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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修补视角下西安市老旧城区微空间改造研究
□　丁竹慧，董　欣，路金霞，刘　林，杜雅星

[摘　要]微空间因其规模上的小尺度、功能上的高紧凑度及空间分布上的高密度特征，在老旧城区功能修补、城市更新及城
市品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潜力、优势及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价值。老旧城区在用地紧缺的情况下，普遍面临公共空间
功能衰退、品质活力下降的挑战。文章以西安市老旧城区为研究对象，开展老旧城区微空间系统性研究，发现微空间中的流动
性激发了空间活力、粘滞性利于创造交往环境、微尺度易于拉近情感距离、根植性强利于蕴留城市文化，其发展过程中存在
物质空间主体使用受限、社会空间的人群交往受抑、精神空间的文化记忆消退等问题。同时，对微空间进行改造潜力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将其分为重点提升型、全面升级型和综合改造型，进而针对每种类型微空间提出改造措施与功能修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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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icro Space Development in Old Distr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Repair, Xi'an/Ding Zhuhui, 
Dong Xin, Lu Jinxia, Liu Lin, Du Yaxing
[Abstract] In the functional repair, urban renewal,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old districts, micro space has distinctive potential 
and is irreplaceable in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due to its small scale, compact function, and high density characters. Old districts 
usually faces decay of public space function, quality, and vitality caused by land shortage. The papers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micro spaces in the old districts of Xi’an city, and finds that space flow activates vitality, its stickiness conduces to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micro scale helps narrow emotional distance, and its embeddedness assists retaining city culture. The problems of 
micro space in old districts include limited use of space subjects, inhibition of socialization, and los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spiritual 
space. It divides the micro space into three types based on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major improvement, comprehensive upgrade, 
and overall renovation, and further proposes renewal and repai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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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具备舒适的空间尺度，微空
间成为连接市民个体、形成不受场所类型限制的重要社
会节点 [1]，其不仅是具有实用性的重要场所，还是城市
文化的空间载体 [2]，承载着社会生产、生活及人类先验
经验，物质性与精神性共存，具有促进人际交往、增强
城市活力的空间纽带作用 [3-5]。微空间往往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自发形成，而非规划选址产生，具有一定的自组
织性，是体现日常生活美学的活态博物馆与地方文化的
缩影。微空间自发形成、规模小、类型多样的特点使之

独立于我国城乡空间规划实践与管理的传统思路与研究
范式之外，有着特定的空间语汇。而随着城镇化的深入
推进与土地资产化趋势的显现，老旧城区中的公共空间
逐渐被商业用地所蚕食。同时，人均居住面积递减，居
民对可寄托生活情趣的空间需求日益增加，微空间对于
完善城市空间功能和发扬在地文化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日
益显现 [6-7]。但城市微空间与其使用主体如何共同构成
城市空间“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如何传承空间主体对
“公共性”的多样诉求，进而如何以不同的空间语汇传
承城市所秉持的文化记忆等问题仍待深入探讨。

20 世纪初，国外展开了与城市微空间相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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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从空间视觉感受和审美体验等感
官角度开展了对城市微空间的实证研究，
不同学科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基点形成了
城市微空间丰富的认知内涵 [8-12]( 表 1)。
城乡规划研究将微空间纳入公共空间范
畴，而“微”的相对性使微空间的概念
界定较为困难，但其面积小、分布散、
数量与类型多样等基本特点已经成为行
业共识 [13-14]。何慧妍等人通过活力评价、
空间感知、社会生态评价等量化方法对
城市微空间开展了深入分析 [15-18]；赵衡宇
等人对微空间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效用展
开了研究 [19-21]；陆明等人则从空间使用者
的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了微空间与行为主
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3，22-26]；王鹏等人探讨
了城市微空间的理论体系 [27-29]。这些研究
为开展功能修补视角下老旧城区微空间
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32]。

城市中的市井空间充满着人情味与

烟火气，散发出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并且大量的微空间广泛分布在老旧城区
中。例如，始于隋唐长安城、改建于明
朝的明城区，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衍生、
融合，内部孕育了繁多的小尺度空间，
这些小尺度空间分散在昔日熙攘繁盛的
历史街巷之中，构成了聚集老城原住民
的市井空间 [5]，进而形成了西安市老城
区特有的空间肌理 ( 表 2)。因此，本文
以西安市老旧城区微空间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分析框架，开展老旧城区微空
间的的系统性研究，尝试为城市功能修
补视角下的微空间改造实践提供思路。

