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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划总则 

1.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稳妥推进城市照明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立足长春市地域特色，进一步提升长春城市照明建设

与管理水平，为吉林省乃至东北亚地区城市照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表率，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组织编制了《长春市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2021-2035年）》，为长春市城市照明工作有序开展提供

规划支撑。 

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分为规划编制范围和重点研究范围两个层次。 

1）规划编制范围 

对接《长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中明

确的长春市中心城区范围，包括朝阳区、南关区、宽城区、二道区、

绿园区、高新区、北湖区、临空经济示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净月

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汽开区）、长春莲花山生

态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莲花山开发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以下简称中韩示范区）及九台区卡伦湖街道、东湖街道，总

面积 2730 平方公里。 

除中心城区外的长春市外围区域，不设置特色节点和特色街道。

采用与中心城区一致的规划导则、技术标准和管理条例。 

2）重点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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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长春市中心城区的 13 个重点区域，包括朝阳区、南关区、

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高新区、北湖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中

韩示范区、净月区、经开区、汽开区、莲花山开发区。 

3. 规划期限 

近期 2021-2025 年，中期 2026-2030 年，远期 2031-2035 年。 

4. 规划原则 

1）营造幸福夜景观环境 

结合《长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对长

春城市的总体定位，通过对夜景观照明规划设计，来满足市民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打造温暖舒适的绿色幸福城。 

2）坚持绿色可持续原则 

在满足城市功能照明的基础上，合理的采用照明装置，减少日

常维护和管理的成本。同时注重对于新型节能绿色材料和能源技术

的利用，减少对城市环境的负面作用。 

3）坚持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原则 

充分挖掘汽车文化、雕塑文化、电影文化等长春代表性地域文

化特色，塑造富有文化底蕴的夜间城市形象。 

4）安全性和可识别性原则 

城市照明规划应当首先满足功能照明要求，保障城市夜间正常

运行，避免由于照明缺失或不足导致意外事件发生。在满足功能照

明的同时，强调城市照明的可识别性，即整体城市照明风格突出，

局部照明特征显著，并且能够形成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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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描绘愿景，提出照明目标定位 

1. 规划理念 

“以光温暖一座城” 

2. 形象定位 

“绿色冰雪森林城、活力璀璨夜长春” 

3. 规划目标 

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夜景魅力；构建夜景主题，突显夜景特色；

强化基础照明，增强城市安全；优化绿色照明，营造健康生活。 

4. 规划策略 

1) 以人为本、扎根需求，落实民生照明建设 

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完善功能照明体系、优化景观照明效果、

激发夜经济活力，支撑市民幸福公众生活。 

2) 摸清家底、明确结构，建立分区指引导则 

根据调研结果，合理确定城市整体照明结构，进一步构建区级

照明结构，实现整体照明控制。 

3) 智慧领衔、分类引导，助力城市服务升级 

注入智慧科技力量，深化景观、功能、绿色、智慧、文旅等专

项照明指引，提升城市服务质量。 

4) 近远结合、多元平衡，推进分期实施落地 

近、中、远三阶段实施，形成多机制协同保障，稳妥推进项目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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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统筹，明确规划布局管控 

总体上形成“一带八轴、一核四心多节点”的空间结构： 

1) 一带：伊通河照明景观带 

伊通河是城市主要河流，依托现有的景观资源，打造绚丽多彩

的夜景观滨水空间。 

2) 八轴：城市照明轴（四横四纵） 

城市照明轴在满足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重点对沿线的建筑界

面、公园、广场等进行景观照明规划。包括： 

人民大街沿线照明轴（主轴） 

远达大街—东部快速路沿线照明轴（主轴） 

西部快速路沿线照明轴（次轴） 

亚泰大街快速路沿线照明轴（次轴） 

西安大路—长春大街沿线照明轴（次轴） 

景阳大路—解放大路—吉林大路沿线照明轴（次轴） 

自由大路沿线照明轴（次轴） 

东风大街—南湖大路—净月大街沿线照明轴（次轴） 

3) 一核：人民广场照明主核心 

整体照明既要考虑到城市文化性的延续，也要注意城市形象、

城市活力的展示。 

4) 四心：四个照明副核心 

包括国际汽车城照明核心、南部新城照明核心、净月中心照明

核心和长东北新城照明核心。整体照明以功能性照明为主，局部通

过景观照明展示不同核心功能、文化和景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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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节点：城市照明节点 

