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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Space Scene Assets of Old Communities in Mountainous 
Cities: A Holistic Corre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Human-Space-Activity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研究*：
基于人—空间—活动的整体关联性分析

黄  瓴   黄  睿   骆骏杭   唐  坚      HUANG Ling, HUANG Rui, LUO Junhang, TANG Jian

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快速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空间过度类型化和空间文化价值低估等普遍问

题，如何识别社区独特的公共空间价值成为新发展阶段山地城市社区更新的重要价值起点。基于“资产为基”的社区发展

理念与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提出应将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视作一种宝贵的城市空间资产，并尝试建立“社区场景资产”

基本概念，通过定性与适度量化结合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场景资产分析框架。以重庆市渝中区领事巷社区为例，采用知觉

矩阵和行为场景分析法，从整体和典型两个层面深入探讨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中人—空间—活动的相关关系，分析

影响其品质的关键原因，总结凝练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体系，以期探索并丰富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目标下精细化社

区更新的新思路。

As the daily living place of residents,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has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 

regeneration, such as over-typification of space and underestimation of space cultural value. How to identify the unique public 

space value of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valu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mountainous city communiti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cenes Theory of the New Chicago School provide 

a new concept of place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gr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scen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valuable urban space asset, and trie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oncept of "community scene asset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mmunity scene assets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moderate quantification. Taking the Lingshixiang Community in Yuzhong District,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ception matrix and behavioral scene analysis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space and activities 

of public spaces of old communities in mountainous cities from both holistic and typical levels,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its quality, and summarizes the scene assets system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o exploring and enriching new ideas for refining 

community regeneration under the goals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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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不应是单纯工程性的和只追

求技术效率的，更应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

的空间，这种互动为城市环境注入了生活的

血液。[1]”我国城市逐渐迈入内涵提升、品质

优先的新发展阶段。2020年，李克强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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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魅力空间”。社区作为实现基层治理创

