题材挖掘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存储着城市空间文化成

就，传递城市精神，塑造城市个性。此类主题与题材空间置放适宜于历史

风景区、历史保护区、风情街区、休闲与娱乐街区等。 

３、特色主题与题材表达都市生活、彰显个性、民风民俗、寓教于乐，

倡导新生活新风尚，塑造场所伦理。此类主题与题材空间置放适宜于主要

公共中心、社区、街区、产业园区、旅游风景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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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总体结构与布局 

 

第一节 总体结构 

第十五条 总体布局结构 

根据杭州市发展格局和城市空间意向，结合杭州文化、历史传统等地

缘文脉特征，在城市总体规划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确立城市雕塑总体布局

结构为： 

“一心、二轴、三带、四区、多点” 

“一心”：即雕塑公园与公共艺术中心。 

“二轴”：纵轴以延安路为主轴线，南接吴山广场，经延安路，北至武

林广场、西湖文化广场。横轴以天目山路—环城北路—艮山路为主轴线，

艮山路向东连接下沙新城，天目山路向西连接小和山高教园区，途经主城

区东西交通干道，为城市主要门户形象展示区。 

“三带”：即环西湖景观带、钱塘江景观带、运河景观带。 

“四区”：即历史文化街区、特色商业街区、风景旅游区、教育和产业

园区。 

“多点”：即绿地、广场、公共中心、主要交通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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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布局 

第十六条 雕塑公园与公共艺术中心（一心） 

1、规划目标 

雕塑公园与公共艺术中心是杭州城市雕塑及公共艺术建设的核心，是

建设杭州城市景观、营造杭州现代都市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以建设集

艺术创作、研究、教育、推广和休闲、娱乐、旅游等综合功能融为一体为

目标。 

雕塑公园主题规划以专属主题和特色主题为主，彰显杭州独有的地域

文化和旅游资源。 

公共艺术中心是建设杭州文化与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经典

创意和优秀的学术、科研，形成强大的城市雕塑艺术和公共艺术创作氛围

和雄厚的市场竞争力量，既可为杭州的公共艺术建设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也可形成所在地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旅游高点。 

公共艺术中心的设立依据杭州城市的发展而确立，在远期规划中，可

以设置多个公共艺术中心。 

2、规划要求 

雕塑建设要具有一定规模，材质和表现形式鼓励多样化；作品要具有

学术性、地域性和文化性；鼓励雕塑公园建设引入现代新型雕塑作品；雕

塑公园限制大体量作品重复建设。 

第十七条 城市雕塑景观主轴线（二轴） 

1、规划目标 

形成以吴山广场—延安路—武林广场（延伸到西湖文化广场）为纵轴、

以天目山路—环城北路—艮山路为横轴的城市雕塑景观主轴线。二轴地带

是杭州文化设施、商业中心的高度集中地和辐射地，是城市雕塑建设形象

展现的主要区域。 

2、规划要求 

鼓励两轴地带加强雕塑建设，改变二轴地带雕塑稀少的现状，以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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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都市文化形象相匹配；雕塑主题规划以时尚、科技和历史人文为主； 鼓

励雕塑表现形式多样化，限制大体量作品重复建设。 

3、 重点建设区域 

纵轴包括吴山广场、解放路与延安路交叉口、龙翔桥小广场、庆春路

与延安路交叉口、凤起路与延安路交叉口、武林广场、西湖文化广场等。 

横轴包括下沙新城广场、迎宾路与杭海路交叉口、彭埠立交桥周边、

汽车东站广场、艮山门运河公园、西溪河绿化带、汽车西站广场、留下文

化广场等。 

第十八条 城市雕塑景观带（三带） 

1、环西湖景观带 

（1） 规划目标 

以西湖为中心的景观带所形成的西湖文化是杭州的灵魂，环湖的自然、

人文、古迹是杭州雕塑建设的主要素材。 

（2） 规划要求 

雕塑建设以西湖传说、风景名胜和历史名人为内容的历史类、人文类

规划主题规划为主。 

环西湖周边的雕塑建设已经较为充分。该区雕塑建设以控制为主，不

宜过多建设；对既有雕塑（含古代雕塑）采取积极保护措施；对新建雕塑

采取严格的规划与审批制度。限制大体量雕塑作品建设。 

2、钱塘江景观带 

（1）规划目标 

钱塘江两岸景观带是城市雕塑景观的主要建设地区，“跨江、沿江发展”

