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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自 2004 年《景观法》颁布后，在跨尺度、多类型的区域景观规划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能够在中

国国土空间规划逐渐重视跨越行政边界且尺度较大的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的背景下，从风景园林学科的视角为中

国区域景观的规划、协调、管控提供启示。着眼于日本区域景观，在对区域景观的概念进行解读、厘清、对比后，

分析了日本区域景观规划的定位与目标、内容构成及协调管控机制。同时结合关门海峡区域景观规划实例，具

体分析了规划的背景和沿革、管控方针和内容，以及多元协作协商、活动支援机制等。基于日本区域景观规划

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得到了有关法律法规、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多方协调、公众参与 5 个方面的启示。

旨在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涉及区域景观的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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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ndscape Law  in 2004, Japan has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reg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diversified scales and types. It could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planning,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of regional landscap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considering that China has attached increasingly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ecological space system acros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in its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Japan’s regional landscape, this research interprets, clarifies and compares the concepts of regional landscape, 

then analyzes the orientation, objectives, content composi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reg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Japan, as well as the control and declaration requirements of reg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the Kanmon Strait case. It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in five aspects related to the legal system,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China’s reg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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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

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以及安全和谐、

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1] 的

总体目标，中国正在逐步完善“五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在“三区三线”、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工作任务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保护要求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高度重

视跨行政边界、区域尺度下的生态空间体系构

建。中国陆续出台不同规划层级下的国土空间

规划指南 [2-3]，在强调研究、保护及传承特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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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区域尺度的规划方法