1微空间研究框架与方法

1.1研究框架
城市微空间是以物质空间为基础，

具有社会、精神属性的空间形式。微空

间的形成与使用主体密不可分，原本微
小的空间，因其中产生的社会交往活动，
成为周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节点，
并逐渐成为居民认知中尺度亲切、环境
熟悉的具有社会交往价值的场所。居民
在使用空间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着潜移
默化的改造，不同使用主体之间、使用
主体与物质空间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原
有的物质空间具备了稳定的社会属性，
从单纯的物质空间转变为具有联结人际
网络功能的社会性空间。与此同时，因
尺度上的易于交往，主体的社交行为也
在其中不断强化，频繁的交往形成功能
使用上的路径依赖，赋予了微空间丰富
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精神属性，进而推
动它从物质空间转变为有文化历史价值
的“依恋性”空间。

微空间中人群的流动性、交往的粘
滞性、尺度的宜人性与文化的根植性等
特定的功能特征影响并形成了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场域”组合形
态。而上述功能在空间上组合、联结，
共同创造了潜力巨大的微空间系统，进
而赋予了城市更真切的生活意义、体验和
情感共鸣，使城市中丰富且质朴的日常生
活图景得以最大程度的活化与留存 [33]。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特征归纳—
问题剖析—使用评价—改造建议”的研究
框架，在对微空间的功能特征与存在问
题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微空间
的评价与改造研究，为解决城市微空间
存在的问题、发挥空间功能潜力寻找“药
方”( 图 1)。首先，文章对微空间的基本
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市民预调研
及现场评估对西安市老旧城区的微空间
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选择典型样点
开展正式调研以深入总结其空间特征、
功能特征及两者的互动关系；其次，立
足微空间的物质、社会、精神 3 个空间
属性，通过对微空间使用主体开展使用
感受评价，分析当前微空间存在的问题；
再次，基于特征归纳和问题分析构建指

表 1  多学科视野的微空间认知内涵对比

表 2  明城区街区模式和路网结构

学科类型 微空间内涵 空间特点

地理学 具体的物质空间，与日常生
活实践更贴切的特殊空间

由环境媒介带来感官体验上的认同与情感的满足

信息科学 基于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构筑的特殊网络空间形态

个体跨越时空交往互动，为个体自由性的释放提
供场域

人居环境学 构成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基
本空间单元

尺度小，深入城市各角落，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
最紧密，私密性强

城乡规划学 易于形成社会交往的空间节
点

面积小、分布散、数量多的微型公共空间，承载
着居民的基本社会交往活动

环境心理学 围绕人体的无形空间 最个性化的空间，与人有最直接密切的关系，与
他人交往距离相关

树形街巷结构 小尺度方格结构 稀路网结构 差异化结构

形成时期 明清时期 民国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 市场经济时期
主要特征 多拥挤的小尺度巷

道，现有的活动空
间紧缺

各街道间距离远、可
达性差，但街巷尺度
宜人

呈不规整方格网，
主街道尺度相对较
大，巷道呈小尺度
弯曲

呈不规则的方格，
内部巷道环境差，
开发不足，微空间
发展潜力大

结构图式     

0　10 m 0　10 m 0　10 m 0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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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对西安市老旧城区微空间使用状
况进行改造潜力评价，进而根据评价结
果划分改造类型；最后，针对不同的改
造类型提出具体的改造建议。

1.2研究方法
(1) 主体使用感受评价。
本文选取了 2019 年 3 月 23 日作为

调研时间，在西安市老旧城区随机抽样
发放 260 份问卷，同时结合空间观察卡
片观察物质空间与统计人流活动，了解
居民对微空间的需求与认知。随后，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选取南院门小广场、
德福巷街心公园、中柳巷、安居巷、湘
子庙、三学街、县仓巷和碑林少年宫前 8
个微空间，共发放问卷 400 份，其中回
收有效问卷 382 份，有效率为 95.5%。
利用李克特量表与语义差异分析得到总
体满意度分值，设置 1 ～ 5 分的分值，
对20项评价因子按照主观感知进行打分，
并采用关联矩阵法对比较确定各评价因
子的权重，得到微空间适宜性评分的加
权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1)
其中 ，   为第  个评

价对象的分值；  为评价对象编号，  为
第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为第  个评价
对象的第   个评价因子的
分值，  为评价因子编号。

