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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互嵌视角下老城区有机更新
规划框架研究
□　程德月，张新燕，宋　霖

[摘　要]在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常态化，城市老城区发展的多元需求对有机更新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面对老城区这一复杂系统，文章首先对有机更新规划研究视角、技术路线、制度保障等困境进行了反思，剖析了当前我国有
机更新规划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衡、资本收益失策、生活诉求失位等问题；其次，引入“社会—空间”理论，阐释了社会核心体
系要素—权力、资本、生活的内在联系；最后，揭示了社会体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将该机制引入嘉善
老城区实践，提出了城市老城区有机更新的规划框架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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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District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space Interaction/Cheng  Deyue, Zhang Xinyan, 
Song Lin
[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y enters high quality transitional stage, old district development has posed multiple needs for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viewpoint technical route, institutional insurance of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system of old district, and the problems of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in power structure imbalance, 
investment return below expectation, unfulfillment of life needs; then it introduces society-space theory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of core social elements: power, capital, life; finally it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elements and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and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in the organic renewal planning of Jiashan old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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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机更新研究背景

1.1新型城镇化推动有机更新发展
老城区有机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社

会和空间的深刻变革。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转型，现已步入新常态 [1-2]。目前，
社会资源匮乏、空间秩序紊乱、治理机制失调等现实问

题日渐凸显，如何解决诸如此类的“城市病”，已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2014 年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年)》[3] 提出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
对城区老工业区、城中村、棚户区和老旧住宅小区等实
施搬迁改造和综合整治，随后国务院、自然资源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也出台了众多政策文件 ( 表 1)，为城市
有机更新的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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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机更新演进要求社会与空间
互嵌

随着社会各方力量的不断加入，城
市有机更新在政策方针、规划理念、管
制模式等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
挑战：政策方针重点由旧城旧区改造转
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系统协调
发展，规划理念由形体主义转向人本主
义，物质空间更新转向多学科、多领域
交叉的综合规划更新，管制模式也转向
制度重建、权力下放、社区赋权 / 增权、
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4-5]。这些转变，深刻
影响并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
结构和空间格局。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更新的研究较
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更新规划空间转译
层面，多为探讨某些特定的政策场景 ( 存
量规划、城市双修等 )、重点城市 ( 上海、
温州、重庆、成都等 ) 或特殊对象 ( 历史
街区、老旧小区、棚户区等 )[6-15] 等，涉
及有机更新规划的总体框架、底层逻辑、
社会秩序及价值导向等的研究相对较少，
缺乏对有机更新规划的理论性探讨。因
此，面对长期存在的空间与多元利益主
体、资本运作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和
失衡问题 [16]，城市有机更新亟需引入“社
会—空间”互嵌的创新视角，深入研究
城市更新空间中的社会问题，以探索适
应新时期发展特征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
划范式。

2“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规划现实
困境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上广
深等城市的有机更新规划与实践极大地
改善了城市空间面貌。但由于长期以来
过于强调物质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在高
质量发展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暴露了较
多社会性的规划建设与管治问题。本文
结合曼纽尔·卡斯特 [17] 划分的“社会体
系”①与我国的城市实践，梳理了现阶段
我国城市有机更新规划主要存在的问题。

2.1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空间缺乏
统一的协调机制

空间是具有政治性的。城市空间在
有机更新的过程中包含强烈的权力干预
逻辑 [18]。当前参与更新规划的主要部门
包括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各部门的管理范畴与视角不同，导致各
部门管理条块分割严重、权责不清，缺
乏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更新规划
在资源利益配置、空间环境改善、社会
福利提升等方面出现了较大的专业限制
问题 [19]，规划成果难以落地实施，有机
更新亟需建立整合部门资源的统一协调
平台。另外，公众参与中的“公众”仍
长期处于弱势。尽管更新规划的价值导
向与理论研究一直在倡导公众和更新主
体间的平等对话，但在诸多实践中，多
采用单个项目的运作模式且缺乏自下而
上的交流机制，更新规划仍采用“上帝
视角”“自上而下”“精英规划”等更
新手段，缺乏对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深