路径。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学科不仅能够

提供基于生态的规划解决方案，并且还对国

土景观风貌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4-5]。

我国在省、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注重

生态空间格局构建及优化，但由于对区域尺

度下的景观导控重视不足，易导致如城镇与

自然景观割裂、景观系统的连续性差、区域

之间景观权属责任不明等问题的产生。日本

自 2004 年《景观法》颁布后，在尺度多元、

类型多样、跨行政边界的景观规划方面积累

了有关规划、协调与管控的经验。中国对于

日本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景观法》的背

景、内容和特征分析，以及对我国城乡风貌

与景观资源空间管制的启示两方面，尚未涉

及区域景观方面的内容。基于以上背景，本

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系统查阅日本国土交

通省、各都道县府以及关门海峡的官方网站，

收集区域景观（日文：广域景観）的相关资料，

整理分析并提炼了日本在区域景观上的经验和

做法，旨在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涉及区

域景观的保护利用、规划管控、多方协作等方

面提供参考。

1  区域景观概念辨析
1.1  区域景观定义

日本《景观法》并未对“区域景观”提

出明确定义 [6]，但日本各部委和都道府县政府

都尝试完善对“区域景观”的定义。国土交

通省都市局将其定义为：范围边界或眺望视

廊，跨越行政区划的景观 [7]。北海道建设厅将

其界定为：拥有山峦、河流等大的地形骨架，

拥有相似的构成要素的景观；基于历史、文

化等社会因素，形成的建筑群和环境等具有

一体性、共同性的景观 [8]。《石川县景观规划》

将其界定为：跨越多个市町的干线道路和海岸

线等形成的区域、连续景观 [9]。需特别说明的

是，无论是解读《景观法》中区域景观的论

文，还是研究跨行政区域大尺度景观的论文，

日本多采用 regional landscape 作为区域景观的

英译 [10-13]，以强调区域景观的地方性。

目前，我国虽尚未提出区域景观的明确

定义，但围绕区域景观已具备一定研究积累。

如周庆华等对区域尺度下的区域设计做出了

探析 [14] ；《国土空间城市规划设计指南（征求

意见稿）》则对跨区域特征区做出了定义 [3]。

因此，结合相关文献及我国实际情况，本文

作者将区域景观定义为：由跨越行政边界且

具有价值的河流、山脉、海岸等自然或人工

要素组合而成的连续性大尺度景观。

1.2  区域景观的尺度和类型

区域景观的尺度较大，一般以山系、流

域、湖区、海峡等区域性地理单元为主体，

但尺度不尽相同，如日本关门海峡涉及的面

积约 50 km2，而日本滋贺县琵琶湖涉及的面积

约 2 400 km2。在类型方面，区域景观主要包

括山系、水系、人工构筑物 3 种类型 [15]（表 1，

图 1）。

此外，区域景观还包括森林、岛屿、乡

村集落、溪谷及峡谷工业遗产等。

1.3  区域景观规划的紧迫性

日本的区域景观具备显著的视觉特性，

因其定义的景观不仅仅局限于景观要素的平

面边界，还包含眺望视廊上跨越行政区的大

尺度景观；此外还强调气候、风土、历史、

文化等要素的一致性。规划方面，“形成良好

的景观”作为《景观法》的基本理念，在指

引区域地方规划时更强调对景观风貌的保护

和提升；同时因涉及不同自治体（日文：自治

体）之间的协调合作，规划的行政主体也更加

多元。相较于日本，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虽

然对生态网络与山水格局的构建作出了强调，

但尚未提出直接明确的区域景观概念和规划

要求，难以解决行政区划割裂景观单元的问

题，并且无法有效形成协同联动的规划管控

机制。因此，当下急须从风景园林视角出发，

补充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中跨行政区域的景观

风貌塑造、地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设计思路

和工作路径。

2  日本区域景观的规划、协调、管控
21 世纪初，在因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城

乡风貌杂乱、自然风光与历史景观瓦解等问

题的背景下，日本颁布了第六次国土综合开

发规划（即《国土形成规划》），开始形成区域

之间协同联动的规划—“区域地方规划”[16]，

规划机构包括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组成的

协议会，规划内容包括各区域间的自我定位

和特色识别、协同机制等 [17]，系列区域地方

的规划与管理条例也逐步被敲定落实。

1 日本区域景观类型及特征 [15]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in Japan[15]

1-1 山系区域景观
Regional landsapcpe of mountains 1

干线道路等 标志性设施等

1-3

河川 海岸线等
湖、海峡等

1-2

地标

山脉

区域景观节点 眺望位置 眺望视线

1-1

表 1 日本区域景观类型及特征 [15]

Tab. 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in Japan[15]

类型 资源 特征

山系 山、山脉等
可细分为山顶的远眺，山脉作为背景或远景构成视觉全景等 2 种类型，二者皆

以中远景为主

水系
河川、河川流域；海、海峡、

海岸线；湖、池、沼等

可细分为对水边、水面的眺望，以水面—城市—山脉为一体的视觉全景 2 种类

型，二者皆以中远景为主

人工构

筑物
道路、桥梁；历史建造物等

道路桥梁与街景会形成连续性观览的景致，远眺以近中景为主；历史建造物主

要包括对人工构筑物的通视，以及与周边街道融为一体的视觉全景等两类，以

近中景为主

1-2 水系区域景观
Regional landsapcpe of water systems

1-3 人工构筑物区域景观
Regional landsapcpe of artifici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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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定位与目标

