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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RG 理论的城市更新规划方案
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　常　悦

[ 摘　要 ] 城市更新作为城镇化新时期优化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对引导城市有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聚焦城市更新
规划发展的差异性现状，为有效提高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编制水平，引入以“人本化”思想为核心的 ERG 需求理论，建立
一个适用于城市更新领域的方案评价体系，以此评判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优劣程度，为方案的改进与提升明确方向，同时结
合贵阳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实践，探究评价体系在具体项目中的运用路径与优化策略，为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规划工作提
供科学指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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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Programme Based on ERG Theory/Chang Yue
[Abstract] Urban regeneration is important in urban space optimization and orderl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new 
urbanization. To deal with the difference and improve the general level of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compila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human oriented theory of Existence-Relatedness-Growth (ERG),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to judge the programme of urban regener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regeneration planning of Triangle 
Garden area in Guiyang, the application path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studied. It provides a rational 
guidance for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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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技术方法与工作范式，从而推动城市更新规划的
精细化管理与实施。

1 我国城市更新发展的特征与现状反思

城市更新本质上是对城市系统的全面升级，是对
城市存量建筑、街道、公园、绿地、设施等现状资源
的维护、改造、拆建，是提高存量资源利用效率，促
进城市功能全面或局部升级，从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与舒适度，增强城市活力与市场竞争力，推动城市更
好更优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城市更新兴起于 2010 年，在更新发展前期，
城市更新活动主要以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拆除为主

随着城镇化新时期的到来，我国已全面进入存量规
划时代，城市建设由大规模增量建设模式转为以存量提
质改造建设为主导的新模式。城市作为一个涉及面广、
构成因素多、个体差异性大的复杂巨系统，涉及的更新
地段往往存在建筑信息、空间信息和产权信息复杂等问
题，导致不同城市与地段之间现状建设的复杂性、规划
设计管理的差异性较大，这就需要进行细致有效的城市
规划管控与评估，但精细化评估的系统方式与工作框架
在目前我国的城市更新规划中相对欠缺。基于此，本文
通过分析当前城市更新规划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发
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引入 ERG 理论并将其融入城市更
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构建中，同时结合贵阳三角花园地
段更新规划项目实践，探索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的精



592022 年第 11 期    第 38 卷

导形式，进而发展到老旧工厂的创意性
改造，但对于老旧商业街区、老旧商住
混合地段等改造内容较为复杂的区域涉
及较少。而在更新模式上，不同城市的
更新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可分为综合
整治、功能改变、拆除重建 3 种，不同
地块根据实际需要可采用一种或多种更
新模式。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开始成
为各个城市开发建设的主要手段，其涉
及地块的差异性越来越大，针对特殊地
段、混合地段的微更新、有机更新等改
造方式开始逐渐兴起。然而，由于我国
的城市更新工作推行时间不长，当前仍
处于探索实施阶段，在实际的更新规划
方案管控与实施管理中仍面临各种问题。

(1) 在方案设计上，城市更新规划方
案的主题性与创新性不足。当前的城市
更新规划建设更多聚焦于建筑本身结构
性、造型性的改造提升及周边空间的优
化，对更新地段的主题性营造及社交性
功能、成长性功能的考虑较少，功能体
系不够完善；更新手法较为固化、缺乏
创新性，难以做出特殊性、标杆性的优
质城市更新项目。

(2) 在更新规划实施上，城市公共利
益与城市品质难以保障。在实际的城市
更新规划建设中，不少开发主体为提高
经济效应，以压缩难以产生可观收益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为手
段，最大限度地增加住宅、商业等营利性
建筑的开发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而忽
视了市民的公共利益与城市品质建设。

(3) 在规划管控上，不同城市更新规
划管控效果的差异较大。当前，我国一
些沿海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上海
等已形成自有的城市更新规划管控模式，
管控体系较为成熟，管控效率较高；而
一些中小城市的城市更新工作仍采用早
期的房地产开发思维，缺乏前瞻性与长
远性，导致城市更新实践效果较差。

