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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数据驱动街区空间品质提升设计方法探索*

——以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获奖方案为例

陈  泳   袁美伦    CHEN Yong, YUAN Meilun

伴随城镇化阶段转型，提升街区空间品质正成为新时期城市设计的工作重点。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正在

改变传统城市设计的工作语境，为街区空间品质的提升带来更多可能性。新数据技术在街区型城市设计的应用上目前

存在着研究维度相对单一、内容不够全面等问题，难以在整体上客观反映街区空间品质及环境要素之间的有机关系。

首先，将城市设计学科的整体观与新数据技术的集成性有效融合，探讨存量更新背景下街区空间品质提升的理论内

涵、内容构成与目标理念。其次，利用多源数据组合优势，建构多维度、多要素的综合品质研究框架、设计指标体系以及

相应的技术路径。最后，以西陵家宅路、文定坊商业街坊和小陆家嘴金融商务街区为例，通过关键基础指标、问题诊断、

目标愿景、策略框架与设计成果评估等技术环节的解析，初步验证该技术方法在不同街区环境中的可应用性。

With the transition of urbanization phase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neighborhood spaces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urban design 
in the new era. Concurrently,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ltering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urban design, 
presenting greater possibilities for improving neighborhood space quality. Presentl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data technologies in block-
type urban design suffers from relatively limited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in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content, making it challenging 
to objectively depict the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hood space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holistically.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holistic view of urban design with the integrative capabilities of new data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target concepts for enhancing neighborhood space quality amidst existing stock updates. 
Subsequently,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multi-source data integration,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a design indicator 
system comprising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factors, and corresponding technological pathways are constructed. Finally, employing 
Xilingjiazhai Road, Wendingfang Commercial Street Neighborhood, and Small Lujiazui Financial and Business District as example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echnological approach in divers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is preliminarily valid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key foundational indicators, problem diagnosis, goal vision, strategy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of design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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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运作方式等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在

高速增量扩张导向的新城建设阶段，城市设计

往往关注城市空间格局、街区尺度划分、公共

空间与生态景观环境、建筑体量形态及风貌管

控等城市体形环境的设计研究与导控工作。进

1  研究背景

城市设计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产

生与发展都与当时独特的城市发展背景密切

相关。基于不同的社会过程与价值取向，城市

设计的目标理念、工作内容、技术方法、成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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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存量更新阶段，以街区与街道为对象的更新

型城市设计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设计将面临

更为错综复杂的社区机能修复与环境品质提

升工作，需要以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通

过自下而上的基层调研来了解社会多方诉求、

识别存量环境问题与潜力空间资源，进而形成

以项目为抓手、针对重要节点的、具有灵活可

操作性的更新行动方案[1]。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与普及，新数据技术在街区型城市设

