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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地块微更新改造技术探讨

施金男 王成彬
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正经历明显变革，从粗放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它标

志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全新的战略阶段。2021年，国家发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政策，旨在转变传统的城市发展
模式，拒绝粗暴的改造方式，转向更为可持续的路径。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大规模更新项目改造项目逐渐缩小，而微

更新理念下的新型改造方式随之被广泛推行。因此，本文将基于可持续理念，对地块微更新改造技术要点进行探讨，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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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基于微更新理论下的改造项目，不单单是指

集中于物理空间的美化修复工程建设，它还涵盖文化与

社会等多方面的提升，目的是借助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

共同建设，从而达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创建小

型公园、绿化工程、融入文化元素以及创新社区治理方

式等方式。以此有效地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由此不难

看出，基于微更新理论的户外公共空间改造，已经成为

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有利于提升城市整体

品质，营造一个宜居且和谐的生活环境。

1 微更新理念解读

微更新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简·雅各布

斯与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著作。他提出，借

助小规模、多样化以及渐进式的更新方式，可以促进

人类、自然与都市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充分展示出对

人性需求与城市温度的关怀。目前，微更新作为一种新

兴理念，正在顺应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结合地域文化

特色，借助详细调研方式，以及精细化改造老旧社区构

建，与大规模更新措施形成鲜明对比。

国内学者在总结西方微更新理论时指出，这一理念

是对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反思，强调城市建设应回归人性

需求，鼓励城市建设的多样性，保留并激活多功能混合

使用，并增加低成本商业空间的活力。微更新提倡采用

中小规模、功能多元且逐步推进的改造方式，借助渐进

式、插入式的开发措施，保护现有社区的环境，以此提

高城市的整体品质。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微更新要更多关注于提升零

散地块、闲置区域与小微空间的品质，借助微小的改

变，改善社区空间环境。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以

“微”为核心的新兴理念，逐渐对社会各领域产生影

响。本文探讨的微更新强调尊重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借助保护公共空间结构，推动多功能的融合，应用中小

规模、渐进式以及插入式的改造方法。借助精细的小规

模调整，提升整体环境质量，增强居民的共同治理意

愿，实现物质空间与精神文化的双重提升，为社会发展

带来明显的价值。

2 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地块微更新改造原则

2.1  人性化
在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倾听并遵循居民

的真实需求，关注他们的情感体验以及精神需求，保证

改造工作可以融入并尊重居民的日常生活模式。以满足

居民实际需求为核心驱动力，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借

助完善各类配套设施，实现居住环境的全面优化。在公

共空间改造中，老年人与儿童是规划的主要使用群体，

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需要特别注重这些群体的需求，

并考虑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改造措施应融合更多

人性化因素，例如设置老年人休息区、儿童游乐设施以及

安全保护措施，营造温馨、包容且充满关爱的社区氛围。

2.2  可持续性
在策划实施阶段，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需要具备

前瞻性的战略视角，不但要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还要

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保证未来弹性改造的顺利进行，

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微更新理念的核心在于借

助小规模、低干扰的方式介入，降低资金门槛，使改造

项目更容易实施，从而快速实现更新成果并推动良性循

环。此举不但可以有效提升社区环境质量，还能激发社

区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在精神层面，建立居民的认同

感以及归属感非常重要。在改造过程中，相关的规划设

计人员，注重打造社区文化共鸣点，让居民在参与中感

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在政府的科学引导下，居民可

以自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维护管理，形成强大的内生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4� 第5卷�第17期