综合以上问题可以看出，城市更新
工作从前期的方案规划到落地实施，具

有复杂性高、难度大的特点，而城市更
新规划方案的编制作为前期的方向性、
指引性工作，对整个城市更新规划的实
施具有决定性、引导性作用。现阶段我
国由于各地设计方、委托方的技术水平
不同，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质量参差不
齐，缺乏一个较为公允、有效的城市更新
规划方案评价体系，用以评判城市更新规
划方案的优劣，最终整体提升城市更新
规划方案的编制水平。

2 ERG 理论的概念内涵及向城市
更新维度演变的适用性

2.1 ERG 理论的概念内涵
ERG 理论是美国耶鲁大学组织行为

学教授奥尔德弗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
对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加以修改而形成的
一种激励理论，其中 E(Existence) 指生
存需求，即提供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条
件；R(Relatedness) 指相互关系需求，即
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和谐关系；
G(Growth) 指成长需求，即人们希望实现
进一步成长与发展的需求。3 种需求层级
依次提高，同时需求之间可以跳跃式发
展，也就是说可以从生存需求直接跳到
成长需求。不同个体之间的需求各不相
同，可以有一种，也可以同时有 2 ～ 3 种。
ERG 需求理论的社会价值在于从“人本
化”的角度出发，根据人的内在需求进
行需求内容分级，并揭示其内在关联的
一种需求激励机制。该理论对于现代社
会中与人的需求相关的社会活动、城市
活动等具有正向指引作用。

2.2 ERG 理论向城市更新维度演变
的适用性

将 ERG 理论的释义拓展到城市规划
与建设中，可以看出城市建设及其发展
历程与 ERG 理论的本质内涵逻辑基本一
致：城市建设初期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
求为主，包括居住、通行、吃饭等基本

生活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不断
进步，城市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开始
向相互关系需求和成长需求维度拓展，
人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消费购物、娱
乐、旅游等促进和谐关系的相互关系需
求，以及专业培训、知识教育等促进技
能提高的成长需求中，以丰富生活形式、
提高生活品质 ( 图 1)。

在城市进入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今
天，城市发展不再仅是“建新城引新人”，
而是更加侧重于对原生空间环境的优化，
这就要求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更加关注本
土居民及长期在此区域活动的人群的实
际诉求，更需要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城
市空间的规划设计。在此背景下，引入
关注人类需求的 ERG 理论，并映射到城
市更新领域，将人的分级需求运用到城
市更新规划建设中，以具象化的更新规
划方案体现人的需求，塑造一个符合人
们期待的进化型城市，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课题。

城市更新涉及的区域往往具有差异
性、多要素、混合化的特征，是一个复
杂的人居系统。而将 ERG 理论运用到城
市更新维度的本质，是将城市更新规划
涉及的内在要素因子以“人本化”思维
进行分类、分解与诠释，搭建一个普适性、
体系化的城市更新规划需求要素架构。
城市更新规划需求要素架构是 ERG 理论
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体现与外在表征，

图 1  ERG 需求理论在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中的实
现形式示意图

居住、通行、吃饭等基本生存需要，
以及医疗、养老等特定生存需要

社会交往、休闲互动
与交流的需要

知识、技能
提升的需要

实现形式基本需求

E 成长需求

R 相互关系需求

G 生存需求
ERG

理
论



60

但对于复杂的城市更新规划体系来说，
仍是一个定性化的内容模型，不能完全
满足城市更新规划的复杂化需求。因此，
需在此基础上与规划领域的技术性和标
准性定量化系统进行双重叠加，继而再
提出一套可操作的评定标准与评价方法，
从综合化、多维度的视角探讨城市更新
规划方案的优化方向。

3 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的
构建

3.1 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的
基本构建逻辑

基于上述观点，可将引入 ERG 理论
的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分解为评
定要素、评定内容、评价方法三大基本模
块，各个模块下又包含子项内容或指标参
量。具体而言，就是先在评定要素与评
定内容的叠加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提出
一个相对普适性的评判标准，再由此建

