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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星微更新到街区一体化更新的上海实践探索

王明颖    WANG Mingying

在资源紧约束背景下，上海城市更新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多年来，规划管理和实施部门不断探索城市更新的制度、

模式和方法，街镇居委也将更新与治理相结合，提高居民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和感受度。通过梳理城市更新从零星微

更新逐步走向街区一体化更新的动因和背景，结合上海实践案例分析，总结街区一体化更新的若干模式和方法。这些

案例成果体现了工作融合、项目整合、资源叠合的综合效应，是上海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视角下的探索和努力，以期为更

多的城市更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Shanghai proposed to enter a stage of urban regeneration with tight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department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systems, models, and methods 
of urban regeneration. Sub-district and town departments have also actively combined renewal with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and diverse subject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motivation and background of urban 
regeneration from sporadic micro renewal to block-integrated style. It analyses the integrated and diversified models by case 
study, and summarize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work combination, project integration, and resource overlap, reflecting the 
delicacy urban management of Shanghai. It may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regenera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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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现为上海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自2015年起陆续推出《上

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 《上海市15分钟社区

生活圈规划导则》等技术文件和“城市更新

四大行动计划”专项工作，旨在通过理念引领

和实践行动，激发社会对于城市更新的认识和

理解。

政府层面对于社区改善宜居环境、提升

配套服务水平、打造高品质生活给予高度重

视。部分区基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纷纷起步探

路，如在2015年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中，长宁愚园路展区中的愚园路沿线空间微更

2014年5月6日，上海市第六次规划土地

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在城市发展模式上，

确立了“底线思维”“内涵发展”和“弹性适

应”的发展路径，并提出城市更新将伴随城市

建设发展的全过程，上海市将从规划、政策、管

理和行动模式等方面开展深入探索，走出一条

具有上海特色的“城市有机更新”之路[1-2]。

1 上海城市零星微更新的发展概况

1.1   理念引导和行动萌芽

围绕城市内涵增长、创新发展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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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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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虹口音乐谷展区中的“微空间复兴计划”

的成果展示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部分街道如

杨浦四平街道、普陀石泉街道等与高校和相关

设计单位合作推进一系列具有创新实践意义

的微更新工作，如“四平创生计划”、水泵房改

造等[3]。这些微更新项目直面居民急难愁盼的

民生需求，充分发挥了街镇主体的积极性和能

动性，亦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做法。

1.2   市、区两级政府推动下的微更新实践

1.2.1   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

“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

是上海首次在市级层面推进的微更新工作。

2016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在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指导下，经实地调

研和整体策划，以“行走上海”品牌发起微更

新计划。该计划以“设计手法微、更新改造微、

经济投入微”3个“微”为出发点，便于自下

而上发起，并可简易快速地实施操作[4-5]。

近年来，微更新计划聚焦社区空间、桥下

空间（见图1），并探索驿站、社区体育中心等

小微设施更新①。笔者团队以空间问题和需求

为导向，与专业设计师携手走进社区，开展居

民需求调研，并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与居委和

居民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1.2.2    徐汇区衡复风貌区保护更新和社区规

划师制度

徐汇区多年来持续在衡复风貌区开展保

护和更新工作。在整体风貌研究框架下，由面

到线及点，针对拆违整治、景观道路整治、绿化

提升、小区综合整治和公共空间微更新等不同

内容、不同阶段的项目，有序开展城市设计，强

化“微设计”“微更新”“微治理”的“三微”

理念②。区政府为风貌区中的天平街道和湖南

街道设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配合区政府和

街镇梳理保护和更新项目，协调和平衡各方诉

求，并进行设计和建设全过程指导。武康路、安

福路、高安路等道路及街区通过不断累积的零

星微更新项目，成为上海“街区可漫步、建筑

可阅读”的典范。

1.2.3   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

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作为区委区

政府年度重点实事工程和民心工程，由区规划

资源局牵头，全区36个街镇作为责任主体，以

城市微更新推动微空间建设。2018年起启动

3年行动计划，至2020年已完成300多个点位，

“十四五”期间计划将完成300个点位。“缤纷

社区建设”初期编制完成《关于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缤纷社区建设指导意见》 《缤纷社区