是杭州“构筑大都市”的主要发展战略，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为钱塘江

景观带雕塑建设的核心区域。 

（2）规划要求 

钱塘江景观带目前雕塑分布较少，鼓励加强沿江两岸雕塑建设。规模

和主题依据钱塘江地域和文化特征而设。雕塑主题规划和建设依据钱塘江

两岸的现状和功能区分为三段：复兴大桥以西为自然主题段；钱江二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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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教育、工业科技主题段；中间为现代都市形象建设区，规划主题以专

属主题、特色主题为主。 

（3）重点建设区域 

市民广场、城市阳台、滨江大道、奥体中心、国际博览中心、滨江中

心公园等。 

3、运河景观带 

（1）规划目标 

运河景观带城市雕塑建设是体现杭州历史传统，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

重点地带。 

（2）规划要求 

运河景观带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的沿河雕塑景观。该区雕塑建设要采

取保护和有机更新相结合的原则。雕塑主题围绕发掘遗存古迹，展示桥梁

文化，体现和围绕运河历史和人文风情展开，创造独特文化氛围，丰富运

河文化景观内涵。运河全段限制大体量雕塑作品重复建设。 

运河江干区段为城市生态景观区，雕塑建设以现代抽象造型为主;主题

规划以水文化、自然主题为主。 

运河下城区段为现代都市文明景观区，雕塑建设采用抽象、具象形式

均可；主题规划以政治类、科技类、民俗类、休闲类主题为主。 

运河拱墅区段为古代运河历史风貌区，雕塑建设以具象风格为主，主

题规划以历史类、民俗类、水文化、桥文化和园林文化为主。 

（3）重点建设区域 

依据运河的现状风貌和功能结构划分，运河景观带雕塑规划与建设重

点为运河未来公园、运河码头公园、运河工业公园、西湖文化广场、LOFT

公园。 

第十九条  城市雕塑重点区域（四区） 

１、历史文化街区 

（1）规划目标 

保护和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和历史特色是该区雕塑建设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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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雕塑建设以展现历史文脉为主，主题规划以历史类和人

文类为主的水文化、玉文化、官窑文化、金石文化、戏曲文化等为主，体

现历史文脉的延续。 

（ ）规划要求 

重点规划和建设地区为清河坊历史街区、小营巷旧城风貌保护区、中山

中路传统商业街、湖边邨近代民居保护区、思鑫坊近代民居保护区、北山

街保护区、西兴老街保护区、长河老街保护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拱宸

桥桥西历史街区等。 

对历史文化街区，采取保护和有机更新相结合的原则。雕塑建设在保

护街区历史风貌的基础上，结合街区特色和文化内涵，适度开发和建设，

并鼓励一定体现街区文化特色的雕塑集中建设。 

2、特色商业街区 

（1）规划目标 

特色商业街区雕塑建设要与商业中心的性质和功能相结合，关注和体

现商业精神和文化。 

（2）规划要求 

雕塑建设应采取鼓励措施，以彰显商业文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作用

和地位。雕塑作品数量和尺度应与周边环境协调，以小型作品为主，限制

大型作品建设；雕塑建设追求多样化，表现形式采用具象、抽象均可。 

（3）重点建设区域 

重点建设湖滨旅游商贸特色街区、清河坊历史街区、中山中路传统商

业特色街、丝绸特色街区、百井坊商贸特色街区、南山路休闲特色街区、

武林路时尚女装区、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梅家坞茶文化村落、信义坊商

业步行街、文三路电子商务街区等。特色商业街区雕塑规划主题应充分结

合街区商贸特色和街区文化个性特征，以历史民俗类主题为主，着重表现

特色商业街区的民俗文化、丝绸文化、水文化、休闲文化、茶文化和时尚、

科技文化等。 

3、风景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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