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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城市更新行动计划与制度保障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
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这是国家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2022 年 2 月 4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提出，“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是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9 项重点工作之一。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城市更新行动计划与制度保障”
为主题，梳理了我国城市更新制度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以及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政策，并选取北京、深圳、厦门作为案例加
以分析，探讨城市更新制度建设和规划管理等方面的策略，以供读者参考。

我国地方城市更新制度的特征及趋势
——基于 20 部城市更新地方法规的内容比较

□　赵科科，孙文浩，李昕阳

[摘　要]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开展了城市更新的地方立法探索。文章将已颁布施行的20部城市更新地方法规作为研究对象，
从本体认识、实施机制、政策保障 3 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总结各地的城市更新制度在概念内涵、工作内容、工作机制、规
划计划、配套政策、监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共性特征、特色做法及发展趋势，并提出整合现有管理体制、技术体系、法规
政策，构建以法规为核心的城市更新“法规—技术—政策”体系的优化建议，以推动城市更新的制度创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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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s and Trends of Current Local Urban Regeneration System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 
Local Urban Regeneration Regulations/Zhao Keke, Sun Wenhao, Li Xiny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ities in China have explored the local legislation for urban regener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20 local regulations from noumenon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insurance,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eir common characters, particular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content, mechanism, planning, policies, 
supervision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It is proposed that urban regeneration "regulation-technology-policy" system should be built on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technical system,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so as to pus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hile maintaining policy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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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本的《都市再开发法》和《都市再生特别措
施法》、韩国的《促进和支持城市更新特别法》和《城
市及居住环境整顿法》等。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法规，

通过专门立法推动城市更新是落实国家战略的有
效途径，也是国际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做法，如英
国的《内城法》、法国的《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和
《城市更新计划和指导法》、德国的《城市更新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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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来许多城市已开展了城市更新的
地方立法探索。深圳于 2009 年率先颁
布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拉开了
以法规推动城市更新的序幕。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
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将城市更新
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推
动了 2021 年 15 部地方城市更新法规的
密集出台。

截至 2022 年初，我国共有 20 个城
市出台关于城市更新的地方法规① ( 以下
简称“20 部法规”)，形成了当地城市更
新制度的“顶层设计”。本文通过横向比
较 20 部法规的概念界定、体例结构、工
作机制、规划计划、配套政策、监督和法
律责任等内容，总结现阶段国内地方城市
更新制度的主要特征，以期为地方乃至中
央立法提供科学参考，减少城市更新行动
实施过程中制度创新的试错成本。

1对城市更新的认识

1.1从概念界定看现阶段城市更新
的内涵要义

城市更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命题，
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之前，
成都等地的城市更新法规曾出现“城市
有机更新”“城市更新改造”等称谓，
但在此后出台的地方法规均使用“城市
更新”一词，有助于各地对现阶段城市
更新的内涵达成共识。经梳理，20 部法
规中的 19 部法规都对“城市更新”做了
明确界定，以下从城市更新的范围、主体、
对象、依据、本质、目标六个方面进行
比较。

在城市更新范围方面，上海等 12 地
将其限定在“城市建成区内”，广州的
是“城市更新规划范围内”，景德镇的
是“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珠
海的是“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区域”，
沈阳的是“我市行政区域内”，唐山和

结合本地面临的突出城市问题和城市更
新特点对“活动”进行详细界定，这有
助于明确当地城市更新的重点领域。

在城市更新目标方面，仅成都等 8
地明确提出了城市更新目标，其余城市
未提及。鉴于多数法规已有关于立法目
的 ( 或立法目标 ) 的条款，无须在概念中
再次提及。

1.2从体例结构看城市更新的工作
内容及特色做法

经梳理，20 部法规均采用“总—分”
结构，其中总则明确立法目的、城市更
新的内涵、工作原则、基本流程等内容，
分述按各地对城市更新工作的需求做出
具体规定。

经对比发现，地方城市更新工作主
要包括工作机制、规划计划、项目实施、
政策保障、监督及法律责任等。其中，
工作机制、规划计划、监督及法律责任
容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能较清晰
地梳理形成若干模式；项目实施、政策
保障与当地的经验积累和治理水平密切
相关，因此各地关于城市更新项目实施
及相关政策保障的具体条文内容深度不
一。总体来看，深圳等少数城市由于较
早开展城市更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普遍将项目实施单独成章，再按实施流
程对各阶段工作提出详细要求。例如，
湛江将项目实施细化为确定申报主体、
标图建库、单元规划和改造方案的编制
与审批、土地出让方式、土地款计收方
式等内容，并设专章规范“三旧”改造、
“微更新”等城市更新行为，每项条款
又包含若干更详细的规定。其他城市则
多是将项目实施融入政策保障，将城市
更新实施视为立项、审批、建设、征收、
补偿、财税、金融等相关政策的集合。

