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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Form and the Spac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Open Blocks
开放街区城市形态与空间品质提升研究*

管若尘   郎  嵬   陈婷婷   李  郇    GUAN Ruochen, LANG Wei, CHEN Tingting, LI Xun

近年来，人民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城市街区质量和空间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大量城市老区发展空间受限，

已建成区的建筑、道路、社区及设施老旧，引发空间品质降低、人群满意度降低等问题。目前，开放街区的网红商业化是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街区空间品质的常见实例，自此形成的“网红街区”成为新时代生活与消费方式转变下“自下而上”

城市微更新的典范。因此，分析城市开放街区城市形态与空间品质对城乡建设管理和城市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以广

州“网红街区”为例，采用POI、OSM开源地图等多源数据，结合调研访谈，从街区、街道和建筑3个尺度着手，基于意象

性、围合度、人尺度、透明度和丰富度5个维度评价街区空间品质，为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开放街区品质提升提出机制性

建议和规划设计策略。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dicates that people's living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have chang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has been restricted in the past ten years. Many buildings, roads, communities, and facilities in the built-up area have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of space quality and the decline in population satisfaction. At presen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open block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net celebrity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spatial quality of streets and neighborhood blocks. The "Internet celebrity block" has emerged and formed since 
the urban micro-renewal began in the old neighborhoods and has become a model of the "bottom-up" approach towards the 
change of living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e urban form and spatial quality of urban open blocks 
are exceptionally significant to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is article takes 
Internet celebrity blocks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using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the POIs and OSM data, 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and site surveys, which analyze three dimensions: blocks, streets, and streets and buil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agery, enclosure, scale, transparency, and richness, this study evaluates neighborhood blocks' space quality, 
making institu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old neighborhoods'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blocks' spac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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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转变标

志着人民的生活空间及消费需求有了极大转

变。生活空间方面，我国高质量发展下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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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空间品质提升需求迫切，然而近10年城

市空间发展受到制约，已建成区大量建筑、道

路、社区及设施老旧引发一系列城市更新滞后

和人群生活满足感缺失等问题。2016年2月，

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要求推广街区制，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居住

区开放街区化成为促进城市空间更新、人居环

境改善及空间品质提升的重要发展战略。开放

街区有利于消费、适于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生

发，尺度宜人，帮助街道生活开展和增加人群

交流机会[1]。但不可忽视的是，开放街区影响

下城市功能混杂也会引发居住环境破坏、私密

性降低等新风险。正负效应的产生使得我们需

要去思考开放街区的空间设计及服务功能，讨

论其影响机制及未来的规划管理策略。

现有开放街区中，涌现了一批自发性改

造、“自下而上”更新的老旧小区的实例——

大量“网红店”（主要为餐饮店）集聚入驻带

动街区网红化发展。这对开放街区的城市形

态及氛围感观、空间品质皆有较大的现实影

响。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突破，

我国进入“互联网+”的社会新阶段，线上线

下服务联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及居民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2]，其中“网红店”凭借线上