计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在理论研究层面，主要

针对部分建成环境特征进行精细化刻画、形态

测量与品质评估[2-6]；在设计实践层面，主要关

注新数据技术工具的应用研究，如对于某一个

或某一类工具的特性、应用方法及实践进行总

结[7-10]，或者基于技术与设计的融合目标，以设

计流程为基础总结各类先进的数据技术工具

及相应的技术路线，注重技术方法的适用性与

前后关联性[11-13]。然而，上述研究主要针对街

区的某些环境要素或建设主题进行深入分析，

如建筑布局、路网组织、业态分布、慢行交通与

公共空间质量等，研究维度相对单一，内容不

够全面，很难在整体上客观反映街区空间品质

及环境要素之间的有机关系。由于缺乏多维

度、多要素的空间品质整合研究，所提出的设

计干预或者空间优化方案容易顾此失彼，与面

向复杂综合问题的实施型城市设计工作的结

合有限。特别是对于街区更新工作而言，其面

对的通常是较为碎化和零散的建成环境，如果

缺乏综合性的空间品质研究框架，往往头痛治

头、脚痛医脚，不利于全方位地认知街区环境

使用状况，也就很难精准地识别街区存量提质

中的关键问题，更难以提出切实有效的街区更

新行动方案。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探讨存量更新

下街区空间品质提升的理论内涵、内容构成与

目标理念；其次利用新数据与传统数据相结合

的多源数据集成优势，探索多维度、多要素的

综合品质研究框架、设计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

技术路径；最后通过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获奖

方案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检验该技术方法的可

行性和合理性。

2 设计方法探析

2.1   城市空间品质

针对不同的城市环境，塑造人性场所，提

升城市空间品质，一直是当代城市设计研究的

核心内容[14]，也是对早期过分崇尚视觉审美与

功能理性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想进行不断反思

与批判的结果。自1960年代起，凯文•林奇、简•

雅各布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威廉•怀特、

克莱尔•库伯•马库斯与卡罗琳•弗朗西斯等学

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人们是如何理解、使用和体

验城市环境，为城市设计的研究领域从原先单

一的客观城市环境拓展到人与环境的二维领

域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以后，城市化与机

动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空

气污染和公共健康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关注

点转向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与更可持续的

城市建设。扬•盖尔等[15]发展了专门针对步行、

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及街区空间环境的调研评

估方法PSPL（Public Space, Public Life），研

究不同人群在街区空间中的行为特点，客观评

价公共空间品质。艾伦•雅各布斯[16]与彼得•博

塞尔曼等[17]基于大量的街区空间与公共生活

案例研究，总结了良好城市生活所应拥有的价

值与标准，以及关注适合当地小气候的物理环

境条件的宜居社区设计方法。可以看出，国外

的城市设计研究从最初的建筑和景观美学研

究的基础上发展至今，日益受到社会科学发展

的重要影响，研究对象上从单一的城市物质环

境扩展到人、环境以及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

系[18]，研究内容上越来越关注如何从日常生活

视角出发，探寻街区建成环境品质与人的感知

体验、行为活动及城市运行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于城市空间品质的内涵理解也日益丰富与

深刻。事实上，这种发展趋势与国内城市的建

设历程相吻合，是整体建成环境步入人性化、

精细化发展阶段的客观需求。

国内许多城市在开展基本的基础设施和

住房建设之后，营造人性化场所与提升空间品

质成为修复前期快速粗放发展带来的“城市

病”的重要手段，也是迈入城市“新常态”发

展阶段的关键环节[19]。空间品质是以人为主体

对象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感知、认知与体

验，市民共同参与活动”是人与人、人与城市

空间产生交互体验的主要方式，既是衡量空间

品质的评价标准，也是营造场所精神的重要内

容。因此，空间品质不仅包括了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感受到的外在的建成环境与形态特征，还

包括由人们各类行为活动相互交织的丰富生

活场景。基于对上述国外城市设计文献和近期

国内街区更新实践[20-22]的汇总分析，面向街区

空间品质提升的更新设计内容可以归纳为功

能使用、交通可达、场所环境与人群活动4个

维度。①功能使用指在保持土地使用性质基本

不变的前提下，高效复合利用存量空间，因地

制宜植入活动，保持街区持续的生活吸引力。

例如，上海提出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从居住、就业、出行、服务、休闲等方面发掘社

区生活的短板和需求，寻找闲置空间，确定项

目清单，满足社区服务的差异化、品质化与多

元化需求[23]。②交通可达指梳理与改善街区交

通微循环系统，整治背街小巷，合理分配街道

路权，规范停车管理，鼓励绿色低碳出行。例

如，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昆明和株洲等城市

先后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关注慢行优先与场所

营造导向下的街道空间设计。③场所环境指通

过对街区边角、碎片空间或衰败场地的环境整

治与户外活动空间的改善使用，提升市民身边

的生活环境品质，注重生态修复、文化传承、空

间织补与产权维护，搭建市民共同参与平台，

激发社区互动交流和情感联系。④人群活动指

在有限的街区空间中实现灵活多样又和谐共

享的使用，促成包容的社会活动场景，这是一

种与环境相互调适和联动的过程，体现了空间

场景的可参与性与自适应性。需要指出的是，

并非每个街区都具有以上4个维度的空间品

质问题，可能是这些问题的部分或组合，相互

之间又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

2.2   设计指标体系

研究发现，网络新数据虽然具有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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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数据类型多的优势，但在数据内容与精度

