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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与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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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厦门开展了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与管理实践，通过实践建立了厦门市道路

规划设计的编制体系，较好的衔接上位规划、落实规划理念，避免了工程设计与规划管理的脱节，促进城

市道路建设的效率和品质提升。本文从传统道路前期工程方案设计遇到的问题出发，结合厦门的道路修建

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内容、特色和到达的效果，提出开展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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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一般在城市道路规划设计中，在完成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片区市政道路专项规划之后，

通常由市政工程设计单位开展道路工程方案设计（以下简称方案设计），报城市规划主管部

门进行审查和相关规划许可。在编制体系中缺乏一个与上层市政道路专项规划和道路工程设

计衔接的详细规划。近几年来厦门市针对道路工程方案设计在规划许可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

题，进行了城市道路规划设计编制和管理的改革，开展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

道路详规）代替工程方案设计，以适应城市市政道路建设发展的要求，更好的落实规划，提

高效率。 

2 问题和对策 

2.1 问题 

依托传统的道路工程方案设计开展道路建设前期规划和审批工作，从厦门之前的实施情

况来看，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偏重于工程设计可行性，对用地规划、交通规划、市政规

划的分析与研究不够深入，与上位规划衔接不到位；二是对规划理念的理解落实不足，导致

方案设计审查的反复，降低前期工作的效率；三是方案设计指导性差，法定性不强，不利于

规划用地控制和审批管理。 

厦门以往方案设计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表现为：（1）方案设计后再招标设计单位，

造成方案设计投入不足；（2）设计费用与工程造价相关联，造成不必要的工程浪费；（3）

对已批用地和土地利用规划资料收集及分析不足，与周边用地衔接不上；（4）对道路周边

交通组织情况、交通设施布局等研究深度不够；（5）对管网系统规划落实不足。这些问题

往往会造成设计反复调整、延长工期，甚至造成工程返工，带来规划管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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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策 

针对厦门市道路规划设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厦门在借鉴武汉和深圳等城市道路规划设

计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开展道路详规工作，完善道路规划编制体系，并通过法规条例确立其

法定性，并在规划审查上进行完善改革。 

2.2.1 完善编制体系 

在厦门市道路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中增加了道路详规的编制阶段，在工程设计阶段取消方

案设计。在编制上要求本市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的城市道路工程、慢行通道（含人行过

街立交）等道路建设项目均须编制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 

 

图 1 厦门市道路规划设计编制体系 

2.2.2 提出技术要求 

通过制定《厦门市城市道路及市政管线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提出道路详规

的编制要实现道路建设项目对上位规划（城市规划、交通规划、轨道规划、市政管线工程规

划等）的落实，加强对道路工程的交通功能、管线布置等的深入研究，明确道路的功能定位，

合理进行各类交通组织,协调各类交通设施和地下管线的综合布局，达到提升道路工程设计

质量与加快审批时效等目的。 

2.2.3 确定保障机制 

厦门市人大和市政府分别在《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一般道路建设工程前期审批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中，要求开展城市道路详规编制



3 
 

工作，规划主管部门也针对道路详规编制制定相应的审查制度。 

3 道路详规编制工作 

城市道路交通详细规划工作是对一条道路或者一个片区开发道路，结合新理念、新技术，

综合运用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市政规划及市政道路工程等理论，进行道路整体性详细规划。

重点解决城市道路交通问题，处理好市政管线关系，控制用地红线，指导规划审批和工程建

设。 

3.1 充实规划内容 

（1）在现状及上位规划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道路交通组织分析，重点分析沿线用地、

区域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需求，确定各类交通的组织方式及周边交通设施的布局； 

（2）研究确定道路的性质、功能定位、建设规模与设计标准； 

（3）进行道路平面布局、竖向控制、横断面、交叉口、公交站点、行人过街等设施详

细规划； 

（4）明确道路用地及两侧绿化带宽度； 

（5）明确道路下各种市政管线的规模、敷设方式、管位布置，进行管线综合规划的前

期协调、管线综合设计； 

（6）进行道路下排水管线系统设计。 

（7）对工程项目设计进行全过程规划跟踪服务。 

相对于以往的道路方案设计，城市道路详规新增了用地、交通、市政系统规划，强化道

路工程的区域交通分析、道路两侧用地分析，协调各类交通设施的综合布局，强化各种专业

管线规划控制。 

3.2 衔接上位规划 

3.2.1 衔接土地利用规划 

综合分析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该道路的交通功能需求，梳理沿线土地批

租情况，研究道路与沿线城市用地的关系，明确沿线地块道路开口和城市景观规划等要求。 

3.2.2 衔接交通规划 

综合分析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各交通专项规划和片区交通规划赋予该道路的等级功能

要求，在道路网系统中的作用，研究道路沿线交通组织，确定道路详细规划中应包括的各项

交通设施的布局。 

3.2.3 衔接市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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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城市各专业管线总体规划、片区市政专项规划和管线综合规划对该道路管线设