社交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并在线下提供相

应的特色环境与产品从而吸引人流，带动了

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兴消费模式，在此基础上

构建的“网红街区”已成为街区商业化发展

的代表。街区商业化、“网红”化变革，透视出

城市空间形态和街区更新改造的变革[3]，但现

有研究仍缺乏对新时代生活与消费方式转变

下的城市形态特征、空间品质和街区规划改

造等问题的探析。

本文采用POI、OSM等多源数据并结合

实地调研进行分析，以广州开放网红化的老旧

小区即“网红街区”为例，通过多尺度分析、

多人群访谈，对街区空间品质进行评价，进而

探讨影响城市形态及空间品质的重要因素，面

向城乡规划设计探究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新

思路，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城市微更新和老

旧小区改造提供建议和参考。

1  相关概念解析及研究评述

1.1 “网红街区”概念解析

“网红”原意为网络红人，现已拓展为通

过网络获得流量并可进行消费的个体，如餐饮

店、街区、村庄等[4]。“网”是以互联网思维经

营，“红”是流量和热度，现今社会生活网络化

趋势明显，个体日常消费、娱乐、社交、出行等

行为皆对互联网产生较强依赖[5]，“网红”文

化应运而生。在消费时代下，文化已从过去特

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并有了商业化发展[6]。“网

红店”依托网购平台与社交媒体，进一步推动

了线上与线下服务活动的融合，通过网络空间

与现实生活的即时切换，构建形成线上流量线

下实体模式。 

由于网络宣传的传播途径多样，推动空

间流动性加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依靠商

场或者城市道路的商业选址方法[7]。经调研发

现，一线城市中“网红店”常大量聚集于开放

街区内部，聚集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居住

街区租金较低。“网红店”的网络宣传模式降

低了商业入驻门槛，带动了较多个体经营户

加入，街区租金相较商城对经营户而言负担

更小。二是以居住功能为基点的开放街区，天

然具备绿化环境和安静氛围，利于店铺本身特

色打造与氛围营造。“网红店”的集聚带来开

放街区网红化，形成一批较为出名的“网红街

区”，例如本次研究对象——以国外料理为品

牌的广州六运街区等。“网红店”及“网红街

区”的出现，代表了以新一代年轻人群为主的

消费模式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其作为新

兴体验媒介与现代人群需求紧密相连。本文需

明确“网红街区”的本质是街区（常为老旧

小区）“网红”商业化发展的城市更新方式。分

析“网红店”入驻前后的空间品质变化，有助

于讨论新时代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及其规划

应对策略。

1.2 城市形态及空间品质研究

城市形态学是对城市物质肌理，以及

塑造其各种形式的人、社会经济和自然过程

的研究[8]。城市形态学英国学派代表性人物

Conzen[9]对城市形态进行细分层次尺度的

讨论，初步建立了以土地利用格局、建筑类

型和平面单元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学研究框

架。此后，学者开始讨论研究城市形态，并从

重视客观形态与主观人性感受开启了对城

市空间品质的感知，Kevin Lynch[10]、Jane 

Jacobs[11]、Jan Gehl[12]、李郇[13]等学者对城

市空间意象与人性尺度进行探讨，以人为主

设计下的城市空间品质相对更好。芦原义信[14]

系统整理了街道和城市公共空间的构成，并对

人性尺度下的城市空间美学与舒适感进行了

研究。总体来看，城市形态物质环境及构成的

人文精神内涵对城市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

皆有深厚影响[15]，其本质影响可基于空间品

质进行讨论。

空间品质反映了城市空间各组成要素对

城市人群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

体现对人群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的双重满

足[16-17]。城市形态构成的客观环境与以人为

本带动的主观感受相互支撑，成为讨论空间

品质测度的重要研究方向。Robert Cecvero

和Kara Kockelman[18]基于建成环境与城市形

态提出“3D”模型，即密度、用地多样性与设

计用于进行空间品质量化讨论。同年，以城市

形态学为方向的“Morphology”方法出现，

Moudon[19]通过多尺度分类，从地块尺度到街

区尺度列举了街道可达性、地块密度、建筑高

度和街道宽度比等7个指标。Ewing[20]基于步

行行为人群的主观感受，通过观测人群进行测

评，提出意象性、围合度、人性尺度、透明度和

丰富度5个感观维度并结合街道空间、建筑等

城市形态进行分类讨论。近几年国外研究多以

计算机辅助方法构建分析体系，但其核心仍以

行人视角为主，探讨建筑物、街道和地块组成

的特定城市网络结构[21-22]。

结合我国高品质空间发展需求，学者们

主要针对城市更新等问题提出通过街区、

街道等细部城市形态设计进行空间品质改

善 [23-24]。但整体研究以建立指标系统理论分

析为主 [25-27]，对现有人群的消费与生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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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关注不足，空间品质提升方面有待进

行深层次分析。

2  研究思路

2.1 研究对象及范围

本文选择广州较为知名的“网红街区”：

海珠区江南西街区、天河区六运街区和体育中

心街区作为研究对象（见图1）。3处街区为

1995—1999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内部有较多

的网红店（江南西街区52家、六运街区64家、

体育中心街区15家）入驻。

“网红街区”作为现有流量级的商业发

展模式与空间聚集模式，在大城市的发展改

造中有较为明显的作用，广州在城市规模、城

市发展方向、城市更新改造方面都与本文主

题契合。本次研究范围包括开放街区和以街

区为中心半径600 m内的周边环境片区。开放

街区具有公共商业化特点，以步行可达性讨论

开放街区与周边功能环境的内在联系更具合

理性[28]，10 min步行距离覆盖了大部分到邻

近零售商的步行探索，以成人50—100 m/min

的步行速度取600 m活动半径进行周边环境

划分[29-30]。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POI、OSM等多源数据，以

及实地调研数据。①POI数据，通过百度地图

API接口爬取广州市研究区域范围内的POI数量

（http://lbsyun.baidu.com/index.php?title=webapi），

主要包括金融商务、餐饮、购物住宿、综合商城、政

府机构及组织团体、文化教育、医疗福利、风景名

胜等类别。②OSM（OpenStreetMap）开源数据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爬取免费开