层剖析和统筹，缺少有效的反馈机制。

2.2资本收益失策：经济空间缺乏
持续的增长动力

空间是具有经济性的。产业功能集
聚的经济空间是现代城市中人们生产和
生活的场所，也是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
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
积累化解经济危机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场
域 [20]。从现阶段的有机更新实践看，多
数城市虽在更新观念上认为更新是城市
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21]，但在实操
层面仍以空间秩序塑造为主，缺乏对产
权、功能、容量等城市更新效益层面的
深入探讨。例如，北京、上海、广州、
南京、杭州等城市采用“城市双修”“社
区微更新”“有机更新”等先进理念 [22]

对棚户区、老旧城区及社区、老工业区
及低效用地等存量空间进行更新改造，
虽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从总体上看，未能有效提升城市整体

出台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机构 城市更新相关内容

2014 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 划 (2014 － 2020
年 )》

中共中央、国务院 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对城区老工业
区、城中村、棚户区、老旧住宅小区等
实施搬迁改造和综合整治

2016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 发 < 关 于 进 ― 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 理 工 作 > 的 若 干
意见 》

中共中央、国务院 要求有序实施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解
决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空间秩序混乱、
历史文化遗产损毁等问题

2017 年 《关于加强生态修
复城市修补工作的
指 导 意 见 》( 建 规
〔2017〕59 号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补足城市基础设施
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2019 年 《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规定》(2019 年修
正 )

自然资源部 通过规模引导、布局优化、盘活利用等
手段，达到减量用地、促进低效废弃地
再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

2020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2021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 于 印 发 <2021 年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
的通知》( 发改规划
〔2021〕493 号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建设宜居、创新、
智慧、绿色、人文、韧性的城市；完善
治理结构创新方式，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表 1  城市有机更新的相关政策文件



66

生活质量，没有形成符合地方经济的产
业体系，无法激发社会空间的活力。

2.3生活诉求失位：正义空间缺乏
美好的品质行动

空间是具有正义性的。曹现强等人
认为，空间的正义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空间
生产和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
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23]。我国城镇化进
入“下半场”以来，因城市高速发展带来
的问题逐渐凸显，加之政绩与资本的捆绑，
旧城更新、旧城改造等工作中埋下了社会、
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的隐患，引发了
公众难以参与更新项目、空间生产效果欠
佳等社会矛盾。方可认为城市空间的“有
机性”是从系统到局部、空间到时间，贯
穿于城市秩序、细胞(社区)和组织(街道)，
以及更新渐进动态过程中的 [24]。构建“社
会—空间”多维度的品质行动计划是满足
公众对美好生活诉求和避免有机更新规划
过程中社会与空间严重脱节的有效方式。

3“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规划框架
解析

3.1“社会—空间”理论与有机更新
的关系阐释

“空间”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在不
同学科、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内涵。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看，社会空间与物
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概念相对应，是社
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 [25]。英国人文

地理学者苏珊·J·史密斯在《社会—空间》
中详细论述了社会与空间的关系，其认
为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
社会到空间、社会的空间建构、第三空
间出现② 3 个阶段 [26]。社会学家马克·戈
特迪纳与雷·哈奇森在《新城市社会学》
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空间”视角，强
调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城市规划进行
分析。自此，“社会—空间”视角开始
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社会阶层、群
体界限、权力关系等研究中。

“社会—空间”理论源于亨利·列斐
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其核心是 ( 社会的 )
空间是社会的 ( 产物 )[27-28]。大卫·哈维从
全球化空间生产、自然空间生产和城市
空间生产等维度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 [29]；
爱德华·苏贾从权力意识着手，建构了空
间生产影响方面的“第三空间”，并加
以解释 [30]；曼纽尔·卡斯特则从集体消费
生产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内涵，
并构建了权力 ( 制度建设 )—资本 ( 市场
运作 )—生活 ( 公众诉求 ) 要素体系 [31]。
本文将有机更新规划视为空间生产过程，
将老城区作为社会研究的空间载体，发
现随着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再现
的空间这些空间生产的阶段变化，有机
更新存在空间秩序—空间设想—空间正
义的阶段演进与关系循环 ( 图 1)。