上尚难完全满足街区更新中涉及微观空间形

态和具体人群的分析；传统调研数据大多采用

问卷访谈和实地观察等方式，能够主动获得街

区空间形态特征与人群活动信息，不仅可以亲

身体验与识别街区环境的现状问题，还可以捕

捉受访人观念、态度、行为及个人基本属性等

更为详细的个体信息，有助于后续对数据信息

的科学解读与关键问题的精准把握[24]。因此，

二者相互补充融合，交叉验证，更符合中微观

尺度的街区更新项目的调研需求。

基于功能使用、交通可达、场所环境和人

群活动4个维度，对相关的空间品质指标进行

归纳整理[25-29]，尝试提出面向8项更新提升目

标的24项性能指标与关键评估指数，探讨面

向街区空间品质提升的综合研究框架与设计

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图1与表1所示。

2.2.1    功能使用：生活便利性和经济适配性

评价功能使用的重点在于判断街区能否

为周边居民及步行者提供便利且经济的公共

服务设施。生活便利性是指街区能够提供丰富

的公共服务设施，不仅在白天能够满足活动人

群的多元化需求，在夜晚也能提供一定的功能

设施支持；经济适配性是指街区能够为消费者

和经营者提供满意的消费服务及租赁价格，使

社区能够保持较强的经济运营能力。街区业态

种类越丰富、设施可达性越高、时间持续性越

长、消费满意度越高、经营状况越好，则代表街

区生活便利性与经济适配性越好。

2.2.2    交通可达：出行绿色性和机动平衡性

评价交通可达的重点在于判断街区能否

吸引居民选择绿色低碳出行，并协调好机动交

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关系，促进街道与街区的

融合发展。出行绿色性是指街区能够提供安全

连续的慢行网络，方便到达各个日常出行目的

地与公共交通站点；机动平衡性是指合理分配

步行、骑行、公交车与机动车等不同出行方式

的通行空间，差别化管理停车供给，提高停车

设施运转效率。街区街道网络越便捷、公共交

通站点越易达、道路路权分配越合理、机动交

通越有序、停车供需适配性越好，则代表街区

出行绿色性与机动平衡性越好。

2.2.3    场所环境：环境舒适性和形态和谐性

评价场所环境的重点在于判断街区能否

提供人性化的社交场所与丰富愉悦的视觉体

验。环境舒适性是指街区能够提供开放共享的

活动场所、舒适宜人的微气候环境与健康活力

的街道空间；形态和谐性是指街区能够提供小

图1 面向街区空间品质提升的综合研究框架示意图 
Fig.1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spatial quality of bloc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街区空间品质提升设计指标体系

Tab.1  Design index system for blocks' spatial quality improvement
研究维度 提升目标 性能指标 评估指标（根据街区实际情况可调整） 数据索引

功能使用

生活
便利性

功能业态 POI业态分布
高德地图POI数据

设施可达 POI业态可达性

服务时长 夜间营业店面密度（夜晚7点后） 大众点评营业时间
数据

经济
适配性

价格指数 消费者—人均消费
大众点评评论数据

消费评价 消费者—评分、评论数
经营评价 经营者—楼宇租金、商铺空置率 链家数据

交通可达

出行
绿色性

路网肌理
路网密度及形态特征 OSM矢量路网数据
路网连接度（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 空间句法软件分析

慢行交通 通行净宽、连续度、平整度（步行道/非机动车道） PLPS实测数据

公共交通 轨交/公交站点密度及分布 高德地图公共交通
数据

机动
平衡性

通行流量 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工作日与周末的6个时段）
的路段分布特征 PLPS实测数据

道路荷载 路况压力分布（上下班高峰时段） 高德地图路况数据

停车设施
非机动车/机动车停车数量分布

PLPS实测数据
停车卸货点分布

场所环境

环境
舒适性

开放空间 水绿景观/公共活动场所分布 高德地图底图数据

街道环境
临街商业店面比例

PLPS实测数据
街道设施（行道树、座椅、花坛与夜间灯光等）分布

自然气候 风速、日照环境（夏至日/冬至日） Ecotect软件分析

形态
和谐性

地块尺度 地块划分、权属类型
高德地图底图数据

建筑形态 功能特征、体量高度

场所文脉
建筑建设年代 链家数据 
特色建筑遗存（历史景点、工业建筑等） 高德地图POI数据

人群活动

人群
包容性

人群画像
年龄、职业状况、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收入 百度慧眼人群画像

数据
住宅户型 链家数据

职住人群 常住居民、工作人群数量及比例 百度慧眼人群画像
数据

特殊人群 户外环境使用需求 问卷访谈

活动
多元性

热力分布 工作日与周末的6个时段 LBS定位数据

活动特征

不同时段的驻留活动分布（工作日与周末的6个时段）

PLPS实测数据不同人群的驻留活动分布（老人/小孩/中青年）
不同类型的驻留活动分布（闲坐/驻足/交谈/娱乐/
健身等）

行为轨迹
居住者、到访者工作地分布

手机信令数据
工作者、到访者来源地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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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的开发单元、丰富有序的建筑形态和新旧