源、可编辑的广州市道路、建筑地块等数据。③实

地调研数据，获取3处街区在街道尺度与建筑尺

度上的详细指标信息。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客观空间形态和主观心理感受

相结合的空间品质评估方式，从分区、街区和

建筑3个尺度对密度、结构、宽高比、色彩照明

等细类形态进行讨论，结合Ewing提出的意象

性、围合度、人尺度、透明度、丰富度等5大维

度及对应的相关指标建立空间品质评价指标

（见表1）。

2.3.1 分区尺度指标

在分区尺度上对交通网络密度、建筑功

能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3个指标进行分析。

（1）交通网络密度

通过道路密度、公交车站点、地铁站点分

析交通网络密度，其可以表征街区周边交通可

达性、开放街区与公共道路的衔接度。

（2）建筑功能结构

通过POI分类、统计各建筑物类型比例的

方法进行建筑功能判别[31-32]。建筑功能分为商

业服务和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包括金融商务、

餐饮、购物住宿、综合商城，公共服务包括政府

机构及组织团体、文化教育、医疗福利和风景

名胜。在商业服务分类内POI超过50%的功能

确定为建筑功能，公共服务具有优先级，一旦

具备则归类为建筑主要功能。

（3）土地利用结构

通过建筑功能[33]、现场调研和地图识别相

结合的方法加强土地利用识别的精确性。已明

确的土地功能区如居住功能区，其内部由建筑

功能判断土地利用混合程度；未有明确的土地

功能区，取多数建筑同属性为土地功能，具有

公共服务属性的建筑作为优先级进行土地功

能识别。

2.3.2 街道尺度指标

在街道尺度上对街道网络密度、街道宽

高比及建筑退距、步行空间结构3个指标进行

图1 案例研究街区
Fig.1  Case study bloc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江南西街区片区                                                               b  六运街区片区                                                                   c  体育中心街区片区 

表1  “网红街区”空间品质评价指标

Tab.1  Spatial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of Internet 
celebrity blocks

尺度指标 客观环境
（城市形态）

主观感受
（消费者、居住者）

分区尺度
指标

道路路网密度 人尺度
建筑功能结构 意向性
土地利用结构 意向性

街道尺度
指标

街道网络密度 人尺度

宽高比/建筑退距 意向性、围合度、
人尺度

步行空间结构 人尺度

建筑尺度
指标

沿街道透明度 透明性
建筑色彩 意向性、丰富度

建筑外墙照明 意向性、丰富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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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见图2）。

（1）街道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分为线密度与面密度，可综合

判断街道道路密集度及覆盖度。线密度为街道

宽度与街道面积的比值，面密度为街道长度与

街道面积的比值。

（2）街道宽高比

街道宽高比（D/H）为街道宽度与周边

楼房高度的比值，通过精确度量宽高比例，讨

论街道空间尺度和人群心理感受之间的关系

（见表2）。

（3）街道步行空间结构

街区存在承担互动交往、娱乐功能的步

行空间，其以线状步行道与面状广场组合构

建。居住小区里该种空间的大小、秩序感、节奏

感影响整体空间品质与步行体验[35]。

2.3.3 建筑形态指标

在建筑尺度上采用建筑沿街道透明度、

建筑色彩和建筑外墙照明3个指标进行分析，

商业化临街建筑是街道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立面的形态改造对街道、公共空间的空间

