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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
文件

榕自然综〔2021〕18 号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福州市

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工作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建设单位：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风貌管

控，提高城市环境品质，我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福州市

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批准，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 月 6 日

抄送：存档。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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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福州市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

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提高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城市建筑文化品位，进一步塑

造福州市的城市建筑风貌与特色，按照住建部、国家发改委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有关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福

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福建省城市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福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按照“山城合抱、派江吻海、千年闽都”的城市风貌特色

定位，引导城市景观格局从“小山水”走向“大山海”。总体形

成以深化城市设计为框架，建筑风貌为管控主体，长效机制为

保障的城市和建筑景观管控体系。

二、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范围为福州市中心城区范围，中心城区以外的

各县（市）区参照执行。

三、实施意见

（一）全面深化城市设计

1.总体规划注重城市设计

充分利用福州丰富的山水资源环境优势，构建与山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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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得益彰的景观格局，完善与宜居城市相适应的开敞空间景观

系统，保护和彰显与历史文化名城相辉映的景观要素体系。对

中心城区风貌进行分区指引，通过标识区域、线性界面、建筑

风貌管控，强化城市总体景观风貌的秩序感，增加城市景观风

貌的丰富度。

2.分片区分阶段编制城市设计

（1）全面开展城市设计编制工作。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管控要求，在分区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调整阶段，

同步开展重点片区城市设计方案编制，对城市空间形态布局及

景观风貌进行研究，对规划片区的整体城市空间形象提出系统

化的管控要求，对各地块空间建设提出详细明确的管控要求。

在土地出让阶段，对未编制城市设计的零星地块补充编制地块

城市设计方案，确定项目地块建设的具体景观管控要求，实现

城市设计编制全覆盖。

（2）运用三维辅助决策系统研究制定管控要求。控制性详

细规划阶段城市设计编制过程中，将城市设计方案纳入三维辅

助决策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与片区空间形态模拟，合理确定主要

规划指标，并对片区及地块开发景观风貌要素提出明确的管控

引导要求。重点地块的城市设计，结合三维辅助决策系统，分

析地块内外部环境与空间关系，结合实际需要按景观方案最优、

开发容量最高、建设成本最低三个类型等进行方案比选，明确

地块建设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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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城市设计成果落实，提升空间管控力度。城市设

计管控成果宜按控制性要求与指导性要求区分，并纳入控制性

详细规划成果。城市设计对地块的空间管控要求纳入出让地规

划设计条件中。

（二）全流程管控建筑风貌

1.科学划定建筑景观重点区域，实施分片分级管控

按照对城市整体景观风貌的影响程度，中心城区城市建筑

景观管控重点区域划分为历史地段、城市重要功能区、城市重

要市民活动中心和周边地区及城市重要廊道四大区域。具体包

括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三创园、三江口

片区、北江滨商务区、江南 CBD 片区、奥体片区等城市重要功

能片区，闽江两岸沿线以及二环路、三环路、晋安湖、南湖和

旗山湖沿线一个街坊等。

依照建设项目所在区域、重要或复杂程度，分为三级管控。

位于中心城区城市建筑景观管控重点区域的项目实行建筑景观

专家评审制度；一般建设项目由市资源规划部门出具建筑景观

审查意见；城市标志性建筑等重大建设项目上报市政府审议。

2.落实建筑风貌导则管控要求

把是否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作为建

筑设计方案审查的重要内容。建设项目的建筑景观审查应符合

《福州市建筑风貌导则》有关要求，具体包括建筑空间布局设

计、建筑高度及梯度控制、建筑面宽控制、建筑通透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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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含屋顶）控制、建筑材质控制等内容。

（1）明确建筑空间布局设计及建筑高度限制要求

项目建筑方案空间布局设计注重建筑高度的梯度搭配及层

次变化，科学控制建筑高度层次，保证城市天际轮廓线符合美

学规律。

同一场地内的相邻建筑（独立占地设置的市政、公共服务

设施用房除外）高度差不宜大于较高建筑高度的三分之二，保

证城市界面的流畅过渡。办公及商业功能部分宜集中设置，不

宜采用分散式多栋布局，建筑平面布局不得采用住宅套型式布

局与功能设计。已编制城市设计的按批准的城市设计实施。

新批准住宅建筑的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 80 米，新建 100

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

适宜。

（2）加强面宽与通透率管控

加强住宅建筑面宽和形体的控制，住宅建筑高度 60 米（含

60 米）以下的，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得大于 60 米；高

度在 60 米以上的，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得大于 45 米，

其中，位于重要干道沿线的，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得

大于 40 米。

确保城市界面通透，落实城市主要景观轴线及视线通廊。

滨水、临山及临城市重要干道的建设项目，应当增加空间开敞

度，形成前低后高的空间层次，保证城市设计中确定的主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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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轴线及视线通廊贯通。临城市主干路一线的，建筑高度在 24

米及以上的建筑物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之和，不得大于其规划用

地临路一侧宽度的 60％；临江一线的，建筑高度在 24 米及以上

的建筑物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之和，不得大于其规划用地临江一

侧宽度的 50％；临水、临山地区一线的，建筑物的最大连续展

开面宽之和不得大于其规划用地临湖、临山一侧宽度的 50％。

（3）引导建筑外立面精细化设计

各类建筑立面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居住建筑

外立面应简洁美观，位于城市重要区域的住宅建筑外立面应当

进行公建化设计，其中临街一线住宅建筑应设置封闭或半封闭

阳台。公共建筑外立面应简约大气；办公建筑（含公寓式办公）、

商业及工业建筑不设置外挑阳台，确需设置的，按凹阳台设计。

3.加强城市色彩规划引导

组织编制《福州市城市色彩规划实施导则》，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加强城市色彩规划管控和引导。引入负面清单管