融合的场所文化氛围。街区尺度越亲切、公共

空间越开放、水绿环境越可达、微气候条件越

舒适、街道设施越便利、临街店面越丰富有趣、

场所文脉越容易识别，则代表街区环境舒适性

与形态和谐性越好。

2.2.4    人群活动：人群包容性和活动多样性

评价人群活动的重点在于判断街区能否

包容不同社会人群的活动需求，是否满足各类

活动的空间需求。人群包容性是指街区能够考

虑不同社会人群的活动需求，通过综合性设

计，提供不同性别、年龄与能力状况的人共同

使用，体现街区环境的公平与公正；活动多样

性是指街区能够容纳不同人群、不同时段与不

同类型的社会活动，体现街区环境对多样化活

动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程度。街区社会活动人

群越多元、活动时间段越均衡、活动持续时间

越长、活动数量越多且种类越丰富，意味着街

区人群包容性与活动多样性越好。

3 设计方案应用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始于2016年，由

主办方提供基础数据资料与分析工具，以综合

利用网络新数据支撑城市设计为导向，已吸

引了国内外30多个城市的千余个设计团队参

与。以笔者团队参加的黄浦区西凌家宅路街

道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设计（2019年二等奖方

案）、徐汇区文定坊商业街坊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设计（2019年二等奖方案）和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中心区局部区域城市更新设计（2020

年入围奖方案）为例（见图2），简要介绍多源

数据驱动设计应用于街区空间品质提升中的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3个案例均围绕街区空

间品质提升这一共同目标，这也是展开设计应

用试验的基础。同时，3个案例在尺度层级（街

道、单街坊和多街区）、功能组成（生活居住、

商业购物与商务办公）及其环境特征等方面

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互补性，有利于超越各

自的项目背景来分析数据驱动设计的应用效

果，为不同的街区环境探索可行的城市设计方

案。总体技术路径包括“体检诊断”和“治疗

方案”两个阶段（见图3）。其中，体检诊断阶

段重在研判街区建成环境问题，具体流程为从

功能使用、交通可达、场所环境和人群活动等

维度，确定相应的要素性能指标，选取关键基

础数据，通过多维度的空间信息叠合分析与街

区现场环境核验，诊断场地典型症状；治疗方

案阶段重在提出创新性的综合设计方案，具体

流程为基于场地典型症状确立设计目标愿景，

制定可行的问题解决策略框架，提出具有“针

灸”效应的更新方案，并对更新前后的关键指

标进行评估，量化验核街区空间品质提升的设

计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设计研究往往是

在现实问题与目标愿景、综合方案与效应评价

的互动框架下交替往复进行，这里提出的技术

路径主要是展示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分析性、创

造性和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过程。

3.1   社区街道案例

西凌家宅路是黄浦区的社区级商业街

道，总长约320 m，路宽15 m，道路两侧为多个

居住小区，沿街分布有上百家店铺，竞赛主题

是“幸福的社区街道”。

3.1.1    体检诊断

①在功能使用层面，发现该街道的美食

餐饮和零售购物等商业设施丰富，物品价廉物

美受消费者喜欢，但社区服务、休闲健身、影视

娱乐与绿化游憩设施较为匮乏；沿街商店晚间

经营时间短，夜生活萧条冷清。②在交通可达

层面，发现街道外来穿过性车流极少，实测的

步行与非机动车流量远大于机动车流量，但相

应的路权分配比值与此相反。③在场所环境层

面，发现老小区居住人口密度高；街道休闲驻

留设施缺乏。④在人群活动层面，发现小区住

户以1室和2室的小户型单元、中低收入家庭

居多（80%以上），因户内空间局促，日常生活

空间外溢；这里的居民、从业者与外来访客的

日常出行范围小，主要集中在3 km以内，适宜

步行或骑行出行；街道的总步行活动分布不均

匀（见图4）。

3.1.2   治疗方案

基于以上诊断分析，可以发现西凌家宅路

a  社区街道案例                                 b  商业街坊案例                                  c  商务街区案例
图2 3个案例区位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three cases