(2) 微空间潜力评价。

根据微空间的基本特征和主体感受
评价的分析结果，对随机选取的西安老
城区的 12 个微空间进行打分，从自然环
境、人工环境、空间吸引力及空间文化
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
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以此确
定权重，生成权重值。其中，指标采用极
差正规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逆向指标归
一化后的数值作为因子得分与权重值相乘
得到潜力值 [34-35]。将评价结果从高到低进
行排列，分析微空间发展现状和使用情况，
评价改造发展潜力，并依据分析和评价结
果将微空间分为重点提升型、全面升级型
和综合改造型 3 类。

2西安市微空间的基本特征

2.1空间特征
微空间是城市中数量众多且分散的

空间“细胞”，是市井生活的“舞台”，
其如百衲衣的补丁一般，“缝合”了各
类功能空间。在紧凑分布的空间格局中，
微空间与其他功能空间的便捷联系是发
挥其空间介质作用的基础。因此，本文
基于微空间与生活居住、休闲游憩和交
通通勤等城市功能的密切关系及其自身
特点 ( 如交往活动、空间尺度较小、配置
基本设施等 )，于西安市明城区的开放空
间中筛选出 95 个城市微空间，并依据微
空间的环境特征将其分为商混型、居住

型、交通型及公服型 4 类。
其中，交通型微空间面积较大且界

面完全开放，多临近城市主干道，周边
用地类型与建筑功能多样；商混型微空
间面积适中且界面相对开放，多沿街分
布，周边以商业与居住用地为主；公服
型微空间面积较小但边界开放性强，人
流量大，多临近城市生活性干道，周边
多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或绿地与
广场用地；居住型微空间面积最小且空
间围合度较高，场所私密性较强，多临
近城市次干路和支路，周边以居住用地
为主 ( 表 3)。

2.2功能特征
2.2.1流动性激发空间活力

西安市微空间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
人流量较大且空间活动类型丰富 ( 图 2)。
通过调研发现，微空间日均人流量达到
400 人，不同时段人流量基本稳定并在下
午达到峰值。人群活动类型中，必要活
动和自主活动占全部活动的比重分别为
48% 和 32%，社会活动多为必要活动和
自主活动转化，占比达到 20%。不同类
型微空间的人群活动特征各异。其中，
交通型微空间人流量相对较小，但社会
性活动多且频繁且密集，一半以上的驻
留者为周边居民，人流量在上午达到峰
值后大幅下降；商混型微空间人群活动
类型为必要性活动，使用主体以游客为

特征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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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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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空间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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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时段人流变化不大；公服型微空
间人流量大、频率高但人流停驻时间短，
上午居民活动较多，其他时间段多为游
客途经；居住型微空间人流量较大，人
群停驻时间长，居民为其使用主体。

微空间中密集的人流与丰富的社会
活动激发了空间活力的产生。传统的规
划研究框架中的公共空间往往产生于自
上而下的空间资源配置，根据人的需求
对空间资源进行分布式组织。而微空间
因其产生于自发式的空间活动，通过行
为主体无意识地选择了社交成本低且便
于活动的空间，并延展出多种多样的使
用功能，使微空间的内涵不断丰富，体
现了城市居民处置、改造、发展城市的
自主权。这也是多数使用主体更倾向于
选择微空间而非大规模的公园或广场作
为活动场所的原因。
2.2.2粘滞性利于创造交往环境

人具有社交属性，离开社会空间、
缺少社会活动则会感到内心不安或焦虑，
这是动物对归属感的本能需求。良好的
微空间人群使用频次高、停驻时间长，
表现出较强的粘滞性特征，有助于人在

社会交往实践中提高认知能力 ( 图 3)。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有 63% 的调研对象
每周前往微空间的次数超过 2 次，使用
频次大于 3 ～ 5 次 / 周的居民占总人数
的 45%。多数调研对象的单次停留时间
在 30 ～ 60 分钟，单次停留时间超过 1
小时的调研对象占比达到 36%，这为人
群开展交往活动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
微空间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广泛。其中，儿
童、少年、青年与中青年使用者倾向于晚
上前往微空间，中老年使用者则偏向于上
午在微空间中进行活动。年龄分异特征显
示，中、老年使用者对微空间的使用最为
频繁且停留时间最长，为微空间主要的使
用群体；青年、中青年使用微空间的频次
则较低 ( 一周 2 次以下 )，在微空间中的
停留时间基本在 1 ～ 2 小时。总体来说，
城市微空间的粘滞性特征为人与人之间社
会关系的建立创造了较稳定的空间环境，
使其成为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人与社会关系
频繁互动的场所。
2.2.3微尺度易于拉近情感距离

