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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Micro-renewa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Exploration 
in Shenzhen: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un City: Community 
Micro-renewal (Shekou)"

深圳市社区微更新实施机制与路径探索
——“趣城·社区微更新（蛇口）计划”的经验与启示

毛玮丰   胡淙涛   唐  倩    MAO Weifeng, HU Congtao, TANG Qian

传统的城市更新以大拆大建为主，破坏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和社会活力。国内外各大城市先后开始从“更新”到“微更新”

转变。近年来，深圳开展了一系列微更新、微改造的探索。微更新一般采用小规模、局部拆建的模式，形成大规模效应。“趣

城•社区微更新”以“绣花”的方式，选取蛇口为试点，在社区层面对与市民密切相关的小空间进行微更新、微改造，以小

型城市设计竞赛的方式，推动全民参与。街道办作为实施主体保证资金来源和实施动力，更好地推动项目落地。基于实践

经验，提出建立长期持续的实施机制、完善实施链条和路径、多渠道梳理拓展资金来源等实施建议。

Traditional urban renewal focuses on major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destroying the original urban texture and social vitality. 

Major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uccessively started the transition from renewal to micro-renewal. In recent years, Shenzhen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icro-renewal and micro-renovation explorations, which adopts a small-scale, partial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model to form a large-scale effect. "Fun City·Community Renewal" adopts an "embroidery" method and selects 

Shekou as a pilot to renovate small spaces closely related to citizen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encour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a small-scale urban design competition. As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 the sub-district office ensures the source of 

funds and impetus for implementation and better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per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combing and expanding fund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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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城市更新到社区微更新

1.1   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演变

1940年代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西方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大规模的城市

更新在各大城市萌芽。1949年美国《住宅法》

提出“城市更新”概念，主要针对都市里的贫

民窟和衰败区进行住宅改造活动。

以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的城市更新给城市

带来一定的弊害。1961年，刘易斯•芒福德[1]在

《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城市更新破坏有机机能，

造成的后果需要及时弥补。他反对传统城市更

新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认为城市应该符合人

的尺度，注重人的需求。简•雅各布斯[2]在《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进行批判，认为以推倒

重来为主的城市改造是“反城市”的，大规模

改造计划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破坏街区肌

理，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活力。

此后，人们开始对城市更新进行反思。城市

更新的关注点逐渐从对城市破败地区的拆除重

建转向以社区为对象的综合整治和活力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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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社会公平公正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以帮助弱势群体为主的社区更新逐渐取代没有

人情味的推倒重建。19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城市更新从政府导向的社区重建转变为

市场导向的旧城开发，市场取代政府在更新中

占主导作用。1990年代，更新的内涵扩展为经

济、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更新，而不仅是简单

的物质环境更新，强调以人为主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当下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

1.2   我国城市更新的历程演变

国内外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有着较高的

相似度，都是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变缓。1990年

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力量和民间

资本被逐步引入城市建设进程，城市更新进入

高速发展期。

2010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发生

转折，原有“大拆大建”模式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逐渐暴露，比如传统城市更新模式对历史文

化和社会肌理的破坏，高速开发导致千城一

面、房价上涨和城市生活成本提升等，均与西

方经历的城市更新问题相似。由此，全国各大

城市开始探索新的城市更新模式。2010年广

州开始“三旧改造”；2011年北京从整体拆除

重建、成片规划建设转向系统有机更新、区域

微循环；2015年上海启动“卓越的全球城市建

设”，并发布城市更新4大计划。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留住城

市的3大特色，即城市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

建筑特色，并提出城市功能定位应与3大特色

相结合。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历

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时表示，要“更多采用微改

造这种‘绣花’功夫”，明确提出要避免大拆大

建，采用微改造、微更新的方式改善人居环境。

1.3   深圳微更新计划的诞生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由一个小渔

村蜕变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由于深圳市

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快速，相比其他城市

更早遇到土地资源紧约束的问题。即使一再提

高土地开发强度，深圳可供建设的增量土地依

然紧缺，空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

展的瓶颈。面对这个难题，深圳探索出一条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路径。

1980年代后期至2004年，深圳处于城市化

初期——城市更新萌芽探索阶段。随着城市高

速发展，私宅建设高潮涌现，原农村社区问题开

始突显。这一阶段城市更新以拆除重建为主，旧

村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实施的数量较少。2004—

2009年，深圳进入城市化中期——城市更新初

级发展阶段，以建成区中的旧村、旧城、旧工业

区为改造对象，采取拆除重建、综合整治两种方

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拆除重建相比于综合整

治项目推进较为缓慢。2009—2015年，深圳迈

向城市化中后期——城市更新快速推进阶段，

改造方式以拆除重建为主，涉及旧村、旧工业

区、旧居住区、旧工商住混合区等多种类型，而

更新的方向以住宅为主。这一阶段，城市更新的

机制为自下而上的申报机制，对城市更新项目

的实施率和贡献率有一定的要求。

进入新常态后，深圳从高快速发展转向以提

高城市发展质量和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核心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在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按