日本的区域景观规划具有双重定位，是

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以及地方自治体景观规划

体系中的专项规划。在国土层面上，日本经

过总计 7 轮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愈发强调

美丽国土打造的重要性，同时全国有近 1/3

的公共团体认为其所辖区域内拥有良好的区

域景观资源 [15]，因此各团体之间需进行跨区

域合作，对区域景观进行识别定位并形成统

筹的规划策略。而在地方层面，各自治体的

景观规划或条例中都明确了区域景观的定位，

为所辖范围内的区域景观划定特别分区，并

与其他自治体紧密配合，落实划定法定景观

分区的管控措施。

同时，《景观法》规定以景观行政团体为

单位编制景观规划 [18]，要求以多方协作、共

同解决问题为基本，通过多方的共同协作实

现益处“相乘”效果，从而避免多权分治的低

效率局面。通过与城乡居民达成生态、景观、

文化、社会、经济等多元价值的共识，实现

景观保护利用，促进地区活化与区域发展的

顺利推进，从而实现促进区域景观协调统筹、

保护地方自然资产、提高宜居生活质量和地

域文化、提升地区活力的主要目标 [15]。

2.2  规划内容构成

区域景观规划有独立编制和分属编制两

种方式。独立编制指各自治体编制独立的区

域景观规划；分属编制指将区域景观范围内

分属不同自治体的区域以划定法定景观分区

的方式，分解落实至各自治体的法定景观规

划中。内容一般由以下 4 个部分构成 [19-21]：

1）主题。区域景观营建的核心理念，整

个体系的基石。

2）目标及方针。依托主题提出细化目

标，确定基本方针。

3）管控体系及公众参与规划。管控体系

一般对不同景观分区提出建筑、色彩、绿化

及周边环境控制等要求。公众参与规划一般

包括景观营造科普、传承活动、历史文化景

观管理志愿者活动等。

4）实施保障机制。为保障相关活动的顺

利开展，除景观协议会（日文：协议会）和审

议会（日文：审议会）外还可依据《景观法》

设立景观整备机构 [22]，各自治体也可设立各

种地方制度。

2.3  协调管控机制

区域景观比各自治体法定景观规划更依

赖多方协调合作机制和平台。《景观法》为

解决规划过程中权责不清、重复制定等问题，

提出设立“景观行政团体”制度。景观行政团

体一般由负责景观行政的主体都道府县、政令

指定都市以及核心市（日本称中核市）担任，

其他的市、町、村则需都道府县知事的认定通

过 [18]。由此制度为核心形成的区域景观规划

的合作协调流程主要由：前期准备工作、构

建实施保障机制、确定基本方针和实施措施、

落实管控措施并制定公众参与规划以及完善

并扩充后续优化措施 5 个部分组成 [15]，结合

各地区的个性差异，在编制方式、规划条例、

分区及方针等方面形成各自特色（表 2）。

在管控方面，主要通过“分区管控”和

“机制管控”两方面落实景观风貌保护和塑造。

基于景观分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

控要求。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建设项目，必

须按规定执行申报流程开展建设。各自治体

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置申报条件，申报流

程一般由项目规划、申报前咨询、申报、审

查、审核通过或返修或接受处罚等步骤组成。

3  实例分析—关门海峡的区域景观

规划
日本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景观规划案

例地—关门海峡（图 2），地处日本山口县

下关市与福冈县北九州市之间，具备山体、

城市、海峡、水岸等多种景观要素。对关门

海峡的保护、利用及规划协调管控，不仅在

国家层面推进了美丽国土的构建，也在地区

表 2 日本典型区域景观规划案例 [15, 19-28]

Tab. 2 Typical Japanese regional landscape cases[15, 19-28]

案例名称 地方公共团体 编制方式 相关条例与规划 分区及方针 管控内容

羊蹄山麓 北海道 独立编制
《北海道景观条例》

《北海道景观规划》
划定羊蹄山麓区域景观形成推进地区，制定保护方针

建筑物；绿化及相

关配置；景观要素

的色彩倾向；室外

广告牌；重大开发

项目；土地使用方

式；夜间照明等。

（河 流、 道 路 等 需

特别保护的线性景

观，还可划定沿岸

保护区，提出特别

管控要求）

木曾川流域

各务原市

分属编制

《各务原市景观规划》

《各务原市景观条例》

《犬山市景观规划·犬山市景观条例》

将木曾川及周边的地区划定为河川风景区，制定保护方针

犬山市 将木曾川流域的河滨作为犬山市的重要景观区，制定方针

关门海峡
下关市

分属编制
《北九州市景观规划》

《下关市景观规划》

北九州市和下关市均对关门海峡的门户、核心、绿色、城市、滨水五大景观区

域制定了目标方针北九州市

矢部川流域 福冈县 独立编制
《矢部川流域景观规划》

《筑后川流域景观规划》

矢部川流域的景观被分为河川、丘陵、山系、田园、填海造地、城市、山谷、

渠网风光区；

筑后川流域的景观分为山系、丘陵、山地城市、平原城市、田园、水乡六大景域

天桥立周边 京都府 独立编制 《天桥立周边地域景观规划》
划定自然景观保护区、鸟瞰重点区、公路沿线区、眺望景观沿线区、城市区共

5 个区域，按区域制定方针

2 关门海峡现状
Current situation of Kanmon Stra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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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规划》[27] 中，两市针对五大区域分别提

出目标和方针（表 3）。由五大区域划分出的

15 个不同地区也皆受目标方针指导，但各个

地区的景象还会因景观要素、观察位置、眺

望方式等产生差异。以门司港怀旧地区为例，

不论从山顶还是海边眺望都能看到由山体、住

宅群和仓库群组成的美好画面。从山顶俯瞰

时巨大的山峦和驶向海峡深处的船舶能加强

3 关门海峡景观分析图 [22]