微空间的微小尺度符合人们日常交
往对空间的需求。根据交际距离理论，

人群的交往距离反映了交往对象关系的
亲密程度，即交往距离越小关系越亲密。
调研结果显示，西安市典型微空间中 3
人及以下的交往活动最为频繁，社交的
空间距离为 2.20 m ～ 3.75 m，大多属于
熟人接触的社会距离。微空间紧凑的空
间尺度为熟人交往活动提供了舒适的身
体边界距离和人际交往界线，使市民大
量的日常交往活动在此集中，如街头巷
尾、房前屋后、凉亭廊道等为居民提供
市井生活的微空间，将其所承载的各种
功能以碎片化的空间形式分布，成为具
有领域性的公共场域，提供了各类大规
模、大尺度空间所无法提供的空间感受。
2.2.4根植性利于蕴留城市文化

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认知，微空间
不只分为现象环境和个人环境，更重要
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城市空间是文化传
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宝贵的人类发明。
与现代修葺的仿古空间不同，微空间具
有不可比拟的城市生长演替的真实感。
微空间与周边的文化环境休戚相关，散
发着本地独有的市井生活魅力，成为城
市发展的文化本底。通过分析明城区历
史文化资源分布情况，得出微空间中居
民文化感知来源主要为建筑风貌、历史
典故、绿化景观、设施装置及交流互动
程度。其中，居民对微空间及周边的建
筑风貌与该地独特的历史典故感知最为
强烈。城市中的人们依托微空间这一具
有文化内涵的场所产生联系，形成个体
的认识，从而构建集体的文化意识。同时，
微空间也显现了城市生活的魅力与价值，
促进了城市多样化与趣味化。

3基于主体感受的微空间问题分析

微空间尺度虽然小，但是其高密度、
高紧凑度的特征使之在城市功能修补上
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激活触媒效应的空
间“补丁”。因此，分析城市微空间现
存问题，挖掘尚未发挥潜力的微空间，

表 3  8 个典型研究案例的空间环境及具体使用特征

类别 交通型 商混型 公服型 居住区型

场地
位置

南院门小
广场

德福巷街
心公园

中柳巷 安居巷 湘子庙
门前

三学街
街角

碑林少
年宫前

县仓巷

场地
形状

场地
大小 1 132.7 m2 2 020.1 m2 147.8 m2 301.9 m2 144.1 m2 519.3 m2 908.2 m2 1 787.2 m2

周边
状况

交通
流线

围合
状况

界面完全开放交通便
捷，可达性高

不强调周边围合，
周边商业界面开放

开放性强，适应高
密度人流

围合度较高，场所
私密性较强

车行流线 人行流线图例

市政设施图例 商混设施 医疗设施 文教设施 纪念性建筑旅馆居住区商业设施



332021 年第 20 期    第 37 卷

系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对比 20 年前，
原住民普遍认为现在的邻里关系更为疏
远。除了生活节奏快、外来人口增多等
原因，缺乏活动场地且现有场地环境品
质不佳是阻碍交流的主要因素，即空间
品质抑制了交往的频率。

3.3精神空间：文化记忆消退
西安市明城区存在城市记忆“难寻”

的现象，饱含市井文化的城市空间随着
时代演进，市井文化活动逐渐消失，老
城记忆逐渐被湮没，继而会引发居民本
土文化意识薄弱，精神空间“失落”等
现象。通过调查居民的文化活动和微空
间的文化现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①公
共文化生活匮乏，阻碍了居民的文化体
验。调研区域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次
数少，且缺乏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致使
居民文化体验不高，微空间未得到充分利
用。②缺乏文化引导致使活动倾向庸俗化。
调研区域微空间的建设还只停留在物质层

是提升生活圈品质、促使社会交往融合
的有效途径。

3.1物质空间：主体使用受限
现有的微空间被占用的现象严重，

整体环境遭到破坏，导致其所能承载的
活动内容大量减少，功能使用受限。一
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老旧城区微空
间被严重侵蚀，致使公共空间转为消极
空间。大量老旧城区的微空间长期存在
居民利用破旧健身器材晾晒衣物、随意
堆积杂物、停放私家车等现象，空间利
用率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消费型空间
的大量涌现吸引了大批年轻使用者，致
使老城街巷公共空间和活动的吸引力下
降，微空间作为物质空间的功能使用受
到强烈限制。