照改造更新与保护修复并重的要求，维护城市肌

理、传承历史文脉、保障低成本空间等成为改造

提升中心城区功能的一个重要要求。2017年是

深圳的“城市质量提升年”。深圳城市发展大会

提出城市应该更加注重人的发展和人的需求，重

视城市品质、城市魅力、城市环境的提升，积极塑

造“人性化”“生态化”“特色化”的公共空间。从

“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深圳开始了一系列

微更新、微改造的探索，其实质是以大量微小公

共空间为突破口，通过有限的投资、有趣的设计

和长期持续的推动机制，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2   微更新理论概述

2.1   微更新理论的提出

西方国家最初的城市更新理论以光辉城

市等理论为主，主张大规模的改造活动。1960

年代，西方学者开始批判传统城市更新模式，

在城市改造中强调“人的尺度”和人的重要

性[3]。此后西方学者提出城市针灸等理论，提倡

通过“点”的力量，激活城市重要节点，激发

整个城市的活力。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还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而北上广深等城市已经开始进入存量发展

阶段。传统的城市更新积累了诸多诟病，如土

地空间资源紧张、土地收储成本飙升、公共服

务设施供给不均衡、历史文化要素传承与保护

的缺失等，由此“微更新”应运而生。

微更新理论由城市有机更新等理论发展而

来。城市有机更新理论最早由吴良镛[4]67提出，

他认为城市应该像生物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

城市建设应该按照城市内部的秩序和规律，城

市改造应该顺应城市肌理，采用适当的规模、合

理的尺度。仇保兴[5]在2012年“国际城市创新

发展大会”上，提出重建“微循环”是实现城

市有机更新的必由之路，包括“微降解”“微净

化”“微中水”“微渗透”“微绿化”“微修复”“微农

场”“微调控”，其主张将自上而下的城市建设转

变为上下结合的模式，邀请市民一同参与。

2.2   微更新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微更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定义，其概念仍在不断发展完善。潘小文[6]认为微

更新有别于大规模、整体拆除模式，是采用小规

模、局部拆建，逐步改造的模式。田健等[7]认为微

更新是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以有序空间生长和

存量发展为主，自下而上、全民参与，通过对小地

点的更新形成大规模的效应，创造有地域特色和

归属感的空间。丁凡等[8]结合上海的城市改造历

程，认为微更新是对一系列片段的城市建成环境

和既有建筑进行的调整型更新，以自下而上为主

要特征，政府和居民的协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张宇星[9]提出城市的微更新就是在改造中放

弃大拆大建的做法，对城市中关键穴位采用针灸

的方法，激活片区的活力。同时，微更新的范围也

在不断拓展，从对建筑的保护更新[10]，到对公共

空间环境的改造提升[11]，以及对市政基础设施

的维护完善[12]等。

2.3   微更新的特征

微更新具有更新对象微、投入微、改造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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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趣城•社区微更新（蛇口）计划实施机制

图2　南山石化大院南门改造前后对比

图3　蛇口学校入口广场改造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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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特殊的机构仍然需要围墙进行空间