此外，某些经济先发地区的城市因
地制宜地细化、升级了城市更新工作，
主要集中在分类型和分区域上。例如，
深圳以分类型为主线，将城市更新分为
“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两类，进
而对不同类型的实施流程与行为做出更

西安未提及。其中，“城市建成区内”
的提法简洁明了，准确指向了城市存量
空间，值得借鉴；“城市更新规划范围内”
和“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区域”两种提
法对范围的界定相对模糊，需要通过编
制规划进一步加以明确；而“我市行政
区域内”的提法容易将更新的范畴泛化
到乡村地区。

在城市更新主体方面，广州、中山
将其定义为“政府部门、土地权属 ( 利 )
人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主体”，珠海的
定义为“符合规定的主体”。由于城市
更新项目往往会涉及多元权利主体及存
在较复杂的权益关系，如果法规仅将城
市更新主体抽象定义为“符合规定的主
体”，会因过于笼统显得可有可无，无
须出现在概念中。

在城市更新对象方面，上海等 12 地
将其界定为“城市空间 ( 或发展 ) 形态和
功能”，昆明等 4 地主要针对“三旧”
或更为具体的对象，深圳、珠海未提及。
“城市空间 ( 或发展 ) 形态和功能”很好
地归纳了现阶段城市更新的对象，值得
其他城市借鉴。

在城市更新依据方面，昆明等 5 地
提出“根据城市规划和本办法规定”，
深圳、大连仅提出“根据本条例 ( 或本办
法 ) 规定”、广州提出“按照‘三旧’改
造政策、棚户区改造政策、危破旧房改
造政策等”，西安提出“根据本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其他城市未提及。一般情况下，人们会
将地方法规及相关规划作为本地开展城
市更新的主要依据，因此若当地无特殊
政策，在概念界定中可不提及。

在城市更新本质方面，主流提法是
将城市更新定性为一种“活动”，另有“系
统性工程”的提法。多数法规还进一步
明确了“活动”的程度或类型，对程度
的要求有“持续改善、优化、综合整治、
拆除重建”等，对类型的划分有“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历史文化保护、
传统商圈改造提升”等。“活动”很好
地归纳提炼了城市更新的本质，但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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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规定；上海着重进行了分区域，
在《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中设有“浦
东新区城市更新特别规定”专章，支持
浦东新区在城市更新机制、模式、管理
等方面率先进行创新探索。

综上所述，各地应立足本地实际，
在审视现行管理机制、技术体系、政策
储备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先进地区
经验，尽快形成本地城市更新制度的“顶
层设计”，在之后的实施中可通过修改
法规、颁布细则、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
等方式不断充实与完善制度，最终形成
本地城市更新“法规—技术—政策”体系。

2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

2.1从工作机制看城市更新的管理
运行特征

城市更新工作机制是立法事项中的
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的前置条件，对城市更新工作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经比较，20 部法规中有 19
部明确了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 ( 图 1)，
现阶段地方城市更新工作机制主要有以
下 3 个特征。

(1) 当前地方城市更新工作机制主要
有统筹型、专业型、融合型三种，其中
统筹型工作机制最普遍。统筹型工作机
制是在现有行政体制的基础上，设置市
级城市更新统筹协调机制—城市更新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市级行政部门、区 ( 县 )
政府作为成员单位，根据职能分工各司
其职。上海等 9 地还明确在住建部门设
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专
业型工作机制即设立城市更新行政管理
部门，目前仅深圳、湛江、中山采用此
机制②，如深圳市及各区设立了城市更新
和土地储备局，湛江市自然资源局下设
城市更新局作为二级局，并在区 ( 县 ) 自
然资源局内设城市更新股。融合型工作
机制是统筹型、专业型工作机制的融合，
主要是设立市级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协调
机制和区级城市更新局，目前仅被珠海
采用。国内绝大多数城市成立城市更新