3.2社会空间：交往活动受抑
21 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西安市老旧城区的居民构成不断发

生变化，租住户不断增多，邻里关系随
之变化。调查发现，82% 居民有与他人
交往的意愿，但空间使用者对待交往的
态度存在差异。其中，中老年群体呈现
积极态度，表示在社会交往中能够得到
情感慰藉，主观感受上对空间的忠诚度
高，交往意愿强烈；中青年群体呈现中
立态度，表示空间活动带有目的导向，
在此的交往活动多始于偶然，流于表面，
对于情感缔结的层次不够深入；青少年
和儿童则表示空间能够满足日常组团玩
耍的需求，在同龄人之间存在情感互递
的积极作用，交往意愿存在群体认同。
而在原住民与租户之间，微空间扮演着
共聚舞台的角色，但人口流动带来的人
群分异伴随着社会背景、生活方式、文
化层次的差异通常难以在无组织的物质
空间交流中达到平衡，居民内心的情感
交流需求虽能得到一定满足，但是往往
还存在很大预留空间。微空间在彼此交
流拉近情感距离的层面，其缔结邻里关

图 2  基于类型差异的微空间使用人流特征

图 5  不同年龄段使用者活动特征与差异

图 3  不同年龄段使用者活动特征与差异

(a) 使用者一周内到往微空间频次 (b) 使用者在微空间中一日内停留时长 (c) 使用者一日内前往微空间时间段

儿童 儿童 儿童少年 少年 少年青年 青年 青年中青年 中青年 中青年

人流量占比 /% 人流量占比 /% 人流量占比 /%

中年 中年 中年老年 老年 老年

100％

75％

50％

25％

0％

60

40

20

0

120

80

40

0

160

120

80

40

0

100％

75％

50％

25％

0％

100％

75％

50％

25％

0％

一天多次图例 图例 图例一天一次 一周 3 ～ 5 次 一周 2 次以下 30 分钟内 30 ～ 60 分钟 1 ～ 2 小时 2 小时以上 8:00 ～ 10:00
16:00 ～ 18:00
10:00 ～ 12:00

18:00 ～ 20:00
12:00 ～ 14:00

20:00 ～ 22:00
14:00 ～ 16:00

人流量 / 人

(a)8:00 ～ 10:00 (b)11:00 ～ 13:00 (c)15:00 ～ 17:00

人流量 / 人 人流量 / 人

交通型
必要活动 必要活动 必要活动图例 图例 图例自主活动 自主活动 自主活动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

交通型 交通型公服型 公服型 公服型商混型 商混型 商混型居住型 居住型 居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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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文化精神层面缺乏引导，居民在微
空间中的活动以散步、聊天、锻炼为主，
活动内容较为单一。③忽视文化氛围营造
导致文化感知薄弱，居民能感受到文化氛
围的场所集中分布在历史文化资源点和景
区，且呈点状零星分布。

历史街道承载着浓厚的老城记忆，
临近历史街道的微空间最易于生成历史文
化氛围。例如，三学街作为公服型微空间，
其空间内的传统文化活动种类丰富，传统
活动和现代需求结合，居民在日常活动中
文化体验良好，居民对三学街的情感最为
浓厚；而顺城巷由于商业过度开发，导致
风貌参差不齐，城市肌理模糊甚至消亡。
大量人口聚集的商业建筑地区，未重视地
标建筑的建设和维护，导致部分具有历史
文化价值的建筑衰败、居民活动缺少历史
文化氛围，如下马陵、饮马池等非商业建
筑缺乏维护，老化程度严重，对微空间文
化氛围的塑造性弱，居民认同感、依恋感
很低，文化记忆也逐渐消退。

4微空间改造潜力评价与措施

4.1微空间改造潜力评价
依据西安市微空间的评分结果，将

微空间分为重点提升型、全面升级型和
综合改造型 3 种类型。其中，重点提升
型包括大车家巷、饮马池、下马陵、榕
园公寓巷口和县仓巷 5 个微空间，这一
类型的微空间基础总体较好，但普遍存
在一两个短板项，整体拉低了微空间的
综合得分，因此将该类型总结为重点提
升型；全面升级型包括西五道巷、县北
门街、东十一道巷和安居巷 4 个微空间，
这一类型的微空间的五项指标得分均很
低，需整体提升各项指标内容，因此归
为全面升级类型；综合改造型包括东五
道巷和玄风桥 2 个微空间，这一类型的
微空间的的五项指标基本都为负值，改
造难度大，并且存在严重影响空间使用
的指标，如空间粘滞性，将这一类空间

