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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研究

范静文
山西省投资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Ǔ山西Ǔ太原Ǔ030001

摘Ȟ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品质直接关系到居民的

生活质量、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城市更新行动成为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国家新出台的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政策等参考资料，深入分析了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重要性、城市更新的

背景与现状，以及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旨在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共空间；品质提升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

构调整并重的新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公

共空间被压缩、居民对公共空间体验变差等问题日益凸

显。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品质不

仅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关乎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成

为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与城市更新路

径的深入探讨，丰富了城市更新理论，为城市更新实践

提供了理论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

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城市更

新政策、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时提供了实践指导，有助于

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推动城市

可持续发展。

2��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重要性

2.1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城市公共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品质

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提

供舒适的休闲环境、丰富的文化活动和便捷的公共服务，

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2  塑造城市形象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高品质

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展现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

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

者，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2.3  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商

业活动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

益[1]。同时，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还有助于提升城市

的整体竞争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城市更新的背景与现状

3.1  城市更新的背景
城市更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速，城市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和社会经济关系

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老旧城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存在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多等问题，已无

法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因此，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成为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必然选择。

3.2  城市更新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同

时，社会资本也积极参与城市更新行动，为城市更新提

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各地结

合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多种更新模式和路径。然而，城

市更新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协

调、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等。

4��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

4.1  城市更新理念与目标
4.1.1  理念转变
从单一物质空间更新向综合品质提升转变。传统的

城市更新往往注重物质空间的改造和重建，而忽视了城

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整体提升。现代城市更新理念强调在

物质空间改造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

面的品质提升，实现城市的全面可持续发展[2]。从政府主

导向多元共治转变。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

而是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共同参与。通过多元

共治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城市更新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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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目标设定
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通过城市更新行动，改善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施条件、环境质量和文化内涵，提升

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整体形象。促进城市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通过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提升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4.2  城市更新策略与路径
4.2.1  老旧小区改造
对老旧小区的环境进行整治，改善绿化条件、清理

垃圾和杂物、修缮破损路面等，提升小区的整体环境质

量。对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增加

休闲设施、文化活动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提升公共空间

的品质和吸引力。

4.2.2  城中村改造
对符合条件的城中村进行拆除新建，重新规划和设

计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城市形象。对无

法拆除新建的城中村进行整治提升，改善公共设施条

件、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对介于拆除新建和

整治提升之间的城中村实施拆整结合策略，通过部分拆

除和重建的方式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4.2.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
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修复，

保留其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

础上，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公共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设

计，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吸引力。同时，引入现代文化

元素和技术手段，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利用历

史文化街区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

4.2.4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优化
注重人的需求和体验，设计符合居民生活习惯和文

化背景的公共空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应用，打造绿色生态的城市公共空间。注重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3]。注

重不同功能、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多元融合和互动发

展。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绿化面积和种类，提升绿化品

质和生态效益。根据居民需求完善城市公共空间的设施

配套，如休闲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通过合理

的空间组织和布局设计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舒适度和便

捷性。通过引入艺术元素和创意设计提升城市公共空间

的艺术氛围和吸引力。

4.3  城市更新保障措施
一是政策保障：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城市

更新行动的实施。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政策

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同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

城市更新行为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二是资金保障：政府

应加大对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目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

题。此外还可以探索建立城市更新基金等金融工具为城

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技术保障：引入先进的设计

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升城市更新项目的设计水平和施工质

量[4]。同时加强对城市更新项目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提升相

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四是社会参与：鼓励居

民、社区组织、企业等各方积极参与城市更新行动。通

过居民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确保城市更新项目符合居民

需求和期望。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作形成合

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顺利实施。

5��案例分析

5.1  某城市更新案例分析
5.1.1  案例背景
某市积极响应国家及省市级城市更新政策，以城市

体检评估为基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案例将分析

某市城市更新的背景、现状问题、更新目标、策略及近

期重点项目成效。

5.1.2  现状问题
该市面临土地利用低效、公共空间不足、基础设施

短板、老旧小区及城中村问题突出、文化彰显不足等现

状问题。具体如下：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104.13平方
米，居住用地和村镇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52.39%。2020
年建成区绿地率27.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3m²，远低
于国家标准。老旧小区37个，城中村面积820.17公顷，居
住环境不佳。