九项行动项目选址和设计指南》等配套文件，

并为每个街镇配备1名导师和2名社区规划师

开展专业指导和更新实践，并逐渐走向制度化

和常态化管理③。

1.3   成效小结

随着各类微更新项目的陆续实施建成，

2021年，笔者参与策划的《社区微更新的上海

实践》一书出版，对上海多年来的社区微更新

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并从空间使用、交通组织、

设施配套、景观设计、艺术营造5个方面选取了

40余个优秀实践案例进行介绍分析。同时，越

来越多的基层管理组织意识到微更新是社区

治理的好抓手，是街镇打造共商共议、共建共

享的治理格局的有效载体。正如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童明在书中所言，“城市微更新就是

有机城市思想的重要实践环节。随着社会生活

的不断发展，微观层面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城市环境将会越来越重要”“城市微更新不止

于建筑层面，它是一个多元参与、持续渐进的

发展过程。由于每一次的操作规模并不太大，

微更新项目更适合社会多方面的共享共治”[6]。

2 零星微更新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瓶颈

随着零星微更新工作的不断推广，成果

质量开始分化，个别微更新项目在发起时缺乏

对街区长远发展的了解、长效维护机制及整体

解决问题的思路等。

例如，位于徐汇区东湖路的“衡复微空

间”，是一处面积仅为20 m²的街角建筑空间。

2017年湖南街道推动微更新，将原来的轮胎

店改造为文化展示空间。其后两年，文化空间

由该项目设计团队承担运营，定期举办展览和

活动，丰富了街区的公共文化生活。2019年

起，因缺少可持续的空间运营机制，“衡复微空

间”转交给区绿容部门，用作环卫部门的两网

融合回收点（见图2）。

又如，位于长宁区牛桥浜路（又称番禺路

222弄）的“小粉巷”，是一条有规划红线控

制但尚未实施的公共通道。改造前，这条通道

存在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公共空间堆放杂物、

步行不安全等问题。2018年，由AssBook设

计食堂等社会机构联合发起的“城事设计节”

在街道的支持下启动了“步行实验室”改造

计划。改造中，取消了路缘石高差，为行人、非

机动车和低速机动车提供了一个完整共享界

面，增加儿童安全游艺设施，增设休闲座椅，为

人们提供了日常交往的驻足停留空间（见图

3）。随着“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加速推进，

牛桥浜路市政道路提早进入实施排期，“小粉

巷”仅存活4年。

再如，浦东新区向东新村的“暖亭”，于

图1 行走上海——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桥下空间微更新计划的活动海报
Fig.1  Activity posters of Walking in Shanghai - community space micro-renewal plan and bridge space micro-
renewal plan

资料来源：“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微信公众号。

① 详见https://www.supdri.com/wgx/。
② 详见出版物《社区微更新的上海实践》中《徐汇区社区规划师工作机制和实践》一文。

③ 详见出版物《社区微更新的上海实践》中《浦东“缤纷社区建设”的探索和思考》一文。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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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历经多方努力由原公共厕所改建而

成，为这个居住条件较差、公共空间逼仄的小

区带来一抹暖色（见图4）。设计中引入共享概

念，一楼是共享客厅和洗衣房，居民可以在这

里看书、聊天，二楼则是共享厨房，居民有需要

可以来这里做饭。然而，2023年，向东新村因

小区过于老旧且不成套，被列入旧改项目，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完成居民动迁。对于一个