3.2社会体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
的互动机制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城市更

新是物质空间的重构，涉及社会关系重
组、各类资源碰撞以及利益分配调整等
层面。该理论虽为城市更新中“社会空
间的变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对
面向实施的有机更新解析而言仍有缺憾：
一是“空间—历史—社会”三元辩证法
过于宏观，缺乏对中微观层面实际行动
的具体指引；二是第三空间体系缺乏对
资本张力的阐述，以及缺少对当代多元
社会参与主体的延展；三是源于西方社
会科学的空间生产理论难以直接对我国
规划进行指导，缺乏本土适用性验证 [32]，
需要基于我国城镇化情况进一步地进行
实践探索。

综上所述，本文将“社会—空间”
辩证理论框架视为审视新型城镇化过程
的一种分析方法，重新思考社会体系核
心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要素体系
与有机更新规划空间生产之间的互动作
用机制，以此探析老城区有机更新的规
划框架 ( 图 2)。

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社会关系
和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发现，权力、资本、
生活三者是相互形塑、共生博弈的关系。
权力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训、引导公众生
活，生活则根据是否满足公众诉求给出
权力反抗回应或正向推动。资本为获得
最大利润，通常与权力结盟，权力则运
用有限激励政策，以“权力 + 资本”模
式来实现权力政绩。高品质生活的塑造
离不开资本前期的生产投入，后期生活
通过投资或消费，可将积蓄再度转换为
资本。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制度建
设、市场运作、公众诉求已经成为城市
行政管理、城市开发、城市品质三大需
求的主要空间生产驱动。本文将社会体
系中的权力、资本、生活要素与有机更
新规划中的管理、市场、公共服务要素
进行抽象对应，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空
间治理、空间收益、空间正义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价值目标向多元主体、多元收益、
多元诉求转变的情况下，构建基于“社会—
空间”理论的有机更新规划策略。图 1  空间生产理论与有机更新的关系示意

理论引导

解构塑造

使 用 / 控 制 /
生产 / 再生产

知 识 / 技 术 /
改造 / 支配

管 制 / 服 从 /
反抗 / 被支配

理论需求层面 空间生产理论 有机更新 社会发展要素

感知的层面 空间的实践 空间秩序 物质环境

构想的层面 空间的表征 空间设想 作用机制

生活的层面 再现的空间 空间正义 多元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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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嘉兴市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
框架

嘉善县隶属浙江省嘉兴市，不仅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
发展示范点。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
范的先行样板，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
划从系统性、战略性高度出发，以期实
现老城区社会、经济、文化、空间的全
面提升，打造“魅力人文嘉善城，品质
生活会客厅”的更新目标。本文以嘉善
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项目③为例，尝试构
建“社区—空间”互嵌视角的有机更新
规划框架和实践策略。

4.1空间治理导向下的协调机制
4.1.1多方联合的协作式规划平台

从空间治理的内涵看，加强社会多
方协同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是有机更新规
划的题中之义 [33]。由于嘉善老城区有机
更新项目参与的主体构成较为复杂，除
了政府、专家、民众，还涉及本地企业、
相关协会、游客等，传统的政府决策—规
划设计—实施运营—社会反馈的工作机制
已无法适应当前的规划实践与空间生产。
因此，需积极优化更新规划的组织方式，
搭建由地方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实施
主体、设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方联合
参与的协作式规划平台，注重在规划工
作的全过程建立共识，共同推进规划动
态渐进式实施，谋求共赢 ( 图 3)。
4.1.2公众参与的诉求反馈机制

在空间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很
难通过更新项目本身有效地影响制度体系
和规划实施。因此，需要借助于相关组织
和平台来汇集社会需求、反馈意见。规划
通过更新区域评估和实施行动计划“两步
走”，以“自上而下”的部门、街道的意
见征询和“自下而上”的问卷调查④、访
谈等调研方式，广泛征询利益相关人意见，
追求各方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
公众能得到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机会。从调