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场域[2]和城

市文化构成的基本单元，其公共空间品质优化

成为社区整体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以往的城

市社区更新实践，由于常陷于空间的表象营造

而忽略了背后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传承[3]，导致

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式微。同时对人、

空间和设施等单个要素的关注强于对要素间

的关联性判断和整体价值认知，更新效果常常

差强人意，因而亟需更科学的认知理念和解决

方案。本文基于“资产为基”的社区发展理念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与

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结合实践体会，建

立社区场景资产概念，通过定性与适度量化结

合，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场景资产分析框架，

以重庆市渝中区领事巷社区为例，采用知觉矩

阵和行为场景分析法，从整体和典型两个层面

深入探讨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中人—

空间—活动的相关关系，分析影响其品质的关

键原因，进而总结凝练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

体系，以期为山地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提供一种

尊重在地生活方式、强化社区价值认知、实现

整体品质改善的新思路。

1 从场景到场景资产

1.1 社区场景与社区资产

“场景”（scene）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指真

实生活或戏剧、书、电影中的场面或片段，作为

电影专业术语时，尤指对白、场地、道具等影片

希望传递给观众的综合信息和感觉，强调各元

素间的有机关联[4]91。后工业时代，以特里•克拉

克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将其引入城市社会

学研究中，应用“场景理论”（scenes theory）

来分析关于一个地方（place）的美学意义，

涉及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

化意涵[4]92。场景理论以整体性思维探讨城市

场景的功能及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为评估城

市更新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将场景理论应用

于社区公共空间的适应性研究，即整体性思维

的借鉴、作为测量和验证的理论工具、强调主

体文化参与的重要性[5]——可更好地认知社区

在地特色和空间整体价值。社区场景是社区公

共空间中居民和日常行为活动、物质空间及其

所蕴含的文化和价值观等多要素的集合，将社

区场景视作一个文化整体极具价值。

社区资产是社区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有价

值的事物、空间、人等，是可促进社区发展的资

源[6]。“资产为基”的社区发展理念强调社区内

在潜力，通过激发社区活力，以积极的价值观念

促进内部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对外部的过度依

赖，实现社区自我完善和发展[7]。这一理念方法

已得到广泛实践应用[8-12]。社区资产可分为人力、

物质和社会资产3种基本类型[13]，其他形式由这3

种资产派生而成。本文试图将社区场景纳入社区

资产构成体系，进一步挖掘社区空间价值。

1.2  场景资产：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

价值新认知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丰富

的空间特征和历史特征[14]。如顺应山地地形，在

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以步行交通为主的传统

线性“街—巷”空间蕴含着独一无二的地方性

文化方式。场景理论提供了整体认知社区空间、

居民日常生活状态和历史人文氛围等多要素的

研究视角，而社区资产则拓展了从稀缺存量资

源视角看待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特色

及其人—地关系的思路。基于此，本文拟建“社

区场景资产”概念，认为应将社区场景看作一

种城市空间的特色资产。“社区场景资产”可理

解为：①是一种包含了人群、活动、物质空间和

空间文化等多要素集合，具有原真性、日常性、

在地性、公共性和生长性的有机整体性资源；②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社会、美学或情感价值，且

每一种场景具有唯一性特征，是可促进社区发

展的空间财富。在社区更新过程中，可作为其中

一种重要资产类型被识别和利用。

社区场景资产的价值内涵包括：①整体性，

场景理论以整体性思维探究城市“舒适物设

施”的最佳组合，关注空间文化内涵和不同要

素间的相关关系。社区场景资产的整体性本质

上是生活状态的整体价值。社会学家、哲学家莫

兰[15]就在其《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一

书中提出以整体性思维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

类永续发展。②在地性，识别社区场景资产即科

学识别社区在地价值、尊重当地生活方式，认知

人—空间构成的生活状态合理性。③公共性，应

提倡社区场景资产的“无差别化”捕捉，通过

多种场景资产的共存、互补、共生、共荣，体现城

市活力，有助于制定平衡公共利益的更新决策。

④原真性，保留社区公共空间在地生活的真实

性具有重要社会用途和文化意涵[16]，基于原真

价值的社区场景资产有助于实现在空间的起源

与新开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17]。

1.3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

要素构成

场景是舒适物设施（amenities）的组合，

通过分析一个地方舒适物系统的构成特征，可了

解当地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18]。在其研究体

系中场景包含“邻里社区、物质结构、多样性人

群、前3个元素与活动的组合、文化价值和意义”5

要素[19]181，[20]8。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

有不同要素解读（见表1）。如余丽蓉[21]58认为场

景从本质上看是文化空间的延伸概念，包含人、

活动、场所3大构成要素；温雯等[22]47则从文化视

表1  场景要素构成研究梳理

Tab.1 Research on the composition of scene elements

来源/学者 观点 场景构成要素
特里•克
拉克[4]92

5要素，可分为主观认识和
客观结构两大研究体系 邻里社区 物质结构城

市基础设施 多样性人群 相应活动的
具体组合

场景中所孕育
的价值

吴军[25] 在5要素基础上进行合并 生活文化设施 多样性组织 文化实践

郭梓亮[26]32 两个层面 物质形态空间（社区邻
里和物质结构） 行为活动感知（人、活动、场景中的价值观）

刘东超[27] 6要素框架 空间 设施 人群 活动 价值观和政策
余丽蓉[21]58 3大构成要素 场所 人 活动 —
温雯等[22]47 3个要素 地点 人 文化形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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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思路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领事巷社区区位图
Fig.1  Lingshixiang Community location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领事巷社区场景资产分布图
Fig.3  Scene assets distribution in Lingshixia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角总结场景的形成需要文化形式、地点和人3个

要素。结合场景理论与已有研究基础，本文将社

区场景资产解析为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人

群”“物质空间”和“行为活动”3大维度，即人、

空间、活动3大有形基本要素。在整体价值认知

下，社区场景资产的要素构成应从人和空间整体

关系出发，人作为主体，空间作为客体，两者存在

持续的相互作用关系[23]，行为活动则是其互动结

果。一方面，人在空间中起主导作用，通过行为活

动赋予空间意义；另一方面，空间作为活动载体

提供“行为支持”（activity support）[24]，对人的

某些行为活动起到限制或促进作用。

2  基于场景资产价值的山地城市老旧社

区人—空间—活动整体关联性分析

为探讨社区场景资产在实际应用中以何

种方式影响社区公共空间品质，进一步对3要

素展开整体关联性分析。

2.1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领事巷社

区为研究对象（见图1）。社区占地约0.06 km²，常

住约0.7万人，人口密度大，老龄化率为28%。

社区山地特征明显，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现存英国、德国领事馆旧址和

郭沫若旧居。其多元化的公共空间承载了多样

的生活服务和文化活动，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与人文特色，社区场景资产存量可观。