品质和环境气氛有重要影响[36]。

3  “网红街区”空间品质评价

3.1  分区尺度： 交通密度与功能结构

通过对多源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结合现

场调研，获得3处研究片区的交通密度图（见

图3）及建筑功能与土地利用图（见图4）。

3处街区皆位于广州中心城区，高密度

交通网络提供了可供步行的人尺度，较高的

建筑与土地商住混合度营造了商业化的消费

意向性。街区周边具备完善的公交体系、轨交

体系和道路体系，商住混合用地在3个区域皆

达到30%，且商业化水平上六运街区＞江南

西街区＞体育中心街区。整体来看，街区在保

留居住功能的同时，土地利用和建筑功能性

质多样，周边商业化程度高、公共服务配套完

善、交通可达性强，开放与消费氛围的意向性

逐步提升，带动网红店入驻、推进街区网红商

业化发展。

3.2  街道尺度： 街道密度、宽高比及步行结构

3处街区道路密集度和覆盖率较高，平均

宽高比处于0.7—1.0的区间内，街道具有较好

的围合度、人尺度，提供了丰富的交往与互动

空间。3处街区属于具有内聚性的街道形式。

这种半开放的空间街道氛围与较多的步行道

结合，适合人群进行互动及商业行为。

街区建筑退距提供的步行道（见图5），

以及建筑围合的广场组合成汇聚人流，提供

互动交流、适宜人尺度的步行结构（见图6）。

3处街区典型街道的建筑退距为江南西街区

4—6 m、六运街区6—10 m、体育中心街区2—

5 m，步行结构方面江南西街区与六运街区更

为完整。调研发现，江南西街区与六运街区的

商业化行为较体育中心街区更多，良好的步行

结构更易引发消费者与居住者的互动交流。以

餐饮网红店为例，建筑退距与广场提供了商家

与消费者互动的空间，便于网红店开启对外窗

口、营造特色氛围。

3.3 建筑尺度： 立面形态特征

街区内建筑立面改造具有透明度高、颜色

鲜明、外墙照明设计优良的特点。该种立面改造

形式提升了建筑形象吸引力，带动了整体“网

红街区”特色化的意向性与氛围感（见图7）。

网红店建筑立面基本采用大量镂空设计，其透

明属性面积与整体面积比例常保持1：2以上。

通过展现网红店内部，提升建筑与人群间的亲

切感、互动感，吸引人群进入，或推动人群各类

拍照与网络传播行为。网红店的颜色基本以高

纯度、高明度颜色为主，凸显个性、营造意向性

氛围，冷色调引发休闲、简约、质朴等意向，暖

色调引发温暖、热情、积极等意向[37]。网红店建

表2  街道宽高比特征

Tab.2  Street aspect ratio characteristic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4]。

图2 街道宽度及建筑退距示意图    
Fig.2  Street width and building setback dist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分区尺度交通密度分析图    
Fig.3  District-scale traffic density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空间感知 城市形态 知觉感受
D/H≥2 离散 开阔、封闭感较差

1＜D/H＜2 内聚 稳定、内向又不压抑

0.7＜D/H≤1 内聚 较为舒适尺度，可进行
互动交往

D/H≤0.7 幽闭 封闭性较强，强烈围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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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外墙照明设计则主要由轮廓、强调和内透光