表 4  研究案例潜力评价综合得分

图 4  空间触媒策略下的文化内涵唤醒——微空间的渗透更新机制

文
化
提
升
策
略

唤醒城
市记忆

多维感官的刺激
 形成形象记忆

增加触觉、听觉
等感官体验设计

在东十一道巷
中放置老推车

体验式参与促进
与人交往，产生
情绪记忆

在空间中添加趣味
性装置器械等，方
便人们体验

在西五道巷的
墙面设置历史
故事卷轴 

传统元素、片段
的引用

对路灯座椅等添
加老城传统元素

在咸宁学街中
采用屏风元素
进行空间分割 

现有符号吸引力
的强化

采用夸张设计手法，
改变空间中座椅形
态

在下马陵，放
置特色鲜明的
座椅 

多元符号碰撞
的组合

结合多元文化对
座椅、绿化、铺装等
进行改造

在榕园公寓，
利用复古镂空
墙分割空间 

构建空间
特色符号

图 5  微空间—城市记忆的容器、城市文化的引力场和发生器

城市文化容器理论

记忆碎片整理

记忆沉淀分层

可视的城市文化形态

心理学 + 脑认知科学 物质现实 + 象征符号 文化认同 + 文化自觉

可品的城市文化感知 可敬的城市集体性格

记忆拼接重现

城
市
记
忆
构
建

历史
建筑

古街
道名

景观
小品

民间
艺术

微空间

保留 传承 创造

个人记忆 集体记忆 城市记忆

文脉
传承

风景
区

民俗
活动

街道
肌理

当地
方言

文化
特征

天际
轮廓

市井
场景

特色
节点

地域
美食

精神
氛围

古街
道名

景观
小品

民间
艺术

民俗
活动

当地
方言

市井
场景

地域
美食

自然属性 空间流动性 空间便捷性 空间尺度性 空间粘滞性 总得分

咸宁学巷 0.06 0.33 0.11 0.29 0.10 0.89 
大车家巷 -0.05 0.22 0.08 0.13 0.29 0.67 
饮马池 -0.06 0.33 0.17 0.42 -0.29 0.57 
下马陵 0.06 0.17 0.17 0.25 -0.19 0.45 
西五道巷 0.06 0.06 0.19 -0.08 -0.14 0.08 
县北门街 0.01 0.17 0.14 -0.17 -0.14 0.01 
榕园公寓巷口 0.01 0.22 0.11 0.04 -0.38 0.01 
东十一道巷 0.06 0.06 0.17 -0.04 -0.24 0.00 
安居巷 -0.06 0.17 -0.06 0.17 -0.29 -0.07 
县仓巷 0.02 0.17 0.17 -0.08 -0.43 -0.43 
玄风桥 0.02 -0.28 -0.06 -0.08 -0.48 -0.87 
东五道巷 -0.02 -0.11 -0.11 -0.29 -0.43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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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综合改造类型。此外，咸宁学巷综
合得分及分项得分较高，反映出其作为
微空间的各类功能效用发挥较好，以维
护为重点进行完善即可 ( 表 4)。

4.2基于潜力评价的改造措施
4.2.1分类改造措施

(1) 重点提升型微空间。
以环境提升为导向开展重点提升型

微空间改造。重点提升型微空间改造重
点在于通过提升空间的环境质量增强微
空间的可感知度，从而激发空间潜在功
能价值。按照空间使用主体的活动诉求，
丰富活动设施类型，梳理供给规模，扩
大有效容量；设置共享盆栽，以链式景
观生态提升空间绿化率，提升社区居民
空间改造的参与度；通过“街巷名称演
变墙”等文化设施唤醒空间的历史记忆，
使场所更具文化感知性与吸引力 ( 图 4)。