图 2  社会体系要素作用于有机更新规划的目标转向与空间生产框架

图 3  多方联合的协作规划工作机制

研结果看，嘉善老城区社区氛围成熟，居
民居住时间较长，常驻意愿比例较高；社
区居民希望老旧小区的卫生条件、道路条
件、服务设施 ( 文化设施、便民服务、停
车设施等 )、公共空间等能有所改善。

4.2空间收益驱动下的活化经济
4.2.1开发适应地方经济的产业

新经济、新产业是促使老城区再次
焕发生机、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
要素。产业要素的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
功能承载的核心，而经济空间的更新优

化需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规划深入
分析了嘉善老城区的产业基底和发展需
求，发现老城区的文化要素密集，但产
业基础薄弱、消费动力不足，需要导入
新兴战略产业，打造复合产业。

规划在综合分析嘉善老城区外部产
业环境及上位规划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
嘉善老城区产业发展的四大策略 ( 图 4)，
构建以文旅服务产业为引擎、文创产业与
数字经济为主导、城市生活服务为支撑的
“1+2+1”产业体系。另外，从老城区有
机更新规划的可持续性角度看，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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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资本中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面
对老城区日渐空心化、新型产业植入困
难等窘境，深度挖掘、培育和发展地方
社会资本，构建紧密联系的邻里产业网
络的意义重大。规划通过社区微更新项
目，吸引了部分开发运营企业及当地居
民的社会资本，弥补了政府财力的不足，
但此类项目中，需重点关注产权延续，
政府、社会资本和社区居民的权责边界，
以及可持续的投入与运营成本等问题。
4.2.2打造彰显城市文化的场景

文化空间构成了现代社会重要的价
值导向和发展资本。从空间收益的角度出
发，文化往往可以被其他活动整合到空间
战略上，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创收
的文化场景经济空间。通过适度拆旧建新、
功能提升与置换等方式，挖潜利用各类文
化空间资源，建构具有场所性和文化体验
感的公共空间，进而构筑帮助老城区振兴
的文创旅产业发展体系。

以嘉善老城区滨水历史文脉体验轴
为例，据历史记载，魏塘市河两侧分布
了 40 余处文物古迹，但现状可观摩的已
不到半数，部分古迹被湮没，非物质文
化遗产缺乏空间载体，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规划依托魏塘市河及其重要历史文
物遗迹点，串联文旅商业特色街区、思
贤文化广场等文化空间，打造以历史文
脉体验为主的体验轴线，重点发展文创、

商业、商住等功能。由于文化空间具有
很强的公共利益属性，在规划实施过程
中，还需重点关注设计更新地块的权利
主体、权利人意愿，房地产供需情况 ( 包
括住宅、酒店、商业等 )，以及基准地价
和分布密度等要素。

4.3空间正义诉求下的美好生活
4.3.1“生态+安全”的生活基础

“生态 + 安全”是城市居民赖以生
存的基础，是提升老城区居民城市生活品
质，强化老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夯实韧性
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和行动指引。体现在
空间上，“生态”是城市的景观要素、位
置和空间联系；“韧性”则是提升老城区
宜居性和抵御城市灾害的基础设施。

为践行绿色有机更新理念，规划采
取“生态 + 安全”策略：一方面基于城
市蓝绿交融体系，针对滨河绿化带断裂
( 被民居、工厂等占据 )、慢行步道不连续、
存在断头路等问题，规划构建了点、线、
面相结合的多类型、多层次的生态景观
空间格局—“综合—专类—社区”三级
公园体系，优化了慢行系统，打通了 13
条断头路；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基础设施
的有机更新，具体包括结合新基建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构建物业管理与公共空
间的安全、卫生、治安、消防等信息平台。
例如，水网密布的嘉善老城区河道整治