2.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笔者从社区整体与典型场景资产两个层

面，探讨山地城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

中人—空间—活动的整体关联性（见图2）。首

先，通过观察法识别并获取领事巷社区20个场

景资产的空间分布情况①（见图3）和物质空

间要素构成，选取5天从8: 30—21: 00分3个时

段记录其人群活动情况，统计得到休闲娱乐、

经营消费、文化纪念和生活其他共4大类29种

活动类型、1 681活动人次，运用GIS分析获得

其时空间分布特征。其次，采用知觉矩阵分析[28]

和行为场景分析法，从“空间环境完善度”和

“行为活动丰富度”两个维度对社区场景资产

进行综合评价及分类归纳，了解社区公共空间

总体品质特征。最后，筛选典型社区场景资产，

借助2天所观察的330条有效活动记录详细分

析人群活动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影响社区

公共空间品质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构建山地城

市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场景资产体系。

2.2 社区层面

2.2.1 社区场景资产分布及其特征

根据调研结果，领事巷社区场景资产多分布

于街巷和院落空间，活动人群以老年人为主，中

年次之，青少年最少，且多集中在14: 30—18: 00

活动。活动类型以休息、聊天和张望等休闲娱乐

为主，开店和摆摊等经营消费活动次之（见图4）。

进一步运用GIS核密度分析工具，获得领事巷社

区人群活动空间密度分布图（见图5），整体来看，

领事巷社区场景资产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较不

均衡的“沿街巷集中、部分空白”的分布特征。

从早至晚，活动人群在数量上呈现先增后减趋

势，并从以沿街店面和摊贩为主的街巷空间逐渐

向以下棋、打牌等娱乐活动为主的院落空间，再

向火锅、串串类生活店铺的街巷空间缓慢偏移，

其中经营消费比休闲娱乐类活动持续时间更长。

2.2.2 社区场景资产评价与分类

为分析社区场景资产中人—空间—活动3

要素的整体关联性，从空间要素层面的“空间

环境完善度”和人、活动2个要素层面的“行

为活动丰富度”2个维度构建知觉矩阵，对领

事巷社区20个场景资产进行综合评价。其中

“行为活动丰富度”以累计活动人数、累计活动

① 社区场景资产是人群—行为活动—物质空间的集中体现，并具有历史、文化、社会或情感等特定价值。若一个空间在多次调研中均不存在人群活动，则该空间不
能被定义为“社区场景资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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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社区场景资产知觉矩阵分析图
Fig.6  Community scene asset perception matrix analysis diagra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密度、活动人群、活动类型和活动强度5项为指