Kanmon Strait landscape analysis map[22]

4 关门海峡景观结构图及分区图 [22, 33]

Kanmon Strait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zoning map[22, 33]

4-1 关门海峡景观结构图 [22]

Kanmon Strait landscape structure map[22]

4-2 关门海峡景观分区图 [33]

Kanmon Strait landscape zoning map[33]

层面提升了关门海峡景观的风貌。海峡景观

在我国虽不多见，但无论是关门海峡的规划

编制、协调管控，还是多元主体及公众参与对

景观保护的推进，都对我国的区域景观规划具

备重要参考价值，故选取此案例展开分析。

3.1  规划历程

1998 年，下关市和北九州市缔结了《关

门景观协定》。2001 年，两市拟定《关门景观

共同宣言》[29]，同年 10 月《关门景观条例》[30]

及《关门景观条例施行规则》制定并实施，关

门景观审议会、关门景观协议会成立 [31]。两

市越过县境，实现了使用同一名称的条例，

这在当时日本属首例，其指定的区域景观地

区范围也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2002 年，

《关门景观基本构想》[18] 发布，文件对背景、

目的、对象区域、现状及特征等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阐述。2004 年 7 月，两市在《景观法》

颁布实施后划定了“关门景观形成地区”，并

按范围归属分别落实到了 2008 年编制的《北

九州市景观规划》以及 2010 年编制的《下关

市景观规划》中，共同构成了《关门景观规

划》。2011 年 4 月起，修订后的《关门景观条

例》及《关门景观条例施行规则》开始实施，

适用于“关门景观形成地区”的申报机制正

式运行。

3.2  景观特征与问题识别

关门景观协议会系统地对关门海峡的历

史资源、自然资源、城市结构、景观视点进

行了分析（图 3）并梳理出相关的特征和问 

题 [22]。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主题、目标及方针，

并确定了关门海峡的景观结构（图 4-1）。

3.3  作为“桥梁”的景观协议会和景观审

议会

在《关门景观条例》《关门景观规划》分

属两市的背景下，景观协议会和景观审议会

是两市进行协作的重要桥梁。协议会主要负

责《关门景观基本构想》的编制、《关门景观

条例》应用相关的联络协调等工作。审议会

主要负责根据市长的咨询需求，执行对关门

景观相关重要事宜的调查和审议，以及对关

门景观条例规定事宜的调查和审议。重要事

宜均由双方协同完成，很好地体现了区域景

观中多自治体的协作机制。

3.4  特色管控方针

《关门景观规划》[32] 采用“分区管控”的

方式落实景观管控工作。规划在衔接景观结

构的基础上将关门海峡区域分为：门户景观

区、核心景观区、绿色景观区、城市景观区、

滨水景观区五大区域（图 4-2），基于五大区域

按两市归属进一步划分 15 个地区，进行管控。

在《下关市景观规划》[26] 与《北九州市

古城山和布刈周边

历史资源特征图

历史沉淀地区

自然资源特征图

主要景观视点分布图海峡两岸城市结构概念图

历史陆地路线

历史海上路线

外界联系

0       1.25 km

田野浦

长府

唐户

下关

大里

小仓

门司港

旧门司往返

0       1.25 km

0       1.25 km

0       1.25 km

满珠岛

濑户内海国家公园

干珠

火山

风师山
严流岛

户之山顶

山脊

连续的绿地

呈S形的海峡

海峡中的小岛
保留的自然海岸

国家公园

1

8

2

3
5

9
4

7

6
15

10

12

14

11

13

①- 分别代表不同
位置的景观视点

城市中心

中心地

城市轴
向丘陵地区蔓延
的城市住宅区
海滨工业区

下关

关门桥
田野浦·太刀浦

门司港

小森江

依山丘而建
的住宅区

唐户

门司

小仓
沿海的城市地区

N N

NN

3

0         1.25 km 0                 1.25 km
下关市 下关市

北九州市 北九州市

绿地区
岛屿区
城市区
港湾区
海峡门户
港口海湾型滨水轴线
商业观光型滨水轴线
景观形成基础
滨水轴线（商业观光）

火山区 前田（火山脚下）·
壇之浦地区

1 1 和布刈地区

彦岛丘陵地区

 城市丘陵区
唐户地区

严流岛地区

下关市区

下关第二码头区

彦岛沿海地区

 彦岛田之首地区

大里新市区

西海岸·片上海岸·小森
江地区

风师山·矢箐山山脚地区

风师山及其他山区

风师山及其他山区

门司港怀旧地区 门司港腹地
城市区

关门景观形成区
门户景观区
核心景观区
绿地景观区
城市景观区
滨水区
和布刈地区的海
滨地区-田野浦区

NN

4-2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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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组织】