尚未全部到位，内涝风险高，需以河湖
水系重构为手段，利用海绵体改善老城
区内涝积水点，以达到城区内供水安全、
防洪除涝等水安全目标。
4.3.2“公平+开放”的生活圈层

住在嘉善老城区的多是弱势群体，
政府应合理运用市场机制，提升公共资
源空间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从“覆盖率、
开放性、参与度”3 个方面提出规划管
控要求。首先，规划以社区、片区为更
新的基础单元，并按照 15 分钟圈层理论
进行分级，完善行政管理、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养老福利、商业
设施六项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以满
足居民便捷使用公共设施的需求 ( 表 2)。
其次，在土地资源紧约束态势下，公共服
务设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规划重点关注
老龄化程度较高、设施缺乏的社区(农村)，
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进
行用地落位和布点，共梳理出 25 处需要
更新、新建的独立用地，形成公共服务设
施更新用地“一张图”，以实现公共设施
的均等和公平。最后，秉承“强化串联，
引导绿色出行方式”的更新理念，规划通
过慢行系统将居民所需要的日常生活设施
与公共开放空间等串联起来，形成“路在
景中延，人在绿中行”的健康生活圈。
4.3.3“智能+共享”的生活智慧

信息技术为老城区智慧管理转型提
供了技术支持。规划突破原有的行政边
界壁垒，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完善
政务数据、城市数据的汇总、分析和管
理工作，为社区治理提供数据化的技术
支撑，实现街镇物联网的全覆盖，建立
地区设施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老
城区各类设施的使用情况，打造“智能 +
共享”的生活场景。

规划构建了老城区治理和民生服务
方面的智慧应用，将有机更新内容纳入
公共基础数据库，完善“数字嘉善”的
全生命周期智慧云管家平台。该平台不
仅可全天候接收和输出实时信息，推进
城市的智能控制和管理，还可全面接入图 4  嘉善老城区“1+2+1”产业体系

外部环境

上位要求

路径借鉴

长三角：旅游业＋国内外人群
临沪经济困境：老城区古镇、加工制造
业遍地开花

新兴产业 ( 创新数宇经济等 ) 现代服务
业 ( 老城区文旅、文创等；城市商业、
品牌塑造等 )

配合文化资源盘活利用定位，
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服务链条

引入创意阶层，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创造高价值内容，
提升文旅价值

老城人口结构优化带来高品
质城市生活服务需求，从而
拉动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升级

基于文创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文创数字经济，培育发展数
字经济产业链

策略 1
提升文旅服务
产业链

策略 4
升级城市生活
服务业

嘉善老城区

+ 城市服务

+ 双创青年

+ 创客作家

+ 旅游人口

策略 3
培育互联网及
数字经济

策略 2
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

日本奈良公园、韩国首尔韩村屋、成都
少城片区、福州三坊七巷等案例借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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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公安、交通等方面的实时
视频及数据信息，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一
个智慧、智控、智治的有机共享环境。

5结语

有机更新规划的实质是协调社会关

系与物质空间的矛盾，只有辨析清楚二
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互动机制，才能实
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多方联合参与、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城区的高
质量发展目标，进而才能找到通向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的规
划路径和方法。当前，我国老城区有机

更新规划面临目标与主体多元、路径与
过程复杂、对象与类型多样等问题，需
要相关利益主体多方联合，实现从规划
发展目标、总体策划、更新设计、行动
计划制定到施工建设、招商运营等的全
过程参与。这种从总体策划到落地建成
的设计一体化总控，在目前的国土空间

设施名称 设施类型 设施项目 服务内容

可达性指标 规模性指标

设置方式
服务半径 /m 服务人口数量 一般规模 ( 平

方米 / 处 )
千人指标 ( 平
方米 / 千人 )

行政管理
设施

基础类 街道办事处 行政管理 — 3 万～ 10 万 1　400 ～ 2　000 14 ～ 20 综合设置
网格化管理中心 管理、协调 — 3 万～ 10 万 — — 综合设置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行政和社区事务服务 — 3 万～ 10 万 1　000 10 综合设置
居民委员会 管理、协调 — 1 万～ 3 万 200 50 综合设置