将各行政区的行政中心作为城市照明节点，并使其成为各行政

区域的标志。 

图 1：城市总体照明结构图 

四、 精准管控，落实照明政策分区 

依据照明建设强度划定“优先建设、适度建设、限制建设和暗

夜保护”四大区域，并细分 8 类照明政策区，包括“商业商务照明

区、历史风貌照明区、公共设施照明区、开放空间照明区、工业及

仓储照明区、居住照明区、其他照明区和暗夜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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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照明政策区划图 

五、 强调功能，保障安全照明环境 

根据道路等级及断面形式，明确城市道路三级照明标准。一级

为高速路/快速路/主干路，二级为次干路，三级为支路。应严格按

照《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中机动车交通道路照明标准值执

行，高速路可参照快速路道路照明标准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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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道路照明规划图 

六、 绿色低碳，助推“数字长春”转型 

推进绿色照明规划建设，参考国家及地区相关标准规范，明确

绿色照明管控指标，推广绿色照明产品与新技术的应用。践行“数

字长春”理念，构建全覆盖、全体系的市区两级城市照明信息化管

控平台。平台兼具信息查询、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对各类

城市照明设施进行智能化监控和管理，保证科学合理开关灯和亮度

控制，实现照明能耗的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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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特色文旅，繁荣城市“夜经济” 

本次规划在梳理城市总体照明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各片区特色，

将知名景点、历史老街、城市地标、餐饮购物区、主题景区等特色

内容合理组织，结合多元夜游形式，串联成可游可赏可体验的城市

特色旅游主题线路。 

游览路线一：一街一河游览环线 

打造一条围绕伊通河和人民大街的夜景文化旅游环线，运用场

地的景观灯具和建筑照明设计，重点展现出长春市历史文化建筑和

滨水特色景观。形成从长春站—胜利公园—人民广场—文化广场—

解放大路地铁站—长春市政府—黑嘴子大桥—卫星桥—繁荣桥—赛

得大桥—自由大桥—公平桥—长春大桥—荣光大桥—东大桥—永宁

桥—长春站的“一河一街”夜景文化旅游环线。 

游览路线二：一厂一园游览路线 

由卫星路、硅谷大街、飞跃路、延安大街、新民大街、解放大

路串联起以一汽老厂房、南湖公园为核心，包括长春大学、欧亚卖

场、文化广场在内的夜景观文化游览路线。通过一厂一园游览路线

展示长春工业文化及城市绿色景观。 

游览路线三：冰雪天地游览路线 

打造从长春市政府—南溪湿地公园—长影世纪城—净月潭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长春农业博览园—净月大学城—生态广场—赛得广

场—鹤翔广场—长春北湖湿地公园—宽城区政府—长春公园—锦江

公园—同心湖公园—欧亚卖场—长春大学—长春世界雕塑园的精品

冰雪观赏环线。突出展示长春城市文化风情的同时，激发城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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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丰富夜间健身娱乐体验。 

八、 保障实施，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1. 保障措施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完善长春市城市照明相关政策法规、技术

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地方标准规范及技术指引编制。 

健全规划实施机制。积极开展城市照明分区规划和重点区域城

市照明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进一步深化和落实规划要求，确保规

划实施成效。 

落实分期建设实施。积极配合城市照明相关规划和建设，根据

分期建设目标和实施重点，合理安排项目建设，分期分批对照明规

划目标进行有效落实。 

提出配套保障政策。在城市照明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过程中应

加强各有关部门或单位的协作，明确落实监督和管理职责。 

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提升公众参与能力，整合社区、社会组织、

群团组织、企业等多方面力量，实现多主体联动，充分发挥群众参

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2. 实施计划 

近期至 2025 年，强轴线、定结构，总体照明规划结构进行详细

设计和实施，推进市级照明智能控制平台建设；中期至 2030 年，显

特色、突重点，各分区照明进行详细规划及实施，区级重点照明智

能控制平台建设有序推进；远期至 2035 年，查遗漏、补不足，完善

照明特色节点、特色街道、历史街区等详细设计和计划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