5

动力，共同守护这个温馨的家园，让社区在和谐与活力

中不断发展壮大[1]。

3 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地块微更新改造技术要点

3.1  整合可用资源
3.1.1  提高绿化利用性
在开展地块户外公共空间优化途径的研究中，首先

需要解决的是绿化资源的不足以及低效利用问题。这些

区域不但绿化覆盖率较低，还有大量绿化带未得到妥

善管理，长期处于荒废状态，会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

针对这一情况，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可以鼓励并引导

居民参与到自主绿化活动中，借助小规模室外盆栽蔬菜

等项目建设，为公共空间注入活力，创造独特的绿色景

观。其次，对于那些管理不善，或者是缺乏生气的绿化

区域，可以采用“见缝插绿”的方法，灵活增加各种植

被的种类，最大限度地提升绿化覆盖面积。同时，相关

的规划设计人员，还可以将利用率低且功能单一的硬质

铺装区域转化为绿地，不但可以美化环境，还能提高空

间的生态价值。此外，长期荒废的花坛项目建设也不容

忽视。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可以在保留原有乔木的基

础上，通过多样化的设计，例如将座椅与绿化花坛、树

池巧妙融合，不但提升空间的实用性与吸引力，还能满

足居民亲近自然与享受绿色空间的心理需求，在培育居

民从冷漠态度转变为主动关心绿化环境的意识，体现出

社区关怀与生态理念的有机结合。以深圳宝安灶下村的

改造实践为例，该村成功将三棵历史悠久的大榕树树池

从荒废状态转变为融合休憩以及观赏功能的公共绿地。

不但显著提升社区绿化质量，还以此进一步增强居民的

归属感，使得公共空间的生态价值以及人文内涵，得到

明显提升[2]。

3.1.2  提高色彩丰富度
在广阔的景观设计领域，色彩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

元素之一。它可以借助协调、有层次的色彩布局，大幅

度地提升公共空间的吸引力，为居民带来视觉上的愉

悦以及心理上的慰藉。在创建色彩斑斓的景观环境过程

中，核心在于保持植物色彩的多样性，同时保证整体环

境的和谐统一，避免出现色彩不协调或者是过度的情

况，追求与周围环境的相辅相成。然而，要达到这一目

标，增强绿化区域的色彩多样性非常重要。相关的规划

设计人员，除了要引入更多种类的彩色植被外，还应构

建一个乔木、灌木以及地被植物相互映衬的复层种植系

统，每一层都展示独特的色彩，携手打造出整体的视觉

盛宴。然后，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可巧妙地加入攀缘

植物如三角梅、藤本月季和绿萝等，丰富色彩的层次

感，为空间注入生机。再次，在户外公共空间的基础设

计阶段，设计具有独特辨识度的色彩路面，不但可以起

到装饰的作用，还能引导行人方向，使其在色彩指引下

体验到愉悦的归家感受。对于树根隆起、难以被覆盖的

地方，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可以使用透水混凝土进行

铺设，既可以增加色彩元素，又能增强地面的透气性，

有利于乔木的健康生长。在修补不平整的道路时，相关

的规划设计人员，还可以选择橡胶材料，既安全又美

观，还能提升步行的舒适度[3]。

3.2  重构空间功能
3.2.1  深度挖掘潜力空间
在某些地块的户外公共区域，空间布局相对紧凑且

功能单一，已无法满足现代住区居民日益多样化的生活

需求。随着住区发展的迅猛，居民对小区环境的期望

已超越传统的健身设施范畴，特别是在地形复杂多变的

重庆，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优化设计措施。为应对这一

挑战，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应深入发掘现有空间的潜

力，合理高效地开发小区公共空间的边缘区域。例如长

期封闭、利用率低的绿地，阻碍邻里交流的自然植被屏

障，或者是隔离空间、显得突兀的围墙，以及未充分利

用的边缘地块，都是规划的重点区域。此举不但可以提

升公共空间的利用效率，还能增强空间的连贯性，使原

本各自为政的空间元素相互融合，共同打造出新颖而富

有活力的空间格局。这样的转变实质上是将场地的劣势

转化为独特的优势，展示空间设计的智慧。以北京的雨

儿胡同杂院改造为例，该项目借助完善主要公共空间的

布局，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巧妙空间布局，为原本杂乱的

线性通道被赋予新生命，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聚

合，形成更加紧凑且具凝聚力的公共空间体系。一方

面，提升空间的整体品质，另一方面，也为居民提供更

为丰富的交流场所，充分体现因地制宜设计的原则。

3.2.2  拓展复合功能
虽然社区已投入资源进行修缮，但地块的公共场所

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这些场

所对居民吸引力不足。为了激发这些地块的新活力并

有效应对其老龄化趋势，扩展公共场所的复合功能，吸

引更多周边工作的年轻群体，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进

而促进社区人口结构的平衡。首先，相关的规划设计人

员，可以巧妙融入儿童娱乐设施、棋牌休闲区以及景观

游览与休憩节点，提升地块户外公共场所的多样化用

途，并打破此前单一的空间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全面

考虑不同年龄段的需求，为儿童设计攀爬、摆动以及平

衡训练装置，利用地形高差满足他们的探索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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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铺设橡胶垫、细沙与豌豆碎石等保护性材料，保证