医疗卫生
设施

完善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心理咨询等

1　000 3 万～ 10 万 13　250 — 独立占地

社区卫生分服务中心 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心理咨询等

— 1 万～ 3 万 6　650 — 综合设置

卫生服务站　 医疗、预防、康复等 — 0.8 万～ 1 万 500 — 综合设置
文化教育
设施

提升类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青
少年社区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图书馆、信息
苑、社区教育等

1　000 — 4　500 90 综合设置

社区学校 老年大学、成年兴趣培训、
职业培训、儿童教育等

1　000 — — — 综合设置

完善类 小学 基础教育 500 — — 65 综合设置
幼儿园 基础教育 300 — 2　200 39 综合设置
初中 基础教育 1　000 — — 33 综合设置
文化活动站 棋牌室、阅览室等 　 1.5 万 100 —　 　—
养育托管点 婴幼儿托管、3 岁以下儿

童托管
500 1.5 万 200 — 四班以上

独立设置
体育健身
设施

提升类 社区全民健身中心 ( 含
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

乒乓球、棋牌、台球、跳
操、健身房、足球场、篮
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1　000 3 万～ 10 万 500 ～ 1　000
或 2　000

— 综合设置

百姓健身房 健身房等 1　000 — 150 — 　—
完善类 健身点　 室内、室外健身场所 500 0.5 万 300 — 综合设置

养老福利
设施

完善类 老年活动中心 文体娱乐 　 3 万～ 10 万 2　500 — 　—

提升类 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紧急救助、信息咨询、供
需对接、通话服务等

　 3 万～ 10 万 　— — 　—

完善类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

兼具日间照料与全托服务
功能

1　000 — 500 — 　—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3A)

照顾老人、保健康复、膳
食供应

500 — 350 — 综合设置

老年活动室 交流、文娱活动等 300 0.5 万 200 60 综合设置
商业设施 提升类 室内菜场 副食品、蔬菜、早餐工程、

便民服务等
500 1.5 万 1　500 120 综合设置

完善类 便民服务点 家政服务、家电维修、社
区服务咨询等

— 0.5 万 100 — 综合设置

社区食堂 膳食供应 500 1.5 万 200 — 综合设置

表 2  嘉善老城区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

注：指标参考了《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 (2016 年修订版 )》与《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 建办科〔2021〕55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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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里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
模式与规划范式。

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论，从
权力—资本—生活的分析框架出发，探讨
了社会体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之间的
互动机制，并以嘉善老城区为例，建构
了“空间治理导向下的协调机制、空间
收益驱动下的活化经济、空间正义诉求下
的美好生活”规划路径与行动策略，以期
为我国老城区空间协同治理困境突围及高
质量发展更新提供参考。将“社会—空间”
理念与我国城市更新实践相结合，是实现
“社会—空间”理念从空间设计逻辑向空
间治理逻辑转变的初步尝试，也是对有机
更新规划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但需要指出
的是，我国老城区类型多元、情况复杂，
以“社会—空间”理念为导向的有机更新
实践尚需不断探索。

[ 注　释 ]

①曼纽尔·卡斯特将“社会体系”划分为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 3 个部分，构建了权力 ( 制
度建设 )、资本 ( 市场运作 ) 和生活 ( 公众
诉求 ) 核心要素体系。

②第一空间作为社会投影的空间，独立于社
会之外；第二空间是社会的空间建构 ( 能
动空间 )，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具
有“空间构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受到空
间制约、社会关系是空间的媒介”的内涵；
第三空间是作为反抗和解放、强调边界、
空间差异和空间权利的行动空间。

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老
城区有机更新专项规划》荣获上海市建筑学
会第九届建筑创作奖佳作奖 ( 二等奖 )。

④规划团队驻场数月，多次开展了与街道办
事处、社区管委会、相关部门的意见征求
会，并向社区居民发放 400 份调查问卷，
回收了 392 份，回收率为 98%，有效率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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