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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中人车分流模式研究
——以翠竹新村北区小区为例

倪伟伟Ǔ张Ǔ杰
常州市规划设计院Ǔ江苏Ǔ常州Ǔ213000

摘Ȟ要：公共区域人车分流是一种在城市规划和小区设计中常见的交通组织方式，旨在将行人和车辆的交通流线

分开，优化交通流量，提高交通效率，同时确保行人的安全。笔者对于老旧小区中人车混行现状进行了探索，为老旧

小区改造中的人车分流工作提供具体的优化策略和应用建议，有助于提升改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优化人车

分流模式，改善老旧小区的交通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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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老旧小区作为城市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造与更新工作日益受到关注。其

中，人车分流作为改善小区交通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

量的关键措施，其优化与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老旧小区人车混行的现状严重，道路通行功能

与生产经营、生活功能交织，居民对交通安全风险的警

惕性相对较低。在这样的环境中，行人和车辆常常在同

一空间内活动，没有明确的分隔，导致交通流线混乱，

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

人车混行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儿童和老

人来说，他们往往对危险的判断、规避能力较弱，容易

在玩耍或奔跑时遭遇车辆，导致交通事故风险大大增

加。其次，对于成人来说，虽然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相

对较强，但在人车混行的环境中，也难免会因为视线受

阻、反应不及时等原因而发生交通事故。此外，人车混

行还会降低道路通行效率，增加交通拥堵的可能性，影

响居民的正常出行。

因此，本文旨在以翠竹新村北区小区为例，深入探

讨老旧小区改造中人车分流模式的优化与应用，以期为

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导。

1 社区公共区域人车分流概述

公共区域的人车分流是一种在小区设计中常见的交

通组织方式，旨在将行人和车辆的交通流线分开，优化

交通流量，提高交通效率，同时确保行人的安全。

在公共区域实施的人车分流，首先考虑可以显著减

少车辆对地面居民活动的影响，增加居住舒适度。通过

设置人行道、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行人、非机动车和

机动车被引导至不同的通道或区域，各行其道，互不干

扰[1]。这不仅避免了车辆与行人之间的潜在冲突，降低了

交通事故的风险，还使得行人可以更加自由、安全地在

公共区域内活动。

此外，人车分流也有助于提高交通效率。在车辆和

行人分开的情况下，交通流线更加清晰，车辆行驶更为

顺畅，减少了因避让行人或等待行人通过而造成的交通

延误。同时，行人也无需担心车辆的干扰，可以更加便

捷地到达目的地。

2 翠竹新村北区空间布局及交通流线研究

常州市翠竹新村北区于2000年6月19日在天宁区率先
成立。本辖区占地面积22.3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8万
平方米，管辖区域是翠竹新村143幢至199幢，共有59幢
居民住宅楼，6幢别墅，居民3572户，人口12000左右[2]。

其空间结构具备显著的商品房老旧小区特点：

从建筑布局上看，早期翠竹新村北区采用了清晰明

确的网格化设计，社区道路与楼栋排列得井井有条，形

成了一种和谐而有序的整体感。同时小区内部主要道路

与次要道路设置明晰，在建设之初对于小区内部整体的

空间环境与交通动向场宽敞明亮，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绿化带贯穿小区，为居民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宜

人的景色；小型公园和景观节点则点缀在小区的各个角

落，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色彩[3]。这些公共空间不仅

丰富了小区的功能性，也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尽管该小区的空间规划起初展现出了高度的规整性

和实用性，但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私家车数量的急

剧增长，小区原本的设计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私

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停车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小区内

原有的停车位无法满足现有车辆的停放需求，导致车辆

乱停乱放的现象频发[4]。这不仅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美观

度，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外，由于人

员居住量较大，车辆多，小区内的道路交通压力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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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影响了居民的出行效率。