3种照明方式组成，即通过轮廓照明对建筑进

行方位和层次确认，通过强调照明及内透光突

出店铺特色。

3.4 空间品质影响机制探讨

3处街区处于网红化和商业化的不同阶

段，对空间品质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体育中心

街区处于初级阶段，网红化程度低，建筑退距

小且广场较少，街道形态难以提供较多互动

空间，消费者步行体验和空间品质一般，但其

整体环境较为安静，绿化与卫生环境良好，适

合居住生活；江南西街区处于商业化的发育

阶段；六运街区处于成熟阶段，网红商业化

高，一定程度上对空间品质产生了正面影响，

但整体环境较为喧闹，存在环境污染及居住

者安全隐患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空间品质影响机制

（见图8）进行讨论。从分区尺度来看，交通

便捷、商业公共设施服务功能完整、多样性

易产生城市开放亲近、商业化意向性，开放

街区在经济发展推动下融入周边商圈，个体

经营户在租金倾向下集聚带动街区网红化

的发展趋势；从街道尺度来看，适宜人尺度

的街道宽高比，构建了促进人群交流的适宜

围合度，辅助营造半私密半公共化的空间氛

围，与“网红店”环境特色发展相符。适当的

建筑退距与广场构成的步行空间成为商家提

供户外餐饮和招待客人的场所；从建筑尺度

来看，街区网红化下店铺自主对建筑立面的

透明度、色彩及照明进行改造，满足了人群

新鲜、丰富、变化的心理需求，营造了街区良

好氛围。

从街区使用者角度出发，笔者发现“网

红街区”消费者对商业空间品质的满足感较

高。消费者可以在分区尺度获得便利性，在

街道与建筑尺度获得交际互动空间并体验环

境。但对于居住者而言，一方面，街区更新，开

放公共化为居住者带来更多的心理满足感；

另一方面，大量网红商业化产生的环境垃圾、

噪音污染、人流量过大、居住不安全感等问

题，又影响着居住空间的品质，导致居住者满

意度降低。

4  街区空间设计与建设管理策略

在街区更新和改造的过程中，空间设计

与建设管理需要同时考虑居住者和消费者的

空间品质感受，最大程度上实现多方共赢的

空间品质提升局面。

4.1 街区空间设计策略

开放街区的开放程度应当根据街区本

身的区位特征、道路结构、居住区人群需求，

以及商业化需求进行综合考虑。街区开放需

通过交通衔接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体系，较

图4 分区尺度建筑功能与土地利用分析图
Fig.4  Analysis of building function and land use in district sca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体育中心街区片区

a  江南西街区片区     

b  六运街区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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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街道连贯性可以为人们提供较为舒适

的步行交通体验，同时促进街区公共活动

的活力。

由于街道宽度的不可变性，调整步行道

宽度及建筑退距成为调整改善步行结构的重

要手段。小区内部基本由交通道和步行道两部

分组成，通过对小区内部的车行道和人行道组

织的重新划分，除必要性的车行道外，其余道

路可以进行步行道适当扩增，以提供更多的公

共活动空间，为商业活动和人群互动提供场

地。步行结构需要由线性步行道和面性广场组

成才能形成节奏感完整的步行体验。同时，广

场作为集聚人群的场所可成为带动街区活力

的支点。通过对老旧小区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提供适合人们活动的绿化空间和广场空间，以

提升街道活力。

沿街建筑立面改造需要具备自身特色，

带动街道美观性提升，优化街区整体形象。建

筑立面的改造可以通过小区主动改造或者随

着商业店铺进驻后自发性改造，改造的样式可

以给予一定的主题方向，利用透明度提升、灯

光和色彩适当修饰推动整体街区的空间品质

提升。

4.2 街区更新与商业微改造管理策略

根据街区所在区位及周边建成环境、人

群需求，需对入驻的商业类型和商业生活路

径进行把控。目前居住区商业化已经成为开放

街区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常用的方式，但商业

化率的提高与开放街区空间品质的改善并不

是线性正相关，过度商业化发生后会产生负影

响。因此，在开放街区商业化更新过程中，根据

商业化发展需要，可从餐饮、服饰购物、美容美

发等商业类型中进行选择，需要保证适宜性和

适当性。

同时，街区商业路径与居住生活路径之

间的关系需要基于街区特点和居民诉求进行

综合考虑。整合路径的目的是要保证道路的最

大化利用，带动居民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

流；分离路径的目的是要保证居民居住的私密

化和安全化需求。街区商业化更新需要考虑店

铺货源及厨余垃圾等较为影响居住环境的物

质运输渠道，保证街道环境不受影响和空间品

质的总体提升。

5  结语

本文选择广州3处具有网红性质的开放

a  江南西街区

b  六运街区

图5 街区典型街道剖面及全景示意图
Fig.5  Typical street profile and panorama of the block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自绘。

c  体育中心街区

图6 街区步行结构示意图    
Fig.6  Block walk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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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进行研究，通过多尺度、多指标分析街区

特征，从而探讨空间品质的影响机制。3处街

区皆为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多层老旧小区，

这些居住区严格遵守了当时的居住规划设计

规范，退距大、密路网、小街区的规划方式形成

了合理的步行结构和适宜互动的街道空间尺

度。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些老旧小区在城市更

新过程中，通过利用其开放街区的空间优势和

网红商业化的发展趋势，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街

区微改造和空间品质提升。而老旧小区改造和

街区更新作为城市存量空间规划的主要对象，

在空间设计与管理时应以人为本，适应网络化

时代人群发展需求，平衡不同使用者的利益，

为城市空间品质和开放街区生活质量的提升

释放更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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