限定。试点选择蛇口学校的围墙，通过对消极

界面的微改造，获得了良好的交互体验。在获

奖作品中，设计师挖掘蛇口地域特色，通过缤

纷的墙体来装载孩子们美好的心愿，夜景效果

也让这里充满生机和活力（见图4）。

3.3.4    邻避设施改造

环网柜等邻避设施通常不受附近居民的欢

迎，但又是城市不可或缺的设施。优胜方案兼顾

美观和功能，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见图5）。同

时满足消防、通风、安全距离等各项安全标准。

3.4   启示与建议

3.4.1    搭建全民参与平台

“趣城•社区微更新（蛇口）计划”顺应

了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需求，强调以人为本、

全民参与，形成一个由市级职能部门牵头，基

层政府实施，设计师、社区居民及市民积极参

与的平台。趣城系列计划及实施方案均由深圳

市规划部门发起并作为指导方，深圳市规划国

土发展研究中心搭建平台[13]50，邀请区政府或

街道办作为主办方，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作为

联合主办，后续引入居民自治群体或开发商作

为主导方。通过全民参与的形式，由政府、技术

单位、社区代表选取可行试点，向全社会征集

方案，实现微小空间的“绣花”式改造。

在计划开展的方式上，以小型城市设计竞

赛的方式向全社会征集方案，不设门槛，团队

或个人、设计师或非相关专业的市民都可以参

加。在市民意识较强的区域，降低门槛吸引有

情怀、有责任心的本土设计师或学生，对于当

地文脉延续和规划的后续实施都非常有益。

趣城实践在宣传方面需要完善、优化平台，

加强推广的力度，制定更有吸引力的奖励措施，

完善竞争和评审机制，让设计师有更好的平台

把理想变为现实，与市民一起来改善城市生活。

3.4.2   选择合适的实施主体和实施试点

（1）选择合适的实施主体。在实施主体的

选择上，由于微更新、微改造的项目体量较小，

经费有限，因此实施主体主要考虑街道办、社

区。街道办、社区属于基层政府，最了解社区的

情况，也是最能推动社区级项目实施落地的机

构。其实施主体稳定、改造意愿强、积极性高可

以极大地提高项目后续实施效果。在策划过程

中，明晰各方权责，以签订合同、协议的方式明

确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方、实施主体、行业协会

的各方权责，确保各方在清晰的职责范围内开

展工作，保证项目顺利、快速地完工。

（2）选择可实施的试点。在实施范围的选

择上，考虑具有一定特色且容易实施落地的地

点作为趣城项目的选址。选址需满足居民改造

意愿强烈、不涉及产权纠纷、不涉及规划调整、

类别具有代表性等条件，为未来将类似的改造

方法推广到同类项目打下基础。

3.4.3   多渠道拓展资金，完善保障机制

（1）建立长期、持续推动的保障机制。作为

存量规划时代的新产物，趣城项目也面临一些

问题，如顶层设计方面，政府对此类项目的重视

程度不够，缺乏一个长效的保障机制。为了使微

更新通过“微小”介入产生“巨大”效应的模

式长期持续，微更新计划应由区政府、街道办为

主来推动。市政府通过顶层制度设计的方式有

计划地给区政府、街道办提出相关要求，由区政

府、街道办协调各参与方，并持续地推动项目，

让微更新成为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

（2）多渠道梳理、拓展资金。梳理政府资

金，如深圳的“民生微实事”、上海的“老旧小

区环境整治”等，将微更新项目与政府投资项

目或社区、街道办已有的专项资金相结合。拓

展资金渠道，鼓励企业通过冠名权等方式赞助

投资，以保障项目顺利落实。

（3）完善实施链条和路径。从策划、设计、

公众参与、共享到实施落地，微更新需要对实

施链条和路径进行不断地探索创新，并根据不

同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路径。

3.4.4   形成“工具箱”+“项目库”的项目管

           理模式

趣城模式打造了一个“工具箱”。在这个

工具箱中，对于城市中每一类相似的问题都可

以分类找出治疗方法。以安全性、经济性、有特

色、有趣味为设计原则，解决城市空间环境问

图4　蛇口学校墙体改造改造前后对比

Fig.4  Before and after the renewal of the entrance square of Shekou School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5　街头设施环网柜改造前后对比

Fig.5  Before and after the renewal of power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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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同时，突出趣城“有趣”的宗旨，为多元

人群创造多样化的空间。

同时形成设计界的“Uber——设计平台

检索项目库”模式。有别于传统城市设计，该

模式在未来的应用中，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和较

高的匹配度。无论是实施主体还是设计师，都

可以通过“趣城”构建的设计平台，找到合适

的设计方案、设计师或者项目，再因地制宜地

改造、调整和深化方案。

3.4.5   建立城市设计领域的KPI（Key Perfor-

           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系统

将城市设计与评估手段结合。有活力的城

市应该具有人性化的维度，适合停留、会面、步

行，并且有开放的、可到达的、可接近的、吸引

人的公共空间。根据公共空间的这些特性，趣

城在城市设计中首次结合项目实际，采用KPI

关键绩效评估法对使用率、绿化率等实施前后

效果进行评估。

4   结语

趣城•社区微更新社会效益显著。一是通过

微小投入产生显著效应。趣城项目的设计方案充

分考虑城市发展阶段、市民需求、气候环境、后期

维护成本等因素，内容新颖，贴近生活，每个项目

的投入资金都不大，却可以换来空间品质较大提

升。二是实现了从消极空间到积极空间的转化。例

如将许多消极空间改造为艺术创意空间；增加趣

味互动设施，吸引人们驻足停留。三是加强了地域

文化特色挖掘，增加市民的文化认同感。例如在蛇

口实践中，蛇口学校的入口广场设计引入蛇口历

史文化知识普及，墙体设计显示“我爱蛇口”的

英文标志。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蛇口居民对片区

的认同感。四是推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的

落实。通过每个社区若干小地点高品质的更新实

践，提高市民文化、生活水平，在全市范围内形成

微更新的大系统，从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展望未来，城市更新将经历由大拆大建到

城市修补、文化修复的微小改造。传统的城市更

新往往以政府和市场为主体，通过拆除重建的

方式对城市进行改造，效率较高但是不利于城

市风貌文脉的延续。现阶段，大拆大建的方式不

再适用于城市的发展，由政府推动、公众参与、

市场协助的微更新模式将逐步成为主流更新模

式。未来，将由政府负责搭建平台，由市场和公

众共同推动，实现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