老年人以及年幼儿童的安全。在地面图案设计上引入趣

味性，不但提升场所的视觉吸引力，还能以低成本、低

干预的方式营造娱乐氛围。

根据《人性场所》中的研究，老年人、学龄前儿童

及其家长之间，一般情况下，有更自然的亲近感，而与

青少年的互动相对较少。因此，在规划老年人休憩区

时，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应保持与儿童活动区的适当

距离，保证视线通畅，以便家长监护，从而营造安全和

谐的社区氛围。此外，将晾晒、休憩与绿地景观等功能

有机结合，进一步凸显场所的复合利用价值。例如借鉴

朝阳区小微空间改造项目的经验，该项目成功地将儿童

娱乐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同时考虑其他年龄层人群的休

闲需求，并巧妙地将居民晾晒活动纳入设计，不但可以

提升场所的使用效率，还可以保持整体美感，以此为地

块公共场所的功能拓展，提供宝贵的借鉴意义[4]。

3.3  优化服务设施
3.3.1  增加标识识别
根据深入的研究揭示，部分地块时常面临辨识系统

不清晰的问题，很多居民表现出对清晰导航系统的迫切

需求。由于缺少明显的地方特色标识，这些区域的居民

在导航时容易感到迷茫，从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便利

性。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缓解由地域独特性带来的

生活障碍，促进地块与城市环境的深度融合，相关的规

划设计人员，可以在改造方案上，从多个方面加强标识

设计。首先，在标识的表达形式上，可以融合生动的图

案以及简明的文字，果断运用高饱和度的色彩组合，以

制造强烈的视觉效果。尤其是针对老年人，这种设计方

法可以深刻强化他们对标识的记忆。相关的规划设计人

员，应当在社区的主要交叉路口设立明确的指示标识，

保证居民可以迅速准确地找到目标方位。其次，对地面

标识的强化也绝不能忽视。通过使用色彩鲜艳、对比强

烈的地面材料，不但能有效引导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的

有序停放，还可以减少它们对居民步行空间的影响，明

显提高社区的安全性，满足居民对安全生活环境的基本

需求。再次，标识展示不但是导向的工具，也是展示社

区文化特质的重要窗口。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可以通

过独特的视觉语言，向外界传达地块的文化内涵，从而增

强公共空间的吸引力，引起社会各界对地块保护的关注。

3.3.2  加入指挥设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承载着旧日记忆的老旧社

区，其基础设施逐渐老化，服务水平难以和现代社会需

求相适应，因而，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

城市资源配置更多地倾向于繁荣的商业区，而老旧社区

常常被忽视，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被遗忘角落”。

为重新激发这些社区的活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相

关的规划设计人员，需要将便民设施科学地融入公共空

间，成为一种有效的措施。首先，设立非机动车专用停

车棚，不但可以解决停车难题，还能美化社区环境。引

入智能垃圾桶，将环保理念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推动垃圾

分类，提高环保水平。增加饮用水设施，保证居民的饮水

安全。还可以引入24小时智能快递柜、无人售卖机、无人
医药柜等现代便民设施，将科技便利带入居民的日常生

活，使老旧社区也能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5]。

结语：在微更新理论的框架下，为保证其与当前城

市发展的未来趋势紧密结合，明确改造项目的核心目

标。相关的规划设计人员，可以提出一系列具体且翔实

的设计措施，旨在整合并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构建兼具

集约性、丰富性的景观体系，以增强城市空间的吸引

力。一方面，为地块改造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另一方

面，也为未来类似项目的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旨在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延续城市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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