图1 翠竹新村北区改造前宅间空间

翠竹新村小区于2010年曾经进行过一轮停车设施增
补，将原本宅间利用率低的绿化进行车位改造，增加了

小区整体停车位数量。但是原有绿化空间遭到破坏，宅

间园林景观设施被大量取消，同时停车位大量设置于楼

道单元门口，为行人带来极大不便及安全隐患。

3 基于人车分流理念的翠竹新村北区老旧小区交通

与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3.1  通过现有道路空间重新组织划分，对宅间空间进
行新的系统规划，形成车行道、停车位、绿化带及人行

道的不同线性空间

翠竹新村北区作为商品房式老旧小区，在设计初期

就考虑了一定的房屋间距，为宅间空间改造预留了一定

的基础。

通过对于现有空间的重新分配，将原有停车位布置

到现状绿化带位置，可以充分利用小区内的空余空间，

增加停车位的数量。

其次，将现状低效绿化带调整改为车行道，可以有

效拓宽宅间车行道的宽度，提高车辆通行的效率[5]。同时

使得现有人车混行道路只承担人行功能，这不仅能够减

少交通拥堵现象，还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为居民

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

绿化隔离带起到了分隔停车区域与人行道的作用。

图2 宅间空间改造前后示意图

3.2  宅间公共空间调整，绿化带承载多项功能
规划中还特别考虑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绿化带

不仅作为景观元素，还为未来预留了非机动停车、电梯及

智能垃圾处理等设施的空间。这种设计思路既满足了当前

的需求，又为小区未来的扩展和升级提供了可能。

对特定区域进行特点的调研，深入了解居民需求，

考虑对停车位/绿化的要求数量，进行机动车位及景观绿
化带的布置。

非机动停车空间的预留，有利于鼓励居民采用更加

环保的出行方式[6]。电梯空间的预留则体现了对居民生

活便利性的关注，有助于提升小区的居住品质。而智能

垃圾处理设施的预留，有助于推动小区的绿色、智能发

展。通过对老旧小区宅间空间的细致规划与精确划分，

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并满足现有行车停车规范要求的前

提下，探索出一种创新的设计方案。此方案的核心在

于，只要宅间空间的宽度大于或等于十五米，即可考虑

采用这种优化设计策略。这一标准的确立，意味着该设

计方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覆盖并惠及大部分的现

有城镇老旧小区。这种设计还充分考虑了老旧小区的空

间特点与居民的实际需求。在保障基本交通功能的基础

上，设计师们还会巧妙地融入绿化景观、休闲设施等元

素，以提升小区的整体环境品质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比

如，可以在宅间空地中增设小型花园、健身器材、儿童

游乐区等，为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休闲娱乐选择。

图3 翠竹新村北区

3.3  因地实施，不存在改造条件的宅间空间，对现有
空间进行优化

部分宅间间距较窄，不存在改造条件，可以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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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形式，保留现有空间结构，保障道路及路口的通畅

性，改善老旧小区通行不畅的问题。通过整合人行空

间、绿化带与建筑前区空间，对于无效及低效用的采取

局部调整，拓宽通行道路，实现宅间道路交通功能的提

升。结合小区内的现状空间及路网，优化交通动线，串

联各区域空间。

通过优化社区内部交通环境，提升交通的组织性与

安全性，实现小区内部道路的改造治理。

4 结语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对推进城市更

新、促进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

常州市翠竹新村北区为例，从宅间公共空间的交通组织

与功能设置方面为切入点，通过“人车分流”的主打理

念更新方式，提出了适宜的老旧社区宅间空间更新优

化策略，在不破坏现有空间肌理、结构特征的前提下，

通过合理规划现有资源，实现空间最大化利用，以期满

足居民不同的活动需求，重现小区活力。因此，我们不

仅能够解决停车难、交通拥堵等实际问题，还能在符合

现有规范条件的前提下，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舒

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这种设计方案的应用前景广阔，

对于推动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研究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交通功能及公共空

间细节的设计分析等方面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

时，还应结合更多的设计案例，努力寻找具有可持续性

的规划设计方法，从而更好地促进老旧小区宅间公共空

间的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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