立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的标准模型。

3.2 评定要素的构成
评定要素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

本文将城市更新规划中涉及的具体要素
进行归纳与分类，形成整个评价体系的
核心骨架；同时，以 ERG 理论的生存需
求、相互关系需求、成长需求三大需求
为切入点，拓展演变形成城市更新规划
的核心评定要素，即生存性功能、交际
性功能、成长性功能。在此基础上，结
合不同功能需求的导向性与城市更新规
划中涉及的功能因子，确定核心评定要
素中的子项评定要素。其中，生存性功
能是满足人们生存与基本生活需求必然
涉及的功能，如居住、医疗、养老、出
行等；交际性功能是方便人们进行相互
交流沟通，以建立或维持各种社交关系
的休闲性场所的功能，如建立或维持商
业购物中心、公共广场、城市公园等场
所的功能；成长性功能是为人们提供技

能成长、知识成长的专类场所功能，如
办公研发、教育培训等。同时，考虑到
不同城市更新地块之间规划方案的差异
性较大，除核心评定要素的子项评定要
素外，还增加了一项非指定性评定要素，
为不同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提供一定
的弹性操作空间。此外，为方便后续设
定评定内容和评定标准，在功能分类的
基础上将评定要素按其外在特征分为建
筑、空间、设施 3 种属性，其中建筑属
性外在表征为实体建筑或建筑群体；空
间属性外在表征为自然景观或开放空间；
设施属性外在表征为独立构筑物。由此，
本文构建了涵盖三大类、三大属性共
“21+3”项要素的评定体系 ( 表 1)。

3.3 评定内容的构成
在确定评定要素之后，结合各子项

评定要素的特征与规划设计中常规涉及
的技术规范性控制因子，设定相应的评
定内容与评价标准，从多维度对各评定
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提高评
价的可靠性与准确度。评价内容的设定
需结合评定要素的建筑、空间、设施属
性特征来进行，其中建筑属性的评定要
素包括住宅、医院等，其评定内容包含
规模、建设品质、建筑外观形象、空间
环境形象等方面；空间属性的评定要素
包括公园、文化广场等，其评定内容包
含规模、服务半径覆盖度、空间环境形象、
设计主题立意等方面；设施属性的评定
要素包括城市道路、停车场、公交车站
等，其评定内容包含建设数量、服务半
径覆盖度、交通组织等方面。基于此，
通过分析各子项评定要素的特征，最终
形成规模 / 数量、建设品质、 建筑布局、
建筑外观形象、空间环境形象、设计主
题立意、城市标识性、服务半径覆盖度、
交通组织 9 类评定内容，这些评定内容
不完全适用于全部子项评定要素，而是
根据不同子项评定要素的属性确定其适
用的对象。

要素属性
生存性功能 ( 以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功能为
主 )

交际性功能 ( 以提供商
业娱乐、休闲游赏等功
能为主 )

成长性功能 ( 以提升知识、技
能成长等功能为主 )

建筑属性 居住(包括住宅小区、
公寓、酒店 )；医疗 ( 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养老 ( 养老院、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等 )；基
础教育(幼儿园、小学、
初中 )；基础餐饮 ( 早
餐店、农贸市场、生
鲜市场 ) 等

商业服务 ( 商业街、大型
商场等日常商业服务 )；
娱乐康体 ( 音乐厅、剧
场剧院、歌舞厅等 )；
办事服务 ( 街道服务中
心、 行 政 办 公 服 务 中
心 )；旅游度假 ( 旅游
景区、文旅小镇等 )；
文化休闲 ( 文化中心、
青少年宫 ) 等

办公 / 研发 ( 总部办公、实验
研发 )；基础教育 ( 幼儿园、
小学、中学 )；高级 / 特殊教
育 ( 大学、专科学校、职业学
校、特殊学校等 )；培训中心 ( 专
业技能培训、文体技能培训 )；
图书学习 ( 图书馆、科技馆、
会展中心等 )；体育健身 ( 体
育馆、综合体育运动中心 ) 等

空间属性

—

公共广场 ( 城市广场、
主题广场 )；景观公园
( 城市公园、口袋公园、
街角公园等 )

专业户外训练 ( 户外拓展、专
业训练基地 )

设施属性 交通出行 ( 城市道路 )；
公共停车场所 ( 路边
停车、地下停车、公
共停车场、停车楼 )；
公共交通设施 ( 公交
站、地铁站等交通换
乘点 )