下关市景观委员会a) 

专家委员会
（设计委员会等） 

【区域合作组织】
（下关市与北九州市共同成立）

关门景观协议会

关门景观审议会b)

【其他政府机构】

北九州市

报告
建议

咨询
信息提供

报告
建议

咨询
信息提供

报告
建议

咨询
信息提供【市民、经营者等】

市民、经营者、地方
团体等

景观维护机构e)

支持
启示

参加
合作

建议 c)

指定

合作

合作、协调

【城市（内部机构）】

景观部：联系通知等
城市规划局

机构相关部门
（农业、林业、港口、旅游、教育等）

景观协议会d)

（讨论、协调与合作的地方）

参与参与 参与

州

国家

合作

讨论

协调

a）根据《下关市景观条例》设立的审议机构
b）根虎《关门市景观条例》设立的审议机构
c）根据《景观法》第 11 条“居民提案制度”的行动

d）根据《景观法》第 15 条设立的协商组织
e）根据《景观法》第 92 条设立的组织

注：

道路、建筑物等用地范围内及外部
空间尽可能多的布置绿化。

绿化 建筑物等
为了确保从后面的地区对海峡的视线通
廊，考虑建筑物的配置和形态。

色彩

建筑低层化

为了能从海峡和对岸眺望时感受到象征
性，考虑建筑的形态、高度。

为了不妨碍从海峡梦塔和怀旧地区等地区
的眺望，建筑设备等的设置应为该类俯瞰
考虑视觉效果。

为了能在海岸边感受到开放性和亲水性，
建筑物要考虑从水边退后等配置情况。

为了能感受到城市街道的历史感，应该考
虑广告的登载方式。

尽量避免、或减少霓虹灯、探照灯等照明
设施的使用。

●作为让人感受到海峡丰富的浪漫
情调的街道，以活用地区积蓄的有
个性的色彩资源为基础。如图4-2中
唐户、门司港怀旧地区。
●作为商业、业务设施密集的新中
心市区，以能让人感受到品格和秩
序的色彩为基础。如图4-2中下关
市区。

色彩应以与能让人感受到海峡浪漫的
街道相称，以发挥地域积蓄的个性色
彩为基本。

指导方针

配色参考图

对象地区

推荐色a)（建筑物等的基调色）

唐户

门司港怀旧地区

大里新市区

15-85A
5YR8.5/0.5

15-40H
5YR4.0/4.0

22-50F
2.5Y5.0/3.0

17-50F
7.5YR5.0/3.0

22-60D
2.5Y6.0/2.0

19-60F
10YR6.0/3.0

15-60A
5YR6.0/2.0

22-70D
2.5Y7.0/2.0

19-70F
10YR7.0/3.0

22-75D
2.5Y7.5/2.0

19-75C
10YR7.5/1.5

22-80B
2.5Y8.0/1.0

19-80B
10YR8.0/1.0

19-85B
10YR8.5/1.0

09-40L
10R4.0/6.0

注：a）配色对应JPMA日本涂料工业协会色卡。

海峡景观的纵深感，而在海岸边平视时看到的

往来船舶让人更能感受到门司港在历史变迁中

形成的独有浪漫复古情调。门司港怀旧地区除

了作为核心景观区要形成浪漫美丽的港口城市

景观外，还因上述差异受到申报指南 [33] 对该

地区绿化、建筑、色彩配置的指导（图 5、6）；

此外结合景观分区的管控要求，北九州市对

其提出了更具体详细的管控要求（表 4）。

同理，在五大景观分区目标方针的指导

下，关门海峡的 15 个地区找准了辖区特色，

梳理得到各地区的景观规划方针，并提出具

表 3 关门海峡景观五大区域的目标方针 [22, 27]