标②（见表2）；“空间环境完善度”以地面铺装、

公共设施、绿化、维护管理和清洁4大项[29]16个

小项③为指标计算舒适物设施要素分值，以各

项均值求和得到最终总分（见表3）。进一步通

过专家打分法得到社区场景资产综合评分结

果及其象限分布情况（见图6）。

结果显示，领事巷社区场景资产多分布在

第一、第四象限，而少见于第三象限，表明其公

共空间整体品质较好。但也反映出除社区空间

环境完善度和行为活动丰富度双高的社区场

景资产外，还存在着部分空间环境虽然拥有较

高的完善度却鲜有人涉足，或是空间完善度低

但人群络绎不绝的特殊现象。

2.3 典型社区场景资产层面

2.3.1 典型社区场景资产筛选

为深入研究上述特殊现象的成因，探讨影

响社区公共空间品质的关键原因，进一步筛选

社区典型场景资产，通过行为场景分析方法，

研究物质空间（包括舒适物设施要素及其组

合）、人群活动（活动类型、停留时间等）及两

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7-图8）。

2.3.2  社区“人—空间—活动”整体关联性

分析

（1）舒适物设施要素完善度影响公共空

间整体活力

通过场景资产6号与7号（均为院落空间）

比较可得，“空间环境完善度”较高，但舒适物

设施类型存在较大差异（见图9）。在常规使用

计分标
准/分

人群行为活动
累计活动
人数/人

累计活动密
度/（人/m2）

活动人
群类型

活动类
型/种 活动强度

1 1—30 0.00—0.30 只有1个年
龄段的人群 1—2 低强度：聊天、张望、

休息、阅读、喝茶等

2 31—50 0.31—0.35 有2个年龄
段的人群 3—4

中强度：下棋、打牌、麻
将、休闲健身、遛狗、打
扫清洁、工作执勤等

3 51—80 0.36—0.42 有3个年龄
段的人群 5—6 高强度：跑步、骑车、收

废品、改造施工、运货等
4 81—130 0.43—1.10 有4个年龄

段的人群 7—8 —

5 ≥131 ≥1.11 5个年龄段
的人群都有 ≥9 —

注：各场景资产的活动强度为5天调研活动数据的均值。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行为活动丰富度”计分标准

Tab.2  "Behavioral activity richness" scoring standard

图5 领事巷社区人群活动空间密度分布
Fig.5  The spatia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rowd activity in Lingshixia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社区场景资产中的人群活动类型
Fig.4  The type of crowd activity in community scene ass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 指标中“累计活动人数”和“累计活动密度”根据社区实际调研情况和人群活动数据统计划分评分区间，累计活动密度为每个社区场景资产活动总人数/场景
资产占地面积。

③ 16小项指标内容参考《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分类与要求（GB ∕ T31171—2014）》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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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7号中人群活动频率和设施累计使用时长