(2) 全面升级型微空间。
以空间品质提升为导向开展全面升

级型微空间改造。此类微空间应以完善
场地基本使用功能为改造重点，实现微
空间使用环境、设施配套、引导标志等
的系统性完善，全面提升环境品质。例如，
通过设置绿植等方式升级微空间自然环
境，同时防止私搭乱建以规范空间秩序；
增设竹简式座椅和健身器材等可停留性
设施以增加人际交往机会；通过完善标
识体系增强微空间的引导性。在此基础
上，通过设置镂空分隔墙等方式增添空
间趣味性、保障私密性，以提高居民交
往活动的质量，在更宜人的环境中提升
居民活动体验感。

(3) 综合改造型微空间。
对于建设短板明显且整体基础条件

较差的微空间应进行以环境提升和空间
品质升级并重的综合改造。因此，采取
上述重点提升与全面升级相结合的改造
措施，即在重点提升补齐微空间建设短
板的基础上，对微空间的其他环境要素
进行全面完善与升级。

4.2.2综合修补策略
微空间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孕育

了无数城市故事，形成了可供品读的城
市文本。在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导向与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不仅应
提升高潜力空间的流动性与改善低潜力
空间品质，还应实现历史城区“功能修
补”，以达到保护与更新的双重目标。

首先，发挥空间触媒转化作用，激
发空间活力，以微空间为媒，打造城市
文化生活“第三空间”。微空间通过“介
质引入—吸引活动—影响感受—调节作
用—联动周边—激发活力”这一系列复杂
的适应性过程，使空间中的消极性要素
得以转换，并刺激新的活力产生 ( 图 5)。
由于贴近社区生活空间，熟悉度高，人
流量及社会交往强度大，微空间中“意
料之外”的社交行为经常发生，城市记
忆偶有唤起，空间特色与符号性特征在
累计的自发行为中逐渐凝聚成群体性的
行为与共识。发现并顺应这些规律，实
现微空间的“渗透性”更新和活力“增值”，
润物无声地实现城市功能尤其是文化功
能修补这一高难度目标。

其次，将微空间治理纳入社区现代
治理体系，强化公共属性。老旧城区微
空间的改造与更新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需要社会动员，鼓励公众力量的广泛参
与。既要探索适宜的多元、灵活投资模
式，联结政府与社会资本、非营利性机
构及个人，保证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
又要平衡各方利益，发挥公共空间的“普
适性”效益，满足差异化的居民诉求。
同时，还要提高居民参与建设、改造的
自主性和能动性，开展多主体的公共项
目与活动 ( 调研结果显示，76% 的市民
群体愿意参与微空间的改造 )，如共享书
屋、共享绿植，在规划设计方案形成过
程中征集居民意愿，联合社区举办参与
性公益活动，使社会治理进程得以融入、
贯穿和展现，使居民从中找到归属感。
此外，应在改造中“嵌入”蕴含老城文

化记忆的小微或自助型商业设施，通过
外部经济效益增值，促进空间社会经济
正反馈系统的形成。

5结语

微空间呈碎片式分布在老旧城区各
个不起眼的角落，在公共空间匮乏的地
段承载着多元且别具活力的社会活动。
新老市民的个人记忆、体验与感知所形
成的无数“情绪与文化碎片”在其中经
过碰撞和激发被重新整理、分层，在日
常的不断交互中以“社群融合”的姿态
拼贴重塑。微空间不经意间成为生活与
文化的引力场和发生器，个人记忆在其
中聚合为“集体记忆”并被镶嵌在“城
市记忆”的巨大场域中。这些微小的“空
间场”悄无声息地保留了可视的文化形
态，传承了可品的文化感召，继承并塑
造了可敬的城市性格，像细胞一样携带
城市的遗传基因，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
复杂的时空维度中传递，像宝石般在时
空长河中熠熠生辉。这些微空间是不可
或缺的，许多微空间经“打磨”后会如
钻石般释放出更为璀璨的光芒。如何激
发它们的功能性潜力，使之像补丁一样
修补城市功能？如何提升微空间的内在
品质，以微改造的手段塑造能够传承文
化基因的小美空间？这些都是城市老旧
城区更新改造中必须予以特别重视的问
题。

[ 参考文献 ]

[1] 王德胜， 蔡萍．“有生于微”：儒家“微”
本体论及其美学思想内涵 [J]．西北大学
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92-
98．

[2] 王国伟． 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

[3] 赵立志，田婕，李昕阳．基于促进交往
的城市老年人第三场所探析—以北京市
海淀区和朝阳区为例 [J]．城市发展研究，
2018(6)：171-174．

[4] 陈竹， 叶珉．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



36

探索全面的公共空间理念 [J]． 城市规划， 
2009(6)：59-65．

[5] 孙宁，杨忠伟．从“零和”至“正和”—
博弈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合作开发要件
研究 [J]．城市发展研究，2012(3)：108-
112．

