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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城市更新视角塑造丰富社区生活圈

王达俊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200235

摘�要：城市更新视角下的社区生活圈塑造，关注物理空间改造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融合。通过空间规划、文化传

承、社区参与等策略，实现历史与现代元素的和谐共生，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优化交通系统，完善公共设施，打造

宜居环境。加强居民参与和跨部门协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最终，塑造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共处

的社区生活圈，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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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社

区生活圈的全面提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如何通

过城市更新塑造一个丰富、宜居的社区生活圈，已成为

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城市更新的视角出发，探讨

如何通过空间规划、文化传承、社会参与等策略，为居

民打造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共融的生活环境，从而推动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城市更新与社区生活圈的关系

1.1  城市更新对社区生活圈的影响
城市更新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物理

空间的改造，还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

变革。这种变革对社区生活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物

理空间的重构使得社区生活圈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绿

地、休闲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等得到了提升和优化，为

居民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此外，城市更

新还促进了社区内的交通系统的改善，使得居民出行更

加方便，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生活圈的连通性和可达性。

1.2  社区生活圈对城市更新的需求与期望
社区生活圈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其

对城市更新有着明确的需求和期望。首先，居民希望通

过城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质量。这包括更加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宜居的居住环境、更加便利

的交通系统等。其次，社区生活圈也期望通过城市更新

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保留历史记忆，使得社区的文化

特色得以延续和发展[1]。

1.3  城市更新与社区生活圈相互作用的机制
城市更新与社区生活圈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是复杂

而多元的。一方面，城市更新通过改善物理空间、提升

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对社区生活圈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面，社区生活圈

的需求和期望也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使得城

市更新更加贴近居民的实际需求，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此外，城市更新与社区生活圈之间的相互作用还

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例如，城市更新

可以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提升社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

竞争力；同时，社区生活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也会

对城市更新的方向和策略产生影响。

2��城市更新视角下社区生活圈的塑造策略

2.1  空间规划与设计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更新的议题日益受到

关注，其中空间规划与设计作为塑造社区生活圈的核心

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合理的空间规划与设

计，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还能有效提升

社区的环境品质，从而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绿地与休闲空间的巧妙布局。社区中的绿地与休闲
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重要场所。在规划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绿地的分布与规模，确保每个居民

都能在步行距离内享受到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同时，

休闲空间的设置也需贴心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健身设

施、儿童游乐区、老人活动区等，满足各年龄层居民的

需求。通过这样的布局，居民可以在闲暇时光与家人朋

友共度美好时光，增进社区内部的凝聚力。（2）公共
设施与服务的完善。社区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是居民日常

生活的重要保障。在教育方面，优质的学校和教育资源

能够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成长平台；医疗方

面，完备的医疗设施和专业的医疗服务能够为居民的健

康保驾护航；商业方面，便利的购物场所和丰富的消费

选择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因此，在城市更新

的过程中，应注重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完善，确保每个居

民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生活体验。（3）交通系统
的优化。交通系统作为连接社区内外的重要纽带，其顺

畅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一个便捷的交通系



49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4� 第6卷�第1期

统能够让居民快速到达目的地，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压

力；而一个高效的交通系统则能够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提高社区整体的运行效率。因此，在城市更新的过程

中，应注重交通系统的优化，通过合理的道路布局、智

能化的交通管理等方式，为居民打造一个畅通无阻的出

行环境[2]。

2.2  文化传承与创新
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文化不仅是城市的灵魂，更是社区生活圈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元素。通过有效地传承和创新文化，我们可

以为社区注入独特的活力和魅力，营造出更加富有灵魂

的生活空间。（1）珍视历史建筑，保护城市记忆。历
史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瑰宝，它们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底蕴。在城市更新中，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历史建

筑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对历史建筑进行合理的修复和维

护，不仅可以保留城市的历史风貌，还可以为社区生活

圈增添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将这些历史建筑作

为公共空间对外开放，也能为居民提供一个了解城市历

史、传承文化的场所。（2）弘扬地域文化，增强社区
独特性。地域文化是社区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在城市更

新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重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

过深入挖掘社区的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将地域文化融

入到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如景观设计、建筑设计、活

动策划等，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浓郁的地域文化

氛围。这样不仅能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还能为

社区生活圈带来独特的魅力和活力[3]。（3）举办文化活
动，丰富居民精神生活。文化活动是社区生活圈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如艺术节、音乐会、戏剧表演等，可以丰富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社区的文化品质。同时，这些文化活动

也能为居民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增进彼此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此外，文化活动还能吸引外部游客的到

