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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范围参考《郑州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中的主城区

范围，即：

近期规划年限为2020-2025年
远期规划年限为2025-2035年

规划范围与年限
一、总则

东至国道G107东移线

西南至绕城高速

北至黄河大堤

（原万三公路）



动力与优势

1、上位规划支持

郑州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郑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新一轮编制，以及较为完

善的城市园路照明设施，都为郑州中心城区照明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动力和

基础。

2、迎合城市建设需要

与城市地位匹配、市民生活质量提高、城市近期建设需要是郑州城市照明

发展的主要动力。

3、文化底蕴深厚

自然人文底蕴浓厚，景观层次丰富，黄河之滨、城水相依的格局独特。从

建筑、河流、道路、广场到桥梁，都极具潜力。

4、照明建设热度高

近年郑州各区已有部分照明建设，为郑州中心城区照明的总体规划打下了

基础。

不足与制约

1、重点不够突出

主要路段重点表现的景观照明轮廓不清晰，亮度偏低，照明效果并不能在

城市尺度上给予其很好的光延续性。

2、整体不够协调

照明缺乏整体规划，部分地段照明缺失严重，与相邻照明完整的地段缺乏

延续性，造成整体照明效果不协调，而同等条件的载体亮度差异大，造成

不和谐的照明效果。

3、光污染严重

不适当的光色或色温选择，造成光环境极不舒适，造成严重光污染。

4、节能意识薄弱

照明设计没有从绿色设计的角度出发，采用大功率耗能光源，且灯具的控

制方式以及管理手段不当，造成能源大量浪费。

5、对夜景照明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

白天立面效果突出的建筑，由于对夜景照明不够重视，采取不当的照明与

管理维护方式，使建筑在夜晚变得孤立，如“一片薄纸”。选用品质较差

的灯具，灯具寿命短，维护量大。

现状总结
二、分析与研究



近期目标

通过近期规划目标的实现，可使郑州中心城区的夜景初具

规模，初步形成功能性照明、景观照明、夜景旅游规划的核心

框架为远期城市照明建设打下基础。

① 改造提升现有功能性照明品质，提高大众的生活环境，和节

能效率。

② 围绕沿黄生态廊道、京广城市发展主轴和陇海城市发展主轴，

着力打造郑州主要景观线、重要景观点，形成有影响力的夜

游动线和热门打卡点。

③ 完善城市智慧照明体系，提升管理运营水平。

远期目标

① 建立完整的功能性照明、景观照明、夜景旅游体系，使郑州

的夜景框架更加完整，形成郑州独特的城市灯光特色。

② 在此基础上，通过高起点高规格建设和有序改造，全面提升

夜景照明的品质，在绿色照明、智慧照明方面打造国内照明

行业的标杆。

③ 从全域旅游的视角出发，建设高质量的城市夜间旅游热点，

提升郑州市的整体形象的同时，助力郑州夜间经济的大力发

展，使郑州进入全国十大夜经济城市。

④ 探索并且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的灯光运营，使

郑州的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城市

照明运营机制。

规划目标
三、规划目标及理念



功能性照明规划目标 

近期目标 远期目标

1、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装灯率

应达到100%，基本实现有路就有灯，充分体现功

能性照明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2、完成中心城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路灯照

明建设，统一规划路灯电源；

3、安装高效的照明系统、加强维护系数、利用目
前照明新技术、进行更合理、更节能的照明设计
和管理。

1、对郑州市内功能性照明指标未达到国家相关标

准的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功能性照明建

设现代化、科学化、自动化和规范化，使得所有

城市功能性照明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相关标

准；

2、所有新建道路同步配置多杆合一，老城区随道

路及管网改造同步实施；

3、在满足各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保持路灯杆的
整体延续性、美观性。

四、功能性照明规划



一融双城两核四化

一带双环两横两纵

一融：融入郑州3000多年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

双城：突出郑州“商都”和“绿城”的特点；

两核：彰显郑州“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核心风貌；

四化：实现具备“美化、优化、文化、人性化”的郑州特色夜景。

市域主题
五、景观照明规划



五、景观照明规划
总体框架

一带：黄河生态文化带

双环：三环路、四环路

两横：中原路-金水路、陇海快速路（以中原路、东西

大街、人民路、金水路、郑汴路、商鼎路、郑汴物流通道、郑
开大道为金轴郑州段)

两纵：花园路-紫荆山路、中州大道-机场高速

一融双城两核四化

一带双环两横两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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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六、夜景旅游规划

夜
景
旅
游
新IP

• 宏观统一的规划城市夜游

• 多种类型、多种风格、多种形式、多种主题

• 有能量、有活力的郑州夜游文化。

以”旅游+”和全域旅游为发展战略，以“繁荣夜经济，丰富夜间生活”为目标，以夜
游经济提升为突破口，以文化旅游、现代服务功能为主，积极拓展旅游产业链，重点培
育夜间观光游憩、文化休闲、演艺体验、体育健身等夜游经济产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
适合游客夜间消费的夜游产品，初步建立夜间消费格局，充分激发游客消费潜力，推进
不同业态之间相互结合，助力构建“品牌化、全域化、特色化、国际化”的夜游IP。



黄河大堤

京港澳高速

绕城高速

绕城高速
二砂文化创意园区

百年德化
历史文化片区

商代王城遗址文化区

古荥大运河文化区

郑州黄河
国家湿地公园

黄河花园口旅游区
事件记事广场

黄河富景生态世界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炎黄广场

黄河迎宾馆
历史文化风貌区

金水河

东风渠

熊耳河

人民公园

紫荆山公园

西流湖公园

碧沙岗公园

龙湖

龙子湖

如意湖

四个中心

二七广场

农业路

象湖

贾鲁河

三皇山桃花峪景区 结合郑州市“四大历史文化片区”的建设、

《郑州市“十四五”文化广电和旅游发展规划》

中“两带一心一极”的整体构架，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内容，确定

郑州中心城区夜景旅游框架为：

黄河文化风情带

人文历史观光带

城市生活休闲带

城市娱乐消费带

夜景旅游框架

六、夜景旅游规划



重点区域为：
郑州三河一渠及市区重点公园

三河一渠：
金水河、熊耳河、贾鲁河、东风渠

四公园：
人民公园、紫荆山公园
西流湖公园、碧沙岗公园

城市步道休闲夜游带重点框架

六、夜景旅游规划

黄河大堤

绕城高速

绕城高速

京港澳高速

金水河

东风渠

熊耳河

人民公园

紫荆山公园

西流湖公园

碧沙岗公园

贾鲁河



此次郑州夜景规划旨在高起点高质量地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城市夜景。

功能性照明不仅满足照明安全规范、还要倡导绿色照明、

智慧照明、舒适照明、以及多杆合一的综合整治；

景观照明要立足郑州城市的空间载体特点，打造具有鲜

明郑州文化特色的夜景地标、和水陆热门线路；

城市照明终究要为城市和人民服务，通过夜景旅游、休

闲夜游促进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里是郑州，泱泱“中国”在这里起源，中华文明在这

里奠基，一统王朝在这里起步，中国城市从这里筑起，文华

遗址在这里演绎，创新先河在这里引领，千年郑州阐述了儒、

释、道之微言大义，“一带双环两横两纵，一融双城两核四

化”让其在这片黄河流过的黄土地上，留下金灿灿的一笔，

共同打造一部不朽的旷世巨作，夜美如画“郑”青春。

规划总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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