图3 多源数据驱动街区空间品质提升设计技术路径示意图
Fig.3  Design technical path of multi-source data-driven design of blocks' spatial quality 
improve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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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住区人口密度高、小户型家庭多、户内空

间资源有限，街道在高密度、不富裕的旧小区

中具有重要的生活基础设施价值。因此，加强

街道作为社区公共起居室的职能，提升空间环

境品质，增加社区服务设施与休憩交流场所成

为街道更新设计的重要任务。治疗方案如下：

①利用街道闲置场地与消极绿地，增加公

共活动节点，配置社区活动室、口袋公园与露

天影院及休闲健身设施等。同时，延长商家夜

晚经营时间，开辟街道假日市集，增加餐饮外

摆空间，为附近工薪阶层提供有温度的民生服

务，发挥街道作为高密度住区的生活基础设施

作用。更新后的街道社区活动空间面积由原来

的414 m²增加至 923 m²。②通过车道“瘦身”

将单向的7 m宽双车道改为5 m的机非混行车

道与北侧2 m的多功能设施带（自行车停车、

卸货车停靠、布置休息座椅与绿植设施等），并

通过交通安宁设计营造慢行驻留场所。更新后

的街道步行通行区面积由原来的2 092 m²增

加至2 568 m²。③通过智能化街道设施建设，

增加可移动易组装的户外休息座椅、绿化小品

与商业外摆区。户外桌椅由原来的20个增加至

133个，绿化空间面积由原来的534 m²增加至

1 414 m²。

3.2  商业街坊案例

文定坊是徐汇区中高端家居建材零售业

和家具展示集聚的大型商业街块，占地面积约

11.2 hm²，竞赛主题是“高品质的商业街区”。

3.2.1    体检诊断

①在功能使用层面，发现文定坊主要由

大型家居市场、综合购物商场与商务办公楼构

成，业态相对单一，主导产业链不健全，公共服

务设施缺乏，人均消费偏高。②在交通可达层

面，发现街区空间封闭孤立，与外部的连接性

差，内部环境以机动车为主导，各建设地块的

道路交通与停车管理各自为政，步行空间不连

续，且被大量停车侵占。③在场所环境层面，发

现地块建设模式雷同，底层界面通透性差，而

公共空间则是各建筑排布以后的边角零碎空

间，呈碎片化分布。④在人群活动层面，发现人

群热力主要集中在地铁站与徐家汇中心附近，

而文定坊恰是二者之间的断裂点；周末街区的

总步行活动量较平时工作日少，商业设施与公

共空间缺乏吸引力（见图5）。

3.2.2    治疗方案

基于以上诊断分析，可以发现文定坊商业

街坊环境消极内向，存在地块建设各自为政、

车行交通主导与公共空间碎片化等问题。设计

以疏通街坊脉络、建设活力磁核和提升宜步行

环境为目标，将封闭分散的家居市场转变为开

放共享的时尚创意街坊。治疗方案如下：①在

传统家居市场的基础上，增加室内设计、智能

家居、艺术画廊与设计工坊及时尚餐饮等相关

产业，促进消费业态系列化和多元化，提升购

物场景的体验感。②梳理街坊车行交通微循环

系统，通过尽端路、小穿越或单向车道等方式

减少穿过性车流；将原本割裂的步行路径连通

成网络，并加强与地铁站区的便捷联系；搭建

图4 西凌家宅路空间品质提升设计路径示意
Fig.4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Xilingjiazhai Road space qu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红色字体表示街区体检诊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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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平台并及时发布供需信息，引导机

动车地下停车。更新后的街区地面停车空间由

8 610 m²减少至690 m²，而专属步行区域面积

则由17 700 m²增加至24 900 m²。③消除不同

商业地块之间的隔离围栏或绿化屏障，植入观

演舞台、商品展示和社交场所等活力磁核，促

进社区交流互动；通过十字街步行环境改造，

增强街坊内外的步行连接。最后，运用空间句

法工具对公共步行网络进行更新前后的连接

度校核分析，发现整个街区及其中心区的相关

指标都有较大的提升，验证了方案的合理性。

3.3  商务街区案例

商务街区案例是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中心区（小陆家嘴）内的7个街块，从北侧围

抱整个陆家嘴中心绿地，占地面积约44.9 hm²，

竞赛主题是“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务街区”。

图5 文定坊空间品质提升设计路径示意
Fig.5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Wendingfang commercial neighborhood space qu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1    体检诊断