行政管理部门的条件还不成熟，统筹型
工作机制更符合当下国情。

(2) 工作层级与各地现行管理层级密
切相关，具体表现为四种形式。第一种
是“市—区 ( 县 )—街 ( 镇 )”三级，主要
存在于深圳、上海、广州、珠海、西安
等体系健全、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较高的城市；第二种是“市—区 ( 县 )”
两级，能与现行的管理体系和机构职能
对应，强调区 ( 县 ) 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
昆明等 10 地采用此种形式；第三种是
“市—街 ( 镇 )”两级，仅中山采取此形
式，因为中山是不设区的地级市，行政
体制较为特殊；第四种是只设立市级统

筹协调机构，如宁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
指挥部、张家界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
均未涉及基层政府，这种形式强化了市
级政府部门的统筹引领地位。可以预见，
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基层政
府将被赋予更大权力和更多职责，前两
种形式有望成为主流。

(3) 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制度越来越
受到重视。例如，上海等 4 地明确了设
立“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广州提出
设立“城市更新专家库”，沈阳提出“实
行城市总建筑师制度、专家咨询制度”，
深圳等 5 地提出“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公
众参与机制”，其中广州的规定更为具

图 1  20 部法规的工作机制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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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本地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重
点，构建聚焦于近期实施的两级城市更新
计划体系。在宏观层面，昆明等 10 地提
出制定年度计划 ( 或计划等 )，强调对当
年度全市城市更新工作及项目做出总体安
排和统筹。在中观层面，深圳等 17 地提
出制定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 或行动计划、
实施计划 )，由各区 ( 县 ) 政府具体统筹
辖区内城市更新的工作部署及项目安排。

(3) 因地制宜地开展创新性探索。为
了规范城市更新技术工作，重庆等 4 地
提出制定技术导则，进一步细化了城市
更新技术文件的制定思路、编制流程和
方法。为了让城市更新更具针对性，沈
阳提出“建立常态体检评估制度”，成
都等 5 地针对更新单元形成评估报告，
并将体检评估结果作为编制规划、制定
计划、明确单元更新方向的重要依据。
为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
性，中山提出“由城市更新主管部门、
镇街政府、土地权利人或者其他符合规
定的主体编制招商方案”作为供地条件
之一，保障各方利益，从而更顺利地推
动项目实施。

3城市更新的政策趋势

3.1从配套政策看城市更新的政策
供给方向

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政府多部门、
社会多方面的综合性活动，需要形成综
合性的政策保障，20 部法规对此均有涉
及。其中，深圳、上海、广州、珠海、
湛江 5 地开展城市更新工作的时间长、
实践多，因此配套政策种类多，规定也
更加细致。其他城市的配套政策原则性
规定多，缺乏具体量化的行为指引，不
利于城市更新的实施落地。

经梳理，20 部法规配套政策主要涉
及土地规划、征收补偿安置、财税金融、
不动产、立项审批、文物保护、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等内容。其中，土地规划、
征收补偿安置、财税金融相关内容的关
注度高、政策工具多、所占篇幅大，是

体，提出“在旧城镇更新中涉及重大民
生事项的，可以设立公众咨询委员会。
旧村庄更新改造可以设立旧村改造村民
理事会”。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制度目
前主要存在于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时间久、
经验丰富的城市，相信随着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这两
项制度将越来越完善。

2.2从规划计划看城市更新的技术
体系特点

为有效引导并规范城市更新，20 部
法规均构建了城市更新技术体系。经梳
理，20 部法规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级出发，形成以专项规划、计划、单
元 ( 或片区 ) 规划、项目实施方案为主的
技术体系 ( 表 1)。通过进一步比较发现，
现阶段地方城市更新技术体系具有以下 3

个特点。
(1) 依托本地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从

宏观到微观逐层传导的三级城市更新规
划体系。在宏观层面，深圳等 18 地提出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 或指引等 )，对应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强调对本地城市更新
工作的战略引领和全局统筹。在中观层
面，深圳等 16 地提出城市更新单元 ( 或
片区 ) 规划 ( 或策划方案等 )，对应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重点关注片区存量资源
的统筹提升和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在微
观层面，上海等 16 地提出项目更新 ( 或
实施、改造 ) 方案，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存在对应关系，但从名称和内容看其更
强调项目的整体实施、资金统筹及建设
运营。另外，景德镇等3地提出编制区(县)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体现了“扩权强区”
理念，但需注意与市级专项规划的协调。

表 1  20 部法规的技术体系一览

层级 类型 法规名称与涉及的城市

宏观
( 城市 )

市级专项规划
类 (18 地 )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深圳、昆明、广州、景德镇、成都、中山、福州、
宁德、重庆、张家界、湛江、石家庄、沈阳、大连、西安；城市更新
指引：上海；城市更新“十四五”专项规划：唐山；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专项规划：珠海