— —

表 1  评定要素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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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评定内容的构成，实际上包含
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两个维度，因此
在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中需针对两个
维度的评定内容分别设定对应的评价标
准或参数。定性评价维度的评价内容包
括建设品质、建筑外观形象、空间环境
形象、城市标识性、设计主题立意等，
主要从评价人的自身感受与行业经验出
发进行评价，其主观性、经验性较强；
而定量评价维度的评价内容包括规模 /
数量、服务半径覆盖度、交通组织，需
赋予其一定的评价标准参数，其中规模 /
数量可根据人均性的指标进行评判。以
住宅建筑为例，如何评价住宅规模是否
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即需要为在此居
住的每个居民提供符合标准的住宅面积，
对此以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作为其评价标
准，其他子项同理；服务半径覆盖度主
要针对服务配套型的设施或空间，参考
规范对子项评定要素的服务半径标准，
结合要素建设数量评判其服务半径覆盖
度，如公交站设施规范要求其服务半径
为500　m，要评价该区域的公交出行情况，
可根据该区域公交站点 500　m 服务半径
的覆盖度进行判断；对于交通组织的评
价，主要根据道路网密度、道路及出入口
设定的规范标准进行。综上，定量评价
维度的评价以满足当地规范 / 标准的最
低要求为合格标准，以此为基准进行评
价打分。

3.4 评价体系模型的构建
在确定评定要素及评定内容之后，

整个评价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继而需要提出一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的
评价方法，作为评价体系的结果输出手
段。基于城市更新规划的特性，评价方
法的设定主要从 4 个方面考虑：

一是先设定一个标准化的评价打分
系统，包括单项打分与整体打分系统。
首先，对各评定要素的评定内容进行打
分，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出单项要素

的综合评价得分；其次，采用专家打分
法得出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整体评价分
数，即邀请若干个地方专家对方案的各
评定要素进行整体打分，最终取专家打
分的平均得分为最终得分，从而输出数
据化的评价结果。

二是考虑到不同城市更新地块的需
求不同，在规划中对核心评定要素的侧
重亦有所不同，因此需对评定要素进行
权重划分。假定核心评定要素的基准权
重为 1 ∶ 1 ∶ 1，在实际评价中可根据
项目实际更新诉求与区域发展定位进行
权重的合理调整。以老旧住宅区更新改
造为例，在规划中更注重对生存性功能
的优化与完善，对交际性功能、成长性
功能的优化需求较弱，因此在设定权重时
可适当提高生存性功能的权重；而对于
商业街、办公区的更新改造，则更注重
对交际性功能、成长性功能的改善，在
设定权重时可适当提高交际性功能、成
长性功能的权重。

三是考虑到城市更新是对已有存量
空间的改造与升级，为了更直观地感受
城市更新规划带来的区域突破性变化，
应对更新现状和规划分别进行评价，通
过更新改造前后的差值来评判城市更新
改造的优化幅度。由于整个评价体系采
用的是分项展开的精细化评价模式，通
过评价模型不仅可以评判项目总体的更
新改造效果，还可以评判单一评定要素
的改造效果。设定单项评定要素的差值区
间在 0 ～ 10 分，按照常规的区间取值方
法分为 0 ～ 2.5 分、2.5 ～ 5.0 分、5.0 ～
7.5 分、7.5 ～ 10 分四大差值区间；总体
评分差值根据更新地块实际涉及的评定
要素数量乘以 10 为总分，再结合同样原
则划定四大区间，如项目更新涉及 15 个
评定要素，则其总分为 150 分，可划分
为 0 ～ 37.5 分、37.5 ～ 75.0 分、75.0 ～
112.5 分、112.5 分以上四大区间 ( 各区
间以大于低值、小于等于高值来界定 )，
单项和总体评价的四大差值区间对应的

评价结果分别为一般、较好、优秀、特
别优秀，由此得出最终的方案评价结论。

四是考虑到城市更新建设方式的多
元性，为了便于评价工作的开展，在评
价时对每个子项评定要素进行更新属性
划定，按照当前城市更新的常规分类方
式分为保留、改造、新建 3 类。例如，
以改造为主的，其更新内容多聚焦在外
观和环境上，而在规模、数量等指标上
规划前后保持一致，无须进行评价。