Tab. 3 The target policy of the five major areas of Kanmon Strait landscape[22, 27]

分区 下关市目标方针 北九州市目标方针

门户景观区
火之山地区周边通过与入口的群山、历史城区、滨水空间、关门大桥等形成象征性的门户景观；

彦岛田地区周边通过活用城市更新等与周边绿地和滨水空间形成多彩的门户景观
形成海山一体的具有代表性的门户景观

核心景观区
唐户地区周边，以滨水空间和海峡两岸的街道景观为中心形成核心景观区；

下关市中心城区，以商业设施为中心形成能感受到市中心风格与美丽夜景的城市景观

形成夕阳映照下的美丽港口城市景观，让人感受到海峡蕴含的历

史和浪漫

绿色景观区 作为季相丰富的连续山峦，以形成绿色景观骨架为目标

城市景观区
在丘陵为主的市区，形成绿色滋养的悠闲城市景观；

通过绿色的山麓和被群山包围的住宅等形成有个性的城市景观
与背景的山峦绿色空间相协调，形成统一和沉稳的城市景观

滨水景观区
在港口设施绵延的区域，形成能感受船舶移动和身后广阔空间以及多彩夜景的滨水景观；

在严流岛地区，活用自然资源和浪漫要素形成独具个性的岛屿景观
形成海峡两岸连续开放、有律动感的滨水港湾景观

体管控要求（表 4）。同时，《北九州市景观规

划》对某些需新建、改造、修缮等工作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边坡等，以及其他被认定为具

有重大景观影响的项目，实施提前申报制度。

3.5  推进与活动支援体制

多元主体的协同和公众参与在本案例中

也得到了体现。如下关市在明确市民、社会、

政府三方的职责外，依托关门景观协议会构

建了景观保护和营建推进体制（图 7），其活

动支援体制主要由景观整备机构与社区营造

等社会团体提供补助金、表彰等形式构成。

4  日本区域景观规划的启示
4.1  构建自上而下的景观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2004 年日本颁布实施的“景观绿三法”，

即《景观法》《实施景观法时修改相关法律的

法律》《都市绿地保全法的部分修改法律》与

此后数年内各自治体推陈的相应地方景观规

划与条例，共同为日本景观法律的实施和相

关规划编制工作搭建了完善的框架，因此日

本区域景观规划具有科学且高效的法律法规

支撑。相比之下，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尚缺乏

明确且有针对性的景观法律法规 [34-35]，并存在

6

5 关门海峡核心区域的主要考虑事项 [34] 

Key considerations for the core area of Kanmon Strait[34]

6 关门海峡核心区域的色彩指导方针 [34]

Color guidelines for the core area of Kanmon Strait[34]

7 下关市景观保护和营建推进体制 [26]

The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motion system of Shimonoseki City[26]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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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定位不明确和保护工作范畴交叉重叠等

显著问题。因此，有必要梳理现行景观法规条

例，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级，形成针对性强、

约束力强、自上而下的景观法律法规框架，

构建区域景观保护和永续利用的实施基础。

4.2  形成统筹协调的国土景观保护发展机制

我国广袤的国土资源和丰富的自然人文

条件塑造了独特且多样的区域景观，如何保护

山水林田湖草沙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是风景

园林的使命和任务。需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的宏观要求 [1]，明确我国区域景观

风貌的规划、保护、导控的定位和任务，借

鉴日本各地对区域景观规划的探索经验，充

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多层级、多尺度、

跨区域等特点，构建良好的国土景观风貌。

4.3  设置细致完善的景观规划管控方针

我国目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大尺度规划

表 4 北九州市部分景观分区管控内容比较 [27]

Tab. 4 Comparis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ontents of some landscape areas in Kitakyushu City[27]