置的要求，明确需要布置的管线种类和规模，制定管线布局方案。 

3.3 落实规划理念 

3.3.1 “公交优先”理念 

“公交优先”是厦门城市交通发展的核心理念，城市道路通常是城市公交的通行路径，

一些道路还是轨道、BRT 等大运量公交系统的通道，道路详规中应系统的分析公共交通在

道路上的运行要求，落实公交专用道的设置要求、公交站点的布置方式、跨线桥或下穿通道

的公交通行条件、公交设施与过街设施的衔接紧密度等，充分预留 BRT、轨道交通建设空

间，确保道路能够提供公交优先的环境。 

3.3.2 “以人为本”理念 

在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行人过街设施的布置上，需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在规划设

计中道路横断面布置中不同等级的道路要求设置独立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道。针对主要道路平

面过街问题，推广“二次过街”的设计，注重道路是为人服务的这一本质；在立体行人过街

设置中考虑道路行人过街需求同时，结合沿线用地和交通需求进行综合布局，尽量与道路两

侧地块开发紧密衔接，一体化设计。 

 

图 2 厦门市主干路非机动和步行空间布置 

50-100m 20m

 

图 3 厦门市主要道路行人二次过街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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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密路网模式”理念 

结合厦门市道路指标和路网模式研究成果，在中心区的道路规划中采用“密路网、窄断

面”的理念，以创造街道空间和形成交通微循环。在中心区城市道路详规结合沿线的用地开

发和建筑退线进行道路横断面布置，道路规划与用地规划一体化考虑。在道路交通组织方面，

结合密路网布局，取消中心区路口渠化拓宽的设计，压缩车道宽度、减小路口转弯半径，创

造更舒适的行人过街空间环境。 

表 1 厦门市中心区各等级道路车道宽度设计参照表（单位：m） 

 
小型车道 

宽度 

大型车道及 

混行车道宽度 

车行道宽度 

（含路缘带）

受限情况下 

最小车行道宽度 

主干

路 

主车

道 
3.25 

限速[50，60] 

取 3.5 
两块板：10.5 两块板：10 

限速<50 取 3.25 三块板：14 三块板：13.5 

辅道 3.25 3.25 6.5 6.5 

次干路 3 3.25 13.5 13 

支路 2.75-3 3.25 6-6.25 6.0 

交叉口 

进口车道 
3 3.25 - 2.75 

 

3.3.4 “低冲击开发”理念 

结合厦门市创建海绵城市目标，道路详规中落实“低冲击”理念，在科技创新园等片区

开发道路规划设计中引入低冲击开发的理念，设置下凹式绿化带、中央入渗沟等，提高道路

的渗透率，减少降雨所产生的径流和污染物排放。与低冲击理念相结合，提高道路的绿化率，

形成天然的“隔音屏障”，减少车行噪声、尾气等对两侧居住、办公等环境的影响，提高片区

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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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厦门科技创新园下凹式道路横断面规划 

4 道路详规实施效果 

4.1 强化道路工程设计与上位规划的衔接 

厦门通过开展道路详规，强调道路规划设计方案与交通系统、排水系统的整体性以及与

相关上位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衔接，解决了原来方案设计存在的与规划脱节的问题，

使规划意图在工程设计中得到有效落实，提升了道路规划设计质量，减少了道路建设反复开

挖造成投资浪费等问题。 

4.2 实现规划跟踪和信息化管理 

之前的工程方案设计过程中，规划管理部门对于工程设计难以跟踪到位，开展道路详规

后，道路详规成果及时进入“厦门市规划一张图管理系统”，并由规划编制单位负责全程设

计跟踪，后续工程设计只要符合道路详规划直接批规划许可，一旦后续设计发生调整，由规

划编制单位及时进行道路详规更新维护，实现规划管理部门对于项目的跟踪管理。 

4.3 提升道路前期工作效率 

之前的工程方案设计由于工程单位对规划不理解，设计方案报批阶段往往多次反复，一

些项目因与规划、用地等矛盾较大出现施工图的返工，影响项目建设周期。道路详规工作开

展后，规划设计单位在前期开展大量协调和规划衔接工作，规划设计方案基本上能够的对接

上位规划，一次性审批通过，改变了方案多次反复的情况，从而可以提高道路工程设计、审

批的时效。 

5 结语 

厦门开展的城市道路详规相对于之前的工程方案设计，保留了道路平面、纵断面、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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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的大部分内容，新增区域交通、用地、市政系统规划，强化道路工程的区域交通分析、

道路两侧用地、管线系统分析，协调各类交通设施的综合布局，提出道路工程设计的规划设

计条件和要求，并对工程项目设计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 

城市道路修建性详细规规划是对各种上位规划（城市规划、轨道规划、交通规划、市政

管线工程规划等）的落实，增强规划管理部门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跟踪管理。从 2012 年

以来厦门开展的二百多项道路修规的实施效果来看，总体上提升了道路及管线工程设计编制

质量与审批时效，对推动道路工程建设的有序性和近远期结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其他

城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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