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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景观设计：日本高层建筑中的开放空地》依据日本《建筑基准法》第59条第1款，综合设计
中“公开空地”的各种政策，结合对东京都、大阪市、福冈市开放空地的调查研究编写而成。
“公开空地”在《城市景观设计：日本高层建筑中的开放空地》中译为“开放空地”。
虽然“开放空地”是日本高层建筑中运用的政策，有复杂的申请、审批以及管理制度，但是从构成城
市公共空间网络和城市景观的角度来看，应该加强理论研究。
书中结合具体项目，配合图片及相关图纸展开分析，展现了当前日本最新的开放空地实例，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

　　《城市景观设计：日本高层建筑中的开放空地》可供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规划设计等相关
专业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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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章公共空间与开放空地　　1.1 公共空间的相关分类　　在日本都市中的公共空间网络主要由都
市公园、基础骨干公园、特殊公园、大规模公园构成。
其中以小学校区为基本生活圈，构成街区公园、近邻公园、地区公园系统，以及街道绿化、河川绿化
、民有地绿化等，建立起居民身边的公共空间网络系统。
　　1967年，产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PaleyPark的开园，当时被称为VestPocketPark，也就是今日的“袖
珍公园”的原型。
　　“袖珍公园”在日本被称为“开放空地”，是在超高层建筑用地内被开发的公共空间，同时还承
担着形成城市景观的重要任务。
　　“开放空地”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类型之一，在城市内与其他公共空间形成整体网络，为人们的城
市生活提供活动交往空间。
　　1.1.1 日本的绿地概念的演变　　在日本昭和初期（1920年前后），关于都市自由空地的概念就有
了具体提案，当时的大阪府知事关一，于1927年2月在大阪举行的第一次全国都市问题会议上，作了题
为“自由空间”的发言，指出了空地在都市计划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列举了公园在以往发生的大地震
中挽救市民的事例，比如：东京的芝公园、上野公园等；提出建筑与空地必须分开的提案，指出在日
本的都市计划法、商业地域、工业地域、住宅地域中留有建筑空地的要求一直没有实现，指出维持空
地是必要的；指出公园、动植物园、运动场以及作为农耕土地维持的重要性。
但是，市域内绿地的维持根据现实难以实现，从广义的观点说明了绿地的重要性。
市区以外要留有适当的空地，仅仅依靠市内是不够的，地区计划也必须考虑。
关一知事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在第一次全国都市问题会议上展示了大阪绿地计划的图纸，该图是大阪
的公园、耕地、河川、水池、道路用地等广义的自由空地和建筑用地理想的配置计划，周围的耕地、
永久保存的绿地和海边的防风林可以兼作绿地。
这个以中之岛为中心，半径约12km的地区，1941年形成了半径为15km的大阪公园绿地以及防空地带规
划。
服部绿地、鹤见绿地等的位置被划分出来。
这个规划成为公园的系统图，这是日本最初的考虑，作为都市计划法具体的政策实施、绿地保持的考
虑方法，保持适当的风景绿地，风景地区有良好的、自然的、历史的环境，有了地域保全、指定培育
地区，在该地区内进行建设、变更土地性质、竹木土石的采集等行为，地方长官以及内务大臣必须有
许可的义务，其条件是必须保持恢复场所原状的规定，具体的运用方法要根据各县的条例，保持绿地
覆盖率，控制建筑物的高度、墙面退红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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