市级计划类(10
地 )

城市更新年度计划：昆明、广州、唐山；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张
家界、西安；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中山、宁德；年度
项目策划：福州；城市更新中长期计划：珠海；城市更新计划：大连

导则类 (4 地 ) 城市更新技术导则：重庆、柳州；城市有机更新导则：成都；城市更
新社区规划导则：安阳

其他 (3 地 ) 城市更新项目库：重庆、大连；常态体检评估制度：沈阳
中观
( 片区 )

单元或片区规
划类 (16 地 )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深圳、珠海；更新改造单元规划：景德镇；单元
范围内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山；城市更新单元策划方案：福州、
宁德；城市更新单元城市设计：柳州；片区 ( 或项目 ) 单元规划：湛江；
城市更新单元实施方案：唐山；区域更新方案：上海；城市更新片区
策划方案：广州、重庆、沈阳、西安；初步改造范围方案：昆明；城
市更新实施方案：大连

区县级计划类
(17 地 )

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深圳、福州、宁德；更新行动计划：上海；城市
更新改造计划：昆明；城市有机更新实施计划：成都；项目实施计划：
中山；城市更新实施计划：安阳；城市更新年度 ( 实施 ) 计划：重庆、
珠海、柳州、湛江、石家庄、唐山、沈阳、西安；城市更新改造年度
实施计划：景德镇

报告类 (6 地 ) 城市更新区域评估报告：安阳、柳州；城市有机更新区域评估报告：
成都；城市更新片区调查评估报告：西安；地区体检评估：沈阳；项
目选址论证报告：大连

区县级专项规
划类 (4 地 )

区县片区专项规划：景德镇；城市更新专项规划：重庆、沈阳；区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珠海

微观
( 项目 )

方案类(16地) 项目更新方案：上海；项目实施方案：广州、成都、福州、宁德、重
庆、安阳、张家界、柳州、石家庄、沈阳、西安；( 项目 ) 改造方案：
中山、珠海、湛江；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昆明

其他 (2 地 ) 可行性研究方案：昆明；招商方案：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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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实施城市更新的核心与难点 ( 表 2)。
在更新方式由“拆改留”转向“留改拆”
的过程中，制度供给是激发城市更新动
力和红利的重要工具，打政策“组合拳”、
抓政策工具创新、聚焦利益调整分配将
是未来政策供给的主要方向。

3.2从监督和法律责任看城市更新
的规范机制建设趋势

明确监督和法律责任是规范城市更
新活动的重要抓手。整体上看，20 部法
规按照规定的详细程度可分为三类：深
圳等 6 地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如深圳明
确了“市、区城市更新部门应当加强对
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监督”；昆明等 6
地的规定较笼统，如《昆明市城市更新
改造管理办法》中提出“对城市更新改
造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违法行为，相关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成都等 8
地暂无相关规定。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深
入地推进，在项目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
将会越来越具体，有关监督与法律责任
的规定也将随之明确并完善，其发展呈
现以下三大趋势。

一是监督措施的数字化、市场化。
目前，20 部法规中的监督措施普遍根植
于地方传统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采
取考核、审计、信息公开、签署监管协议
等方式。不过，深圳等多地探索建立了城
市更新信息系统、城市更新基础数据库等，
实现了对城市更新项目实时、动态、数字
化的监管，相信这一创新举措将随着“数
字政府建设”而被更多城市采用。另外，
20 部法规监督措施总体分为行政和市场
两类，位于经济先发地区的城市，其市场
类措施多样且运用更广泛。随着全面深化
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将越
来越重视“契约精神”，市场的监管作用
将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化监管手段将会出
现在更多城市的地方法规中 ( 表 3)。

二是监管主体的立体化、社会化。
目前，20 部法规中规定的监管主体普遍
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市城
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广州、

珠海的监管主体则为各级城市更新部门，
这均体现出各市对本地现状行政管理体
制的尊重和继承。上海创新了管理思路，
以现行管理体制为基础，由“市、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和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等方式，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更新工作的监
督。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汇集、反映人民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方面落实城
市更新的各项工作”。这种做法有助于更
好地发挥新时代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作用，也能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渠道。

三是法律责任的具体化、严格化。
目前，20 部法规中仅深圳等 4 地的法规
设有“法律责任”专章，多数城市或缺
少相关规定，或规定多为原则性内容。
这与大多数城市仍处于城市更新的探索
起步期有关，随着城市更新工作的持续
深入推进，未来各地法规中有关法律责
任的条款会越来越多、处罚情形会越来
越具体，处罚标准也会越来越严格。