管控 门户景观区 核心景观区 滨水景观区 绿色景观区

布局

不得侵害周边绿地 — — 不得侵害周边绿地

面朝水边的建筑尽量后退，提高滨水空间的开放性和亲水性 —

邻近历史建筑物等地标时保证视线通廊 —

— 保证水边建筑物立面的连续性 — —

临近水边的建筑等尽量确保从其背后区域至海峡的视线通廊 —

高度 从航道及对岸观看时，建筑物不得高于背后山体，与周边街道高度和谐，且形成与周边有连续感和节奏感的街道景观

建筑物

形态

外立面不能有过强的压迫感，如确实无法避免，通过形态和色彩变化努力减少压迫感

考虑从海峡远眺时的形态

应融入周边绿色空间、滨水空间等 应融入周边建筑物，与自然、历史环境相协调 应融入周边绿色空间

色彩 与周边绿色空间、滨水空间相融合的稳重颜色 让人感受到海峡浪漫的街道，丰富地域特色的颜色
展示沿海工业区面貌的

明朗开放的颜色
与周边绿色空间相融合的稳重颜色

建筑设备
屋外的附属设备，应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考虑整体感与周边景观的协调

考虑从屋顶眺望与俯瞰的效果

绿化及配套

设施

保护既有绿地，尽量使用既有树种进行绿化修复 尽量保留现有姿态优美的树木的同时着力于绿化 保护既有绿地，尽量使用既有树种进行绿化修复

停车场和其他配套设施结合从船舶和对岸观看效果进行配置和绿化

边坡等通过绿化等措施考虑与周边的协调

夜间照明
配合周边的景观和建筑打造有魅力的夜景，夜间照明不得干扰航路

为营造海边有漂浮感的魅力夜景，尽量在水边设置连续照明设备 —

公共设施 土木、建筑等公共设施必须按照《北九州市景观规划》努力在关门景观的营建上起到先导作用

土地地形

尽量不改变地形，如无法避免，应选择与周围环境

协调

在改变地形时，考虑从船舶和对岸看到的效果，与周

边地形的协调。尽量避免产生大面积边坡
尽量不改变土地地形，如无法避免，应选择与周围环境协调

边坡尽量采用与自然相融的素材和形态

填海造陆时尽量不打断水岸线 —

保护尚存自然海岸 — — —

户外广告牌 尽量不设置

不设置可从船舶或对岸可视的大规模广告牌

尽量不设置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形状与山体背景相和谐，避免使用艳丽的色彩

避免使用闪烁的霓虹灯或照明、探照灯等

理论及技术体系，管控方法亦日趋成熟，但

在管控的深入和细节尚有优化空间。较之日

本，我国疆域更为广阔，景观类型更为多样。

因此，进一步归纳、总结并细化我国主要景

观类型的管控方法，如山系景观的眺望视线

管控、流域景观的水域及河岸景观管控、重

要道桥沿线的景观管控是必要的。宜结合各

省市的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明确景观营造

方针和建设目标，依据不同类型的景观资源

科学细化对于绿化、建筑、色彩、夜间照明

等方面的管控要求。

4.4  搭建符合国情的跨地跨级协调管理制度

日本依托分属不同自治体的景观协议会

搭建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共同推进区域景

观规划的编制和保护工作。我国行政管理虽

与日本存在差异，但在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

一大背景下，建立区域协同、上下协动的空

间管理制度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有必要通

过跨行政管辖边界和行政管理级别的协作管

理制度协调推进区域景观的规划工作，可采

取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构建政府、市民、

专家、第三方组织共商共治的协作机制 [2]，通

过多方合力有序保障景观规划和资源保护工

作的落实执行。

4.5  提供动态交互的公众参与开放平台

日本已通过在区域景观方面累积的大量

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公众参与体系，

助推规划的实施和落地。公众的“本土视角”

对地域景观资源的理解、识别、评估等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可以结合公众城市意象调查、

资源评级打分、座谈、现场体验等多种方式

广泛收集信息，识别当地的重要自然人文资

源要素，持续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此外，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可视化、参数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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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互等方法，形成具有趣味性、环境教

育意义且易于理解的互动展示界面，加强公

众对区域景观的理解、保护和参与等意识。

5  结语
广袤大地上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资源以及

城镇乡村等人类活动建造的设施共同构成的

丰富多彩的国土景观，承载着人民心中的美

丽乡愁，我国的区域景观需要通过多层级工

作支撑复杂多样景观面貌的科学规划和保护

传承。日本在数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过程中

逐步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而如何基

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

建的背景，寻求适合我国区域景观协调与管

控的途径及方式，以创造更为和谐宜人的城

乡人居环境，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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