5.1.3  更新目标及策略
该市明确城市更新目标为打造“千年古署、幸福

HZ”，策略包括：（1）提升生态品质：构筑“一山两
河多绿地”格局，推进河道整治和公园绿地建设。（2）
优化城市功能：完善路网构架，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和市

政基础设施落地。（3）畅享宜居生活：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关注社区安全和适老化改造。（4）彰显文化魅力：
恢复和保护古城原貌，打造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5.1.4  近期重点项目及成效
该市重点推进了以下项目，并取得显著成效：（1）

鼓楼大街综合整治：通过立面整治和街道一体化设计，

提升风貌。（2）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改造29个小区，涉
及1767户，总投资9975万元。（3）体育场建设：新建公
共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提升体育设施水平。（4）河
道整治与公园建设：开展汾河、南涧河整治，建设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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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5）NS公园打造：新建NS森林公园，增加公共
开敞空间。（6）道路建设：计划建设17条道路，完善城
市路网体系。

图1��河道整治

5.2  北京鼓楼西大街三年复兴计划
5.2.1  项目背景
鼓楼西大街位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是一条拥有近800

年历史的斜街。周围环绕着众多历史古迹，两侧保存着

许多古树，环境古朴优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街道

两侧出现了违建、交通堵塞、乱停车等问题，逐渐侵蚀着

老街的风貌。此外湖面缩小、水系变迁、人口增加等变化

也对该区域产生了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质量，也损害了鼓楼西大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

5.2.2  更新策略
采取“微修缮、微更新”的方式对街道进行有机更

新。通过拆除违建、整治立面、提升公共空间、建设口

袋公园等措施逐步恢复老街的历史韵味。同时注重保护

历史古迹和古树名木保留老城的文化记忆。

5.2.3  实施效果
街道两侧违建被拆除，交通堵塞和乱停车问题得到

缓解，公共空间得到整治和提升。口袋公园的建设为居

民提供了休闲场所。同时街道的历史风貌得到恢复，文

化记忆得到保留。成为了一个集历史文化、休闲旅游、

居民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街区。这一计划不仅提升了居

民的生活质量，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为老城区

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5.3  上海乐山绿地口袋公园
5.3.1  项目背景
上海乐山绿地口袋公园位于上海市徐汇区乐山社区

中心区域，占地面积约5600平方米。然而改造前绿地内
部空间阴暗、设施陈旧，无法满足当代市民日益增长

的游憩需求。同时由于长期以围墙进行封闭管理社区居

民常在狭窄零散的街道空间中以自带座椅的方式进行休

憩，既不合理也存在安全隐患。

5.3.2  更新策略
拆除原有的围墙通过绿化退界形成更大的步行空间

消除安全隐患。引入全长80米的“众乐之廊”集合社区
居民服务的玻璃连廊既是绿地中的亮点也是居民共享的多

元活动空间。此外还设置了智慧蓝色跑道、儿童乐园、体

育健身设施等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需求。在植物

配置上考虑了四季色彩形成了完整的“四季景观”。

5.3.3  实施效果
经过改造后的乐山绿地口袋公园功能优化、形象鲜

明。强调了以绿为主、四时植物季相表达、生态低维护

的基础园景特征。公园内绿意盎然、景观丰富为周边居

民和办公人群提供了一个时尚优美的城市第五立面。全

龄段、全时空可游憩的设计使得乐山绿地成为了居民们

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社区治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

式社区花园。改造后的乐山绿地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幸福

感也促进了社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上海新兴的口

袋公园代表之一。

结语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塑

造城市形象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其

理念与目标应注重综合品质提升和多元共治。基于城市

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包括老旧小区改造、

城中村改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以及城市公共空间

设计与优化等方面。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政策保障、资

金保障、技术保障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措施。未来城市更

新行动需要更加注重人性化设计、生态优先理念和文化

传承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需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

和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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