综上，基于 ERG 理论与城市更新特
性的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由此构
建完成。

4 贵阳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实践

4.1 项目基本概况
三角花园地段位于贵阳下辖的清镇

老城区，是传统的老商业街区，总用地面
积为 8.15　hm2。规划将其划定为拆除区
与改造区，其中拆除区面积为 2.95　hm2，
建筑量为 3.35 万平方米；改造区面积为
5.2　hm2，建筑量为 13.46 万平方米。

4.2 规划方案概况
拆除区包含东西两大地块，新建 3

栋高层住宅、1 所幼儿园、1 栋综合服务
大楼，计容建筑面积为 7.23 万平方米，
并配套2条竖向商业街及1个美食广场，
可提供综合办公及酒店服务、地下停车
服务。其中，在商业街中融入了社区功
能配套，包含文化活动站、老年日间照料
中心、社区卫生站、物业管理中心和超市
等；新建建筑造型融合了本土军屯文化
建筑特色，整体呈现新中式建筑风格。

改造区包括新华路步行街区域及基
地东西两端的星云路、海通路区域，改
造内容包含空间环境整治、建筑造型设计、
管线入地等。在空间环境整治上，规划改
造 3 个公共空间：①北侧三角花园，规
划根据三角符号特征进行设计，提升其
环境形象与入口标识性；②废弃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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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将其改造为地面以亲子、运动为主
题，地下以停车场为主的市民公共活动
广场；③新华路步行街中部的四湖广场，
规划增加景观与休憩空间。在建筑造型
设计上，规划对新华路步行街区域进行
重点改造，使其建筑风貌与新建建筑风
格保持一致；对于一般居住小区，则在
延续现状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立面刷新、
店招统一等改造。改造后，项目格局延
续了原有街巷肌理特色，整体呈现“三
街七巷”的街巷格局，同时结合文化特征，
赋予每条街区不同主题与不同主导业态，
营造文艺范、清新范、小资范的综合性
商业街区。

4.3 项目方案评价
邀请 5 位本地专家对此城市更新项

目的规划方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项
目现状评价得分为 37.5 分，规划评价得
分为 103.8 分，项目评价差值为 66.3 分。
由于本项目更新涉及评定要素为 13 项，
总分为 130 分，按常规区间划定规则划分
0～32.5分、32.5～65.0分、65.0～97.5分、
97.5 分四大区间，由此得出该城市更新规
划方案整体较优秀的结论 ( 表 2 ～表 4)。

4.4 项目评价结论分析
通过对比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项

目的现状与规划评价打分，可以看出：

(1) 项目提升优化最多的并非发展定
位中更侧重的交际性功能，而是生存性
功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项目自身的
商业基础相对较好、优势突出，改造提
升幅度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方案在考
虑生存性功能时，除了设置日常必需的
居住、交通功能外，还新增了社区服务
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站、
超市、公共停车场等多种生活服务配套，
全面提高了区域居民的居住品质与生活
质量，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生存性功能的
评价得分。

(2) 从 9 类评定内容的打分情况可以
看出，项目更新方案设计更侧重规模 /

注：表中“—”表示对该要素对应的评定内容不予评价；最终得分为核心评定要素各项得分；在现状评价中尚未涉及要素更新属性，故不做要素更新属性评价。

权
重
赋
值

评
定
要
素

子项评定要素
建设内容 ( 各要
素对应的具体建
设内容 )

要素更新
属性 ( 保
留 / 改造 /
新建 )

评定内容

规模 /
数量

建设
品质

建筑
布局

建筑外
观形象

空间环
境形象

设计主
题立意

城市标
识性

服务半径
覆盖度

交通
组织

综合
打分

1 生
存
性
功
能

居住服务 居住小区 3.9 4.8 4.5 5.2 4.2 2.7 3.1 — 2.0 3.8 
医疗服务 无 0 0 0 0 0 — — 0 — 0
养老服务 无 0 0 0 0 0 — — 0 — 0
基础餐饮 沿街底商餐饮店 5.4 4.3 — 4.1 5.2 — — 6.1 — 5.0
交通出行 1 主 4 次 1 支路 — — — — — — — — 4.2 4.2
公共停车 3 处路边停车 2.4 — — — — — — 4.2 4.6 3.7 
公共交通设施 2 个公交站 — — — — — — — 6.2 — 6.2
其他功能 — 　 　 　 　 　 　 　 　 　 　