新建建筑而言，其使用寿命过短。

零星微更新投入成本不高、易操作、见效

快，比较适合街镇自主推进。但在街镇居委层

面，往往缺乏对地区发展动向和条线部门工作

的了解，微更新项目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同时，

零星微更新体量较小、分布较散，也使得微更

新无法根本性地解决资源配置和长效发展等

问题。

3 街区一体化更新的做法及相关案例

街区（亦称片区）通常由若干个基本面

接近、生活生产联系紧密的街坊组成，街区范

围可由地方管理部门按各自功能、用地和路网

结构等特点划定。开展街区一体化更新有利于

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加强全面且系统的统筹，

有助于用好更新政策，借力核心项目，联动在

地资源，取得更快且更有显示度的综合成效。

上海的街区一体化更新主要围绕建成年

代较长的成片老旧住区、园区和住区混合街

区、历史风貌片区等。这些一体化更新因地制

宜地探索了规划实施模式和路径，涌现了一批

可推广、可借鉴的优秀案例。

3.1   成片住区一体化更新

成片住区一体化更新以徐汇、黄浦两个区

级行动最为典型。2021年，徐汇区每个街镇

启动1个重点片区打造，“十四五”期间，各街

镇将按照规划1个、储备2个的节奏滚动实施，

并同步深化片区一体化治理模式。凌云街道的

417街坊、漕河泾街道的漕溪片区、徐家汇街道

的乐山片区等都在重点片区整体更新中取得

了示范性成果。

黄浦区于2022年启动的“一街一路”示

范区域建设（即“一个街道打造一个街区和

一条示范道路”），2023年底已在瑞金二路街

道的南昌路街区、外滩街道的山北街区和淮海

中路街道的淡水路街区等交出第一阶段的示

范成绩单。

3.1.1    超大居住街坊整体规划和实施

徐汇区凌云417街坊位于凌云街道西

北处，总面积约23.71 hm²。街坊建于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内含7个住宅小区、3个居委会、

4个物业公司，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集聚的大型

居住街坊。受周边高架路和铁路的影响，街坊

对外交通联系困难，街坊内承担交通重任的公

共通道上因为小区出入口较多和沿路停车问

题，通行状况也不理想；同时，各小区建设密度

较高，服务设施分散，可挖掘的潜力空间有限。

此外，街坊南部河道梅陇港沿线绿化封闭，滨

图2 徐汇区“衡复微空间”从文化展示空间变为两网融合回收点
Fig.2  Hengfu micro space in Xuhui District changed from a cultural exhibition space to a two-network-
integrated recycling space

资料来源：上海梓耘斋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图3 长宁区牛桥浜路“小粉巷”已被拆除进行市政道路改造
Fig.3  "Xiaofen Lane" of Niuqiaobang Road is now in the construction to be a municipal road

资料来源：“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微信公众号。

图4 “暖亭”所在的浦东新区向东新村即将动迁
Fig.4  "Warm pavilion" in Xiangdong New Village of Pudong New District is about to relocated

资料来源：VIA 维亚景观。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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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空间并未发挥其景观性和公共性作用。

2019年，417街坊开展了更新改造规划编

制，提出“共享、绿色、智慧、书香”规划策略，

梳理了一批更新改造项目，并陆续完成街坊内

的126弄和梅陇路通道拆违与整治、梅陇港沿

线步道贯通、梅陇港桥加宽增设人行道、水岸

邻里汇建设等难点项目（见图5）。2022年，在

第一阶段更新初见成效的基础上，社区更新向

外部空间延伸拓展，进一步提升整体环境，补

充“5分钟邻里盒子”，打造“小区、街区、社区”