[6] 叶齐茂．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和阅读城
市大街 [J]．国际城市规划，2015(6)： 
56-66．

[7] 张景秋．从城市文化视角解读城市公共
空间规划设计 [J]．规划师，2004(12)： 
20-22．

[8]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M]．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9] 缪朴．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
题和对策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7．

[10]Vivant E. Experiencing Research-
Creation in Urban Studies, Lessons 
from an Inquiry on the Making of Public 
Space[J]. Cities, 2018(77):60-66.

[11]Yu L,  Liu J, Li T. Important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Studies on 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9(11): 1 923-1 946.

[12]Tang J, Long Y.  Measuring Visual Quality of 
Street Space and its Temporal Variation: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Hutong Area in Beijing[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191): 1 034 436．

[13] 董贺轩，刘乾，王芳．嵌入·修补·众
规：城市微型公共空间规划研究 —
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 [J]．城市规划，
2018(4)：33-43．

[14] 侯 晓 蕾， 郭 巍． 关 注 旧 城 公 共 空 间·
城市微空间再生 [J]．北京规划建设， 
2016(01)：57-63．

[15] 罗桑扎西，甄峰．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
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
市公园为例 [J]．地理研究， 2019(7)： 
1 594-1 608．

[16] 何慧妍，王敏．基于视觉方法的历史街
区“微改造”空间感知研究 [J]．世界地
理研究，2019(4)：189-200．

[17] 庞乾奎．城市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
评价体系研究 [J]． 规划师，2017(11)： 
120-126．

[18] 司洁，李欣鹏，薛靖裕， 等．基于地
方性视角的历史街区商业化程度量化研

究—以西安市北院门历史街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9(7)：107-113．

[19] 徐忆晴，戴晓玲，徐浩然．小微型公共
开敞空间的实证调查报告 [J]．建筑与文
化，2016(7)：211-213．

[20] 赵衡宇．怀旧视角下老城旧街的复兴及
其价值认同—以武昌昙华林街区的“慢
更新”为例 [J]．城市问题，2015(09)：
18-24，43．

[21] 李冬，王泽烨．城市历史保护街区的多
重价值分析—以哈尔滨花园街区为例
[J]．城市发展研究，2011(2)：18-24．

[22] 陆明，蔡籽焓．原住民空间融合下的历
史文化街区活力提升策略 [J]． 规划师， 
2017(11)：17-23．

[23] 肖竞，李和平，曹珂．价值导引的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 [J]．城市发展研究，
2019(4)：87-94．

[24] 肖竞，曹珂．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
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J]．城市规划学刊， 
2017(3)：110-118．

[25] 肖竞，曹珂．矛盾共轭：历史街区内生
平衡的保护思路与方法 [J]．城市发展研
究，2017(3)： 38-46．

[26] 冷红，郑春宇，鲁钰雯．老龄人口健身
出行视角下的寒地城市公共空间可步行
性研究 [J]．国际城市规划，2019(5)：
27-32．

[27] 廖方．城市公共空间层次结构探讨 [J]． 
规划师，2007(4)：15-20．

[28] 王鹏． 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9] 代伟国，邢忠．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构
成逻辑和组织方法 [J]．城市发展研究， 
2010(6)：49-55．

[30] 刘兴凯．“微空间”文化生态的“三俗
化”倾向及其规制 [J]．社会科学家， 
2014(2)：150-153．

[31] 谢晓如，封丹，朱竑．对文化微空间的
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
化书店为例 [J]．地理学报，2014(2)：184-
198．

[32] 金俊，齐康，白鹭飞，等． 基于宜居目
标的旧城区微空间适老性调查与分析—
以南京市新街口街道为例 [J]．中国园林，
2015(3)：91-95．

[33] 范 丽 娅， 王 雪 强，Ware S A． 城 市 微
空间历史记忆演绎 [J]．建筑与文化，
2018(3)：164-166．

[34] 于伯华，吕昌河．青藏高原高寒区生态

脆弱性评价 [J]．地理研究，2011(12)：
2 289-2 295．

[35] 夏健，王勇．从重置到重生：居住性历
史文化街区生活真实性的保护 [J]．城市
发展研究，2010(2)：134-139．

[ 收稿日期 ]2021-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