1.2 交
际
性
功
能

商业服务 7 条商业街 6.2 3.8 5.5 3.2 3.1 2.9 2.8 — 3.3 3.9 
娱乐康体 无 0 0 0 0 0 0 0 — 0 0
办事服务 无 0 0 0 0 0 0 0 — — 0
公共广场 2 个广场 4.4 — — — 2.7 2.1 2.6 6.3 — 3.6
景观公园 1 个街道公园 7.2 — — — 3.2 3.2 3.5 6.5 — 4.7
文化休闲 无 0 0 0 0 0 0 0 — 0 0
旅游度假 无 0 0 0 0 0 0 0 — 0 0
其他功能 — 　 　 　 　 　 　 　 　 　 　

0.8 成
长
性
功
能

办公研发 无 0 0 0 0 0 0 0 — 0 0
基础教育 无 0 0 0 0 0 — — 0 — 0
特殊 / 高级教育 无 0 0 0 0 0 0 — — 0 0
培训服务 无 0 0 0 0 0 0 — — — 0
图书学习 无 0 0 0 0 0 0 0 — — 0
体育健身 无 0 0 0 0 0 0 0 — — 0
专业户外训练 无 — — — — 0 0 — — — 0
其他功能 — 　 　 　 　 　 　 　 　 　 　

表 2  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项目现状评价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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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项目分项评定要素现状与规划评价差值

表 3  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项目规划评价综合得分

分项要素 居住服务 医疗服务 养老服务 基础餐饮 交通出行 公共停车 公共交通 商业服务 公共广场 公园绿地 办事服务 办公研发 基础教育

建设主要
属性

以改造
为主

新建 新建 以改造
为主

以改造
为主

以保留
为主

以保留
为主

以改造
为主

以改造
为主

以改造
为主

新建 新建 新建

现状打分 3.8 0 0 5.0 4.2 3.7 6.2 3.9 3.6 4.7 0 0 0
规划打分 8.0 7.3 7.4 7.9 7.3 7.7 7.8 8.3 8.0 7.5 7.8 8.0 7.7
差值计算 4.2 7.3 7.4 2.9 3.1 4.0 1.6 4.6 4.4 2.8 7.8 8.0 7.7

权
重
赋
值

评
定
要
素

子项评定
要素

建设内容 ( 各要素
对应的具体建设内
容 )

要素更新属
性 ( 保留 /
改造 / 新建 )

评定内容

规模 /
数量

建设
品质

建筑
布局

建筑外
观形象

空间环
境形象

设计主
题立意

城市标
识性

服务半径
覆盖度

交通
组织

综合
打分

1 生
存
性
功
能

居住服务 居住小区 改造为主 +
新建

8.2 8.9 8.3 8.5 7.5 7.4 7.6 — 7.2 8.0 

医疗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建 6.4 7.2 6.5 7.7 7.4 — — 8.5 — 7.3
养老服务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新建 7.4 7.3 6.4 7.6 7.2 — — 8.4 — 7.4 
基础餐饮 底商小吃、超市 改造为主 +

新建
8.2 7.6 — 7.8 7.3 — — 8.6 — 7.9

交通出行 1 主 4 次 4 支路 保留为主 +
新建

— — — — — — — — 7.3 7.3

公共停车 路边 3 处、集中 3 处 保留为主 +
新建

8.2 — — — — — — 7.7 7.2 7.7 

公共交通
设施

3 个公交站 保留为主 +
新建

— — — — — — — 7.8 — 7.8

其他功能 — 　 　 　 　 　 　 　 　 　 　 　
1.2
　

交
际
性
功
能

商业服务 10 条商业街巷 改造为主 +
新建

9.2 8.6 8.4 8.9 7.9 7.6 7.7 — 7.8 8.3 

娱乐康体 无 — 0 0 0 0 0 0 0 — 0 0
办事服务 街道服务中心 新建 6.9 7.9 8.2 8.6 7.9 7.8 7.2 — 7.8 7.8 