片区一体化示范区。

3.1.2    小区墙内问题从墙外根结入手

在对徐汇区漕河泾街道漕溪片区的调研

中发现，一方面，片区中的居住小区由于极高

的建设密度，内部几乎没有绿地广场等公共活

动空间；另一方面，因中山路、凯旋路等交通设

施的割裂作用，小区与周边区域缺乏便捷的联

系，更凸显了其内部公共空间匮乏和配套设施

不足的问题。

与旧住房修缮相比，更为迫切的是针对

当前空间结构的掣肘，对凯旋南路区域进行整

合激活，将其从一条地理空间的“分界线”，转

变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中轴线”，通过墙内问

题由墙外入手解决，最大化地激活存量空间。

在区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和共同努力下，华富

小区结合凯旋南路桥下空间整治重塑了小区

入口，租用了入口边其他街道产权的仓库，将

其改造为华富邻里汇，与入口小广场共同营造

亲切友好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梳理小区内部公

共通道，拆除部分围墙，将原本破碎的空间进

行缝合（见图6）[7-8]。

3.1.3    部门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叠合

外滩街道贯彻落实黄浦区政府“一街一

路”工作要求，将“一街一路”选址于山北

街区和山东北路，开展“2022行走上海——

山北街区微更新计划”。通过调研将山北街区

微更新的工作任务分为2个层次：由8个街坊

组成的街区更新规划，以及对山东北路、山北

小区等9个重要节点的深化设计。同时，发布

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经专家评审选出一系列优

秀方案和设计团队，与街道结对，进一步推进

方案的深化和实施。在建设中，外滩街道整合

了“美丽家园”“美丽街区”以及其他部门的

更新计划和项目经费，并加强与在地企业的共

建和联建，比如请企业认领绿化改造和座椅配

置任务，与商务楼宇协商解决社会停车等，叠

合更多资源助力社区更新。目前，山东北路一

期（北京东路至宁波路段）工程、山北小区美

丽家园、河南路桥下空间、山东北路宁波路垃

圾厢房、北京东路河南中路口袋花园等项目均

已改造完成（见图7）。

老旧住区将多个小区“打包”成“片区”，

按照围墙内外一体化、建设管理一体化、自治

共治一体化的模式，统筹条线部门，加强条块

结合，将老旧小区一片一片缝合连接，使更新

改造项目成为社区网格中的节点，相互连接和

锚固，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

3.2   住区借力园区，在共赢中更新

上海不少居住片区中夹杂着工业、仓储、

教育和研发等产业用地。在当下城市更新理念

和政策的引领下，园区和住区“双向奔赴”，共

享共建共治，努力实现多方共赢。

3.2.1    成为街镇的共建方

力波园区位于闵行区梅陇社区的北部，

原为上海力波啤酒厂厂区，2014年由深城投

全资收购，2016年宣布停业并启动城市更新。

园区作为在社区包裹下仅存的可存量盘活的

土地空间，为了推动梅陇地区创造高品质生

活，探索产城融合并满足多方需求的更新路

径。考虑到周边居民生活便利性不足，园区打

图5 徐汇区凌云街道417街坊一体化更新总体规划和主要项目实施效果
Fig.5  Overall integrated regeneration plan and key projects of Block 417 in Lingyun Subdistrict, Xuhui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冶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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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原厂区大门，在梅陇港以西地块保留并

修缮了原力波啤酒厂标志性的烟囱、麦芽仓和

老厂房，打造“烟囱广场”。同时，园区在东西

主通道上为社区设置了800 m²的公共服务设

施，在虹梅路一侧为政府代建了3 hm²的“力

波公园”，与周边的嘉川小游园、梅陇公园形成

“绿色珠串”（见图8）。

3.2.2    深度参与地方建设和治理

上生新所位于长宁区新华路街道中部

核心区域，原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用地，

2014年研究所搬出，万科集团介入，与研究

所合作开展城市更新，将原本“生产型功能”