①在功能使用层面，发现商务街区主要

由金融、航运贸易与信息技术等国际公司或头

部企业组成，白领上班族消费能力强，但缺乏

相适配的商服设施，夜经济活力不强。②在交

通可达层面，发现街区可达指数不高，慢行系

统不连续；上下班交通潮汐现象显著；地下车

库空置率高，地面停车挤占公共空间，干扰步

行通行。③在场所环境层面，发现街区空间尺

度大，但人行道狭窄，界面单调无趣，步行体验

差；绿地消极封闭，缺乏开放共享。④在人群活

动层面，发现该地区主要是高收入的中青年群

体，对休闲健身、娱乐美食的兴趣高；人群热力

集中在陆家嘴地铁站与滨江地区，其中地铁站

的周末访客流量远高于工作日通勤流量，而商

务街区的周末总步行活动量则远低于工作日

（见图6）。

3.3.2    治疗方案

基于以上诊断分析，可以发现小陆家嘴

金融商务街区存在功能业态与活动人群单一、

水绿环境资源孤立、慢行体系欠缺和空间尺度

偏大等问题。设计强调多人群共享和全时段活

力的理念，采用植入活力业态、众享中央绿地、

营造立体慢行街区与建设不夜街市等策略，打

造高品质的国际商务街区。治疗方案如下：

①植入新经济产业与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突出文创和美食两大主题，促进商务区功

能混合开发；发展夜间经济，增加影音娱乐、

美容康体、风味集市、餐厅酒吧与文化观演等

文娱体验项目，营造全时段活力氛围。②连通

街区步行路网，加强活力主街建设，串联各个

街坊与节点广场，并通过林荫道建设，促进陆

家嘴中心绿地资源对街区的辐射和渗透；沿

中心绿地外围打造立体观光健身慢道，将地

铁站与商务办公楼、滨江地区连为一体，鼓励

绿色低碳出行；利用地下停车空间的潜力，共

享停车供需信息，引导机动车地下停车。更新

后的地面停车空间由原来的23 782 m²减少

至3 423 m²，而步行区域面积由62 500 m²增

加至102 000 m²。③在大尺度的街区开放空

间中布设可移动、多功能的临时建筑装置，打

造更加紧凑与人性化的街区空间；同时鼓励驻

地企业将前沿技术与产品用户友好地植入公

共空间，增强夜间照明对公共活动环境的支

持，提升公共空间的互动性、创新性与体验性。

4 结论与讨论

在城镇化阶段转型背景下，城市发展从

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提升城市街区空间品

质正成为新时期城市设计的工作重点。本文立

足于城市设计学科整体观与新数据技术集成

性的有效融合，从功能使用、交通可达、场所环

境与人群活动等方面，利用多源数据的组合优

势，建构多维度、多要素的综合品质研究框架、

设计指标体系与关键测度指数以及相应的设

计技术路径，并通过西凌家宅路、文定坊商业

街坊和小陆家嘴金融商务街区这3个代表不

同尺度层级、功能组成与环境特征的街区更新

注：红色字体表示街区体检诊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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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建设；文定坊作为商业街坊案例，关注的

是通过交通微循环系统的梳理和街坊公共空

间的激活，对孤立发展的商业地块进行空间缝

合与功能焕新；小陆家嘴作为金融商务街区案

例，关注的是整合地区环境资源，增加商务街

区功能复合性，激发区域全时段活力。

随着新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多源

数据驱动街区品质提升的设计方法与理论体

系还有待完善、充实和进一步的探索。这需要

从街区更新的实践需求与城市设计的专业内

核出发，强调街区建成环境与社会生活研究相

结合、现实问题需求与目标价值理念相结合、

数据信息技术与品质提升设计相结合，探寻人

本理念下的数据驱动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同

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街区的更新内容与社会

过程错综复杂，需要在“社会—空间”维度的

基础上增强对“技术—社会”维度的思考[30]。

通过多源数据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共享，可以将

街区更新问题的复杂性与难点更充分地展现

图6 小陆家嘴地区空间品质提升设计路径示意
Fig.6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Small Lujiazui space qu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红色字体表示街区体检诊断发现的问题。

在公众面前，使他们更加容易理解与认知，从

而为多主体共同决策和协同营造提供理性互

动的平台，共同探索以决策共谋、环境共建、建

设共管、效果共评与成果共享为特点的社区治

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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