4结语

从 20 部法规的对比研究看，目前国

表 2  20 部法规的相关配套政策一览

大类 小类 更新方式

土地规划 土地 土地整理、土地收储、土地置换、用地出让、违法用地的查处、土地
出让价款计收

规划 容积率转移或奖励、用地性质转变或兼容、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
指标、对零星土地或项目的特别规定

征收补偿
安置

征收 制定房屋征收方案、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个别征收 + 行政诉讼
补偿 确定补偿标准、确定补偿方式
安置 产权置换、原住民异地安置

财税金融 财政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纳入政府或部门财政预算、整合专项财政资金
税收 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府性基金、税收减免、税收奖补
金融 利用国家政策性资金、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并进行服务创新、引入社会

资本、设立城市更新专项资金 ( 或基金 )、提供投资补助、贷款贴息
其他 不动产 不动产登记、公房承租权的管理和归集、完善产权手续

立项审批 完善用地手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
文物保护 鼓励实施主体参与保护；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更新单元内的文

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环境保护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公众参与 社区规划师制度

表 3  20 部法规的监督措施一览

类型 措施 涉及城市

行政 考核 目标考核：重庆、湛江、唐山；定期考核通报：广州；倒逼
机制：湛江；考核：沈阳、西安、景德镇

审计 上海、昆明、福州、宁德、张家界、湛江、大连
项目备案与退出 城市更新信息系统：深圳、上海；城市更新基础数据库和动

态监控信息系统：广州；备案：珠海、湛江、沈阳
信息公开 信息发布平台及社会舆论监督：张家界、湛江；将失信行为

纳入信用记录：中山
市场 签署监管协议 深圳、中山、珠海、湛江

签署履约责任书 成都、重庆、安阳、柳州、唐山
设立监管账户 广州
将相关要求纳入土地出
让合同

上海、珠海、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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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地方城市更新制度具有以下三大特
征和三大趋势。特征包括：①城市更新
立法的基本逻辑为对当地已有制度和规
定的整合，将现行的管理体制、技术体
系及相关政策等融入城市更新项目运行
各阶段；②各地对城市更新的内涵达成
基本共识—城市更新是在城市建成区内
开展持续改善城市空间 ( 或发展 ) 形态和
功能的活动，同时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进
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程度或类型；③城市
更新工作体制强调整体统筹与部门分工
协作并重，一般由市级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规划编制，住建
部门负责项目实施，其他部门各司其职。
趋势包括：①城市更新技术体系能够规
范城市更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结
合本地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规划及政
府年度工作重点，探索建立完整且相对
独立的城市更新技术体系；②城市更新
将倒逼地方政府创新政策供给，特别是
土地规划、征收补偿安置、财税金融等
方面的制度探索将有助于释放城市更新
潜在红利；③市场化、数字化、法制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推动完善城市更新的
规范机制，让监督措施更复合、监督主
体更多元、法律责任更明晰、处罚标准
更严格。

随着“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上升为
国家战略，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城市更新
“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构建覆盖城
市建成区、规范城市更新全流程的“法
规—技术—政策”体系，不但必要，而且
紧迫。在现有管理体制、技术体系、法
规政策的基础上，整合形成城市更新制
度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因地制宜、循
序渐进地开展重点领域制度创新，符合
现阶段各地乃至国家的实际情况，亦有
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和可持
续性。

[ 注　释 ]
①关于城市更新的地方法规是根据搜索引

擎结果整理而成的，时间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20 个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
昆明、广州、景德镇、成都、中山、福州、

宁德、重庆、安阳、珠海、张家界、柳州、
湛江、石家庄、唐山、沈阳、大连、西安。
另有两点需说明：一是由于广州的城市
更新条例征求意见后并未正式公布施行，
本文仍以《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中的
相关内容作为研究对象；二是目前省级
层面的法规仅有《辽宁省城市更新条例》，
与城市层面的法规相比，其关注的范畴
和层级较高，可比性不足，因此本文未
将其列为研究对象。

②《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中规定“市城市
更新部门是城市更新工作的主管部门”，
但是广州已于 2019 年撤并市城市更新局
及其下属机构，因此本文在此处的研究对
象为现行的广州市城市更新管理机制。另
外，中山市城市更新局由市自然资源局代
管，亦可视为有专业城市更新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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