来，促进社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在城市更

新的背景下，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塑造活力社区生活圈的

关键一环。通过珍视历史建筑、弘扬地域文化、举办文

化活动等方式，我们可以为社区注入独特的文化灵魂，

让居民在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样的社区生活圈不仅能

为居民提供一个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环境，还能成为城

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

的动力。

2.3  社会参与与协作
在塑造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圈过程中，社会参与

与协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应当是一个多方参与、多元共治、资源共享的共同体。

（1）居民参与机制的建立。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他
们的参与是塑造和谐社区生活圈的基础。建立有效的居

民参与机制，是激发社区活力、满足居民需求的关键。

例如，定期举行居民大会，让居民能够就社区内的各类

议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设立社区委员会，作为居民

与政府、物业等各方沟通的桥梁，确保居民的声音能够

被充分听到和考虑。通过这些机制，我们能够确保社区

发展更加符合居民的真实需求和期望。（2）社区组织的
培育与发展。除了居民个体参与外，社区内各类组织的

存在和发展也是推动社区生活圈和谐共建的重要力量。

这些组织，如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文化社团等，能

够为居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和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

生活，增强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同时，它们也是居民参

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平台。因此，我们应

当积极培育和发展这些社区组织，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资源。（3）跨部门的协作与资源整合。在构建和谐
社区生活圈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居民和社区组织的力量

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

量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政府应当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

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同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社区建设。企业则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

支持，为社区建设贡献力量。社会组织则可以利用其专

业性和灵活性，为社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4]。通过跨部门

的协作与资源整合，我们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

效利用，为社区生活圈的和谐共建提供有力支持。社会

参与与协作是构建和谐社区生活圈的重要保障。通过建

立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培育和发展社区组织、促进跨

部门的协作与资源整合，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充满活力、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活圈，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力量、享受美好的生活。

3��案例分析

3.1  国内成功案例介绍与分析：新华路社区
新华路街道位于上海市的核心地带，拥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社区资源。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区域内，有一

条名为新华路345弄的小弄堂，曾是一条衰败多年的临
时建筑街区。这条弄堂占地不大，但五栋小楼的历史和

现状问题，一度使其成为了社区治理的难题。由于建筑

过期、权责不清，弄堂几乎面临被拆除的命运。然而，

2021年初，新华路街道与无证房屋所属企业达成共识，
决定共同活化这一公共空间。他们不仅看到了弄堂的历

史价值，还看到了它作为社区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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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的潜力。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联手，以公益

为起点，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良性运营的共

益价值。

分析：新华社区营造中心的成功，关键在于其整合

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实现了共益价值

的最大化。首先，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为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次，企业的参与为项目的资金和

技术支持提供了保障。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参与，

使得项目更加贴近社区居民的需求，同时也为社区居民

提供了参与和共建的机会。通过活化新华路345弄这一公
共空间，新华社区营造中心不仅保留了历史建筑，还提

高了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2  国外成功案例介绍与分析：纽约高线公园
纽约高线公园是一条废弃的铁路线，经过改造后变

身为一个线性的城市公园。公园全长2.3公里，穿越了纽
约市的多个街区，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多功能的

休闲空间。高线公园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和社区

需求，融入了景观、艺术、文化等多个元素，成为纽约

市的新名片。

分析：高线公园的成功得益于其创新的城市更新理

念和可持续的设计理念。（1）通过改造废弃的铁路线为
城市公园，高线公园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再利用，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休闲场所。（2）公园的设计充分考虑
了生态环境和社区需求，融入了多种功能和元素，满足

了不同居民的需求。（3）高线公园还注重与周边社区的
协作与互动，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3.3  案例对比与启示
通过对新华路社区和纽约高线公园两个成功案例的

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1）平衡历史与现代：
无论是新华路社区还是高线公园，都成功地平衡了历史

与现代的元素。这启示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

当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同时也要注入现代化的元

素和功能，以满足居民和游客的需求。（2）创新城市

更新理念：高线公园的成功得益于其创新的城市更新理

念。这启示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需要转变传统

的思维模式，敢于尝试新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城市空间

的再利用和优化配置。（3）注重生态环境和社区需求：
两个案例都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和社区需求。这启示我

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改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期望，确保社区

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4）加强跨部门的协作与资
源整合：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

方力量的协作与资源整合。这启示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

程中，需要加强跨部门的合作与沟通，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利用，共同推动社区的和谐共建和发展。

结束语

通过城市更新的视角塑造丰富社区生活圈是一项长

期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注重空间规划与设计，传承并创新历史文

化，加强社区参与和协作，为居民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宜居宜业的社区生活圈。展望未来，让我们携手共进，

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工作，为构建更加美好的城市环境和

社区生活贡献力量，共同谱写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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