远大于6号（见图10）。分析可知，6号存在舒

适物设施缺项情况，未提供休憩、邻里交往等

必要功能和支撑人群活动的基本设施，因此舒

适物设施要素完善度是影响社区空间活力度

的首要原因。

（2）功能类型的差异导致居民空间需求

差异

对“空间环境完善度”相当的社区场景

资产4号和13号对比发现（见图11），两者的

舒适物设施要素类型和空间可达性相同。不同

于无楼栋入户、位于居民楼栋背面、除儿童偶

尔嬉闹玩耍外鲜有人问津的4号，13号中有6

个楼栋入户口，是居民日常生活通行的必要空

间，各年龄段人群在此进行邻里交往和休闲活

动（见图10），尤以老年人居多。由此可知，空

间区位导致空间功能的不同是影响人群活动

的潜在因素之一，居民对有通行等必要功能的

评价要素
计分标准/分

0 1 2 3

空
间
环
境
情
况

地面铺装

铺装覆盖 无 铺装不平整，破损
面积较大

铺装较不平整，破
损面积较小 铺装平整，无任何破损

铺地材料 无 材料不防滑，存在
安全隐患

材料较防滑，暂无
安全隐患 材料防滑，无安全隐患

铺装设计 无 随场地功能变化
时指引不明显

随场地功能变化时
指引较明显

随场地功能变化时有
明显指引

公共设施

休憩设施（含正式和
非正式座椅） 无 只有非正式座椅 有正式座椅，数量

稍不足
有正式座椅和非正式
座椅，数量充足

卫生设施（如垃圾箱
和厕所等） 无 设施数量不足 设施数量仅满足基

本需求 设施数量充足

夜间照明设施 无 有夜间照明，但灯
光亮度弱

有夜间照明，灯光
亮度一般

有夜间照明，灯光亮
度强

无障碍设施（如无障
碍通道、电（楼）梯、
盲文标识和音响提
示、无障碍扶手等）

无 设施设置不合理 设施设置合理 设施设置良好且完善

护栏等防护设施 无 设施老旧，存在安
全隐患

设施品质一般，暂
无安全隐患 设施完好，无安全隐患

遮阴挡雨设施（除树荫） 无 不满足行人遮阴、
避雨和停留的需要

临时性满足行人遮
阴、避雨和停留的
需要

永久性满足行人遮阴、
避雨和停留的需要

景观小品 无 观赏性差 观赏性一般 观赏性好
消费类设施（店铺外
摆摊/流动摊点等） 无 占道摆放且脏乱 满足摆放管理要

求，但品质一般
满足摆放管理要求，
有特色和人气

健身设施 无 设施老旧，存在安
全隐患

设施品质一般，暂
无安全隐患 设施完好，无安全隐患

绿化

绿化覆盖率（乔木、灌
木、草坪等所有植被） 无 低于25% 25%—50% 高于50%

植物配置种类（花
卉、草坪、灌木、乔

木、竹类、藤本类等）
无 植物配置单一，无

层次感
植物配置合理，但
层次一般

植物配置丰富，有层
次感

维护管理
和清洁

环境卫生保持 无 环境保洁不充分 环境保洁一般 环境卫生保持良好
设施运行保持 无 运行维护不充分 运行维护一般 运行维护良好

图8 典型场景资产及其人群活动对比示意图
Fig.8  Comparison of typical scene assets and their crowd activ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7 典型场景资产筛选及对比分析示意图
Fig.7  Typical scene assets comparison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3 “空间环境完善度”计分标准

Tab.3  "Space environment perfection" scoring standard

图9 场景资产6和7的舒适物设施区位图
Fig.9  Amenities location map for scene assets 6 and 7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场景资产活动需求度更高。

（3）合理的舒适物设施要素组合可强化

活动的空间粘性

社区场景资产20号与14号均为楼栋入户空

间，兼具休憩和通行功能，“空间环境完善度”较

低。不同点在于两者的舒适物设施要素组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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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整体品质提升的社区公共空间场

景资产体系构建

通过对人—空间—活动的整体关联性分

析，总结影响社区公共空间整体品质的主要因

素。本文提出补足底线、强化功能、改善组合和

适度留白4大提升策略，其中对于舒适物设施

要素的补足和要素组合的合理配置是通过最

小干预改善空间活力的重点，由此进一步构建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场景资产体系

（见图16），为后续在地研究提供借鉴。

山地城市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场景资产体

系包含社区参与主体、日常行为活动、社区物质

空间及空间文化价值4个要素。其中，空间文化

价值强调社区场景资产的日常性文化内涵，通

过显性的物质表现提高场景资产文化识别度，

也以隐性的精神语言化育和凝结人心，对社区

公共空间活力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社区参与

主体在受物质空间影响的同时也发挥主观能动

性对物质空间进行认识、改造和再认识，而改造

结果会对社区参与主体产生新的影响，以此循

环交互最终达到三者的平衡状态，实现公共空

间品质提升。社区物质空间以舒适物设施的形

式展现，包含基础型、提升型和创造型3种：基

（见图12），14号中要素组合较为单一，人群活

动停留时间短，而20号提供了基本生活服务和

消费功能，吸引人群汇聚，居民活动频率高，空间

粘性较强。因此舒适物设施要素和要素组合的合

理性是影响社区空间活力度的关键原因。

（4）居民的创造性使用对空间活力具有

强促进作用

社区场景资产2号与3号均为街巷空间，3

号有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各物质空间要素使用

情况较为常规（见图13），而2号在空间设计之

初并未考虑居民的公共交往需求，通过笔者长

期观察，发现居民每日自发聚集于此，形成了

良好的邻里交往空间和新的功能分区（见图

14）。除正常互动外，还普遍存在居民对物质空

间要素的创造性使用（见图15），以满足其生

活需求，提升了公共空间活力。

图14 场景资产2原始的与人群使用后的不同功能

分区
Fig.14  Original and crowd-used functional partitions 
of scene assets 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场景资产20和14的舒适物设施区位图
Fig.12  Amenities location map for scene assets 20 and 1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场景资产2和3的舒适物设施区位图
Fig.13  Amenities location map for scene assets 2 and 3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场景资产4和13的舒适物设施区位图
Fig.11  Amenities location map for scene assets 4 and 13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社区场景资产舒适物设施要素使用时长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the usage time of the amenities of community scene ass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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