公共广场 3 个广场 改造为主 +
新建

8.4 — — — 8.2 7.7 7.9 7.9 — 8.0

景观公园 1 个街道公园 改造 8.2 — — — 7.4 7.0 7.3 7.5 — 7.5
文化休闲 无 — 0 0 0 0 0 0 0 — 0 0
旅游度假 无 — 0 0 0 0 0 0 0 — 0 0
其他功能 — 　 　 　 　 　 　 　 　 　 　 　

0.8 成
长
性
功
能

办公研发 1 所综合办公楼 新建 8.4 8.9 8.1 9.1 7.2 7.5 7.5 — 7.6 8.0 
基础教育 1 个幼儿园 新建 8.1 8.2 7.9 7.9 7.4 — — 7.5 7.2 7.7 
特殊 / 高
级教育

无 — 0 0 0 0 0 0 — — 0 0

培训服务 无 — 0 0 0 0 0 0 — — — 0
图书学习 无 — 0 0 0 0 0 0 0 — — 0
体育健身 无 — 0 0 0 0 0 0 0 — — 0
专业户外
训练

无 — — — — — 0 0 — — — 0

其他功能 — 　 　 　 　 　 　 　 　 　 　 　

注：表中“—”表示对该要素对应的评定内容不予评价；最终得分为核心评定要素各项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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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建筑布局与建筑外观形象等方面，
在空间环境形象、交通组织、城市标识
性等方面尚有一定改进空间，未来可以
进一步调整与优化。

(3) 从核心评定要素的评价打分情况
可以看出，在新建类功能中综合服务大
楼整体得分较高，原因在于其布局于沿
街位置且与商业街相连，融合度较好，
同时又考虑了城市标识性，在建筑造型
上融入了文化元素，是具有地域特色的
地标性办公楼。在改造类功能中，步行
街区、公共广场的改造效果较好，一方
面在于规划结合文化特征赋予公共广场
不同主题，增加了多种可供不同人群使
用的开敞空间，而不仅是对单一空间的
形象改善与提升；另一方面在于将本土
文化充分融入步行街区设计，在空间布
局上合理顺应该区域的街区格局特色，
同时在功能上融合现代潮流业态，创造
了新老融合又富有地域特色的主题步行
街区，极大地满足了市民对现代新兴娱
乐与儿时记忆共存的需求，在有限的空
间与规模下，最大化创造了较为多元化
的交际性空间。

5 结语

本文将 ERG 理论运用于城市更新规
划方案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案例实践中，
可以得出以下启示：①城市更新应注重
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要素，在延续建筑形
式符号的同时，更多注重文化内涵的深
度挖掘，强化地域文化主题与记忆性空
间场所设计；②应注重公共参与性，不
仅要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对空间进行优化
更新，还要充分尊重该地域居民的更新
想法、居住习性、活动习惯，保留对居
民有重要记忆价值的空间或建筑并进行
拓展优化；③应注重对既有空间的有效
利用，发挥地上地下空间的联动效应，
增加区域的公共休闲与娱乐交流空间，
完善民生配套服务设施；④应注重全要

素系统规划，要全面统筹建筑、景观、
交通等多元城市建设要素，从而进行系
统全面的思考与设计。

城市更新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为更好地推
动城市更新工作，有效提高城市更新规
划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创新性
地将 ERG 理论引入城市更新领域，从以
人为本的内核出发聚焦功能上的属性划
分，将 ERG 理论的生存需求、相互关系
需求、成长需求向更新规划的功能需求
延展，结合城市更新的特性提出细化的
评价要素、评价内容与评价方法，初步
研究构建了一个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
体系，并以贵阳三角花园地段更新规划
项目这一实际案例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可
操作性与实际作用。

综上，本文期望通过建立基于 ERG
理论的城市更新规划方案评价体系，在
城市更新方案设计与评估上有所作为，
为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构思与完善提供
一定的优化建议和改进方向，从而缩小
不同城市、不同更新地块之间方案设计
质量与水平的差距，整体提升城市更新
规划方案的科学性，推动我国城市更新
规划建设与实施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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