理手段，基调色立足“暖白亮灰”的城市主色调，以中明度、

中低艳度的无彩色或暖色系色彩为主，不得大面积使用艳度过

高的噪色；从建筑设计角度统筹考虑用色，形成既与周边自然

环境、人工环境相协调，又具有多样性的城市色彩管控体系。

建筑数量超过 10 栋的住宅项目，宜结合群体建筑布局，在建筑

行列之间或组团间进行色彩分区规划。

四、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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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审批

1.主动提前介入。由市资源规划部门负责在土地出让方案

阶段根据城市设计要求明确规划设计条件；“招拍挂”土地签订

合同后，与建设单位充分沟通，对初步方案先行指导，提出建

筑景观方案指导意见。

2.信息化辅助决策。由市资源规划部门负责主动对接、督

促，指导建设单位提供准确且符合入库标准的三维模型数据，

导入三维规划辅助决策系统，进行多角度模型分析、效果展示，

供领导、专家和部门决策。

3.组织专家评审。由市资源规划部门牵头，按照三级管控

要求，对需要进行专家评审的项目，会同市建设局、市园林中

心、市房管局、市名城委、市文物局等有关部门，邀请专家召

开评审会，对建筑的布局、体量、立面材质及色彩等进行把关。

4.强化过程管理。项目外立面施工阶段，由业主单位负责，

召集项目设计负责人进行现场把关。重要片区、重点项目外立

面施工前，应在现场预铺设 2-3 组，每组面积不少于 3×3 平方

米的样板墙。由市资源规划部门牵头，邀请有经验的建筑师，

会同市建设部门联合对施工现场进行指导，通过查看现场预铺

设样板墙效果，对建筑外墙材质、色彩进行指导把关。确保品

质不走偏、不走样

5.严格规划核验。项目建成阶段将建筑外墙材质、色彩等

作为规划验收的重要内容，由市建设部门会同市资源规划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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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责任建筑师，对项目进行联合核验。如发现建设项目与批

准的建筑外墙材质、色彩等情况不符，由市资源规划部门发出

整改意见书，通知业主建设单位整改到位。拒不整改的，依法

予以处理。

（二）重要地段沿街建筑景观改造

为进一步保障城市重要界面的建筑景观品质，形成定期现

场踏勘的工作机制，对标相关建筑景观审查要求，对重点区域

内已建建筑进行全面梳理，提出整改要求。

1.已批在建项目

由市资源规划部门会同规划建筑类专家，分批次对位于城

市重要景观管控区域（含重要路段）的已批在建项目进行梳理，

按照新要求，开展建筑景观复核审查，提出具体优化意见，并

通知业主建设单位整改到位。

2.已建项目

市建设部门与市资源规划部门形成定期现场踏勘的工作机

制，对标相关城市设计与建筑景观审查要求，对重点区域内已

建建筑进行梳理，制定景观改造提升计划，并形成责任清单，

经市政府审议后下发责任单位实施。

五、保障机制

（一）建立总建筑师与责任规划师制度

结合我市实际，建立“总建筑师+责任规划师”制度。总建

筑师设两名。一名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任命，政府行政人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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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日常审核把关工作；一名采用聘任制，由福州市人民政府

聘请建筑设计大师担任，作为总建筑师顾问。责任规划师由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选聘，各区按区划范

围大小原则上设置责任规划师 1-2 名，选聘结果报市人民政府

审定后向社会公开。

总建筑师负责对城市设计方案、重要项目规划许可的建筑

景观审查。责任规划师为责任范围内城市建筑风貌管理提供高

质量、精细化的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

完善市规划与建筑审查工作小组和专家论证制度，专家对

城市与建筑风貌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对重要建设项目的设计方

案拥有否决权。

财政投资的大型公建项目，在设计招标环节，专家组推荐

前三名（不排名）的设计方案，由招标人组织专家评审，市建

设部门与资源规划部门参加，确定意见上报市政府。

（三）推行用地带方案出让

城市重大公共建筑、地铁综合体等重点地块项目，城市重

大功能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的，实行

带方案出让。

（四）注重事中事后管理

市资源规划部门联合市建设部门搭建建设项目批后监管平

台。通过监管项目标注、建筑外立面监管、现场指导、整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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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等环节，开展已批在建项目建筑景观复核审查，科学指导建

筑景观效果符合城市风貌的要求。重要片区、重点项目外立面

施工前在现场预铺设样板墙，并聘请专家指导把关，确保按照

已审批的方案进行实施，建筑外墙样板图样应建档入库。材质、

色彩等不符合审批要求的，不得进行规划验收。

（五）落实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的建筑景观与审批情况不符，且拒不整改的，给

予通报批评，并将其列入红色通道重点监管，加强资质核查、

检查。

推荐优秀项目参与评奖。通过评优的方式，对建筑景观好、

品质优的企业，给予通报表扬，提升企业争先创优的积极性。

遴选建立优秀设计团队库，建设单位可依法择优选择，名录实

施动态管理，优胜劣汰。

（六）强化责任落实与宣传引导

重点区域项目派专人追踪指导，按照建设单位的需求做好

对接服务工作。及时有效对新颁布的建筑景观相关政策、规划

文件，加强宣传与规划解读，帮助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等进一

步理解政策、规划要求，提高规划实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