转变为“商业办公及社区服务功能”。在城市

更新政策的引导下，园区通过贡献公共要素，

获得建筑面积增量奖励。要素贡献包括：提供

24 h公共开放空间，形成若干公共通道，促进

地区交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新增7 000 m²

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不少于100个社会

公共停车位，为老旧社区长期短缺的服务设

施拓展了空间；园区与周边公租房和商办地

块之间不设围墙，对公共空间进行整体设计

等（见图9）。同时，园区联动东侧邬达克故居

地块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周边道路辟通、架空

线入地、综合环境整治与景观提升等一系列

工程同时推进，共同打造番禺路美丽街区。

住区更新应充分借力街区中产业园区更

新，以实现多元共治为目标，积极主动牵手，加

强互惠互利，进行联结联建，促进共生共融，使

园区成为该地区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之地，

让在地居民和从业人员成为园区持久、健康发

展的有力支撑。

3.3   风貌加持住区，保护式更新

上海中心城内共有12片历史文化风貌

区、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使部分

居住片区拥有了“历史风貌”的金色名片。然

而，风貌保护的严格要求及民生改善的迫切需

求，使得风貌住区的更新之路更复杂和艰难。

衡复历史风貌区和愚园路历史风貌区都是以

居住功能为主的风貌区，除了持续在面上开展

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外，还在努力综合施策，

其中精心做好风貌保护道路的经验值得借鉴，

以道路为激发轴，逐步向街区腹地渗透，实现

一体化更新。

3.3.1    街区针灸式微更新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武康路于2007

年即完成保护规划，包括城市设计和风貌控制

导则及8类整治项目清单，是最早开展风貌道

路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道路。以“不能大动

干戈，又要显著改善”为策略，武康路开展沿

线整治修缮，通过沿路建筑的整体保护修缮，

提升风貌形象；开放巴金、柯灵、张乐平等名人

故居，加强街区可读性；引入优质业态、开发特

图6 徐汇区漕河泾街道漕溪片区一体化更新方案和主要项目实施效果
Fig.6  Overall integrated regeneration plan and key projects of Caoxi Area in Caohejing Subdistrict, Xuhui 
District

资料来源：上海梓耘斋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图7 黄浦区外滩街道山北街区更新总体任务和项目实施效果
Fig.7  Overall regeneration task and key projects of Shanbei Area in the Bund Subdistrict, Hua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水石设计、黄浦区外滩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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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创产品，促进文旅消费；开展社区服务设

施、小区入口、围墙、公共通道等系统性的微更

新，提升街区品质[9]。2019年，武康路成为上

海中心城区第一条开工的架空线整治道路，架

空线入地后，武康路愈见舒朗，武康大楼成为

“打卡”爱好者的必经之地。

从武康路进一步延展的风貌道路安福

路、乌鲁木齐中路采用了这种以路为主干不断

以树枝状渗透的更新方式，菜场、公厕等服务

设施改造一新，兼顾风貌特色和城市烟火气，

街区的毛细血管逐步疏通，公共生活被不断激

发，武康路—安福路街区已成为上海当下最火

的CityWalk街区。

3.3.2   区域保护更新

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武夷路，名

气虽不及愚园路响亮，但也是重要的风貌保护

道路。2017年，长宁区以“静雅武夷”为定位，

结合武夷路风貌保护和提升，启动武夷路城市

更新。规划团队对以武夷路为核心的47 hm²

用地范围进行城市更新整体研究，梳理出飞乐

厂地块、美加乐菜场地块（即现武夷MIX320

项目）、武夷路333号地块、仪电地块等有潜力

的更新项目，并提出加强武夷路两侧建筑界

面、慢行空间和绿化景观的协调统一，打造精

品、精细的风貌特色要求。

长宁区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

规划师和设计团队，市属、区属国企，港资企

业和民营企业等，共同开展各类城市更新工

作。目前，武夷路城市更新中的民生项目，如武

夷菜场、武夷路文化会客厅、口袋广场、武夷路

两侧公共通道被梳理打通，沿线精品小区工

程及综合性商办更新项目MIX320、WYSH

翡悦里等陆续完成，武夷路街区已成为兼

具潮流和烟火，融合工作和生活的活力街区

（见图10）。

无论是小规模、针灸式的微更新还是区

域保护更新，街区式更新能为风貌区内的住

区更新提供更大的统筹空间和腾挪空间，有

利于平衡及协调商业和居住、企业和个人、游

客和居民、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等方面的矛

盾和冲突，在积极保护中实现有机更新。

4  城市精细化管理视角的街区一体化更

新经验总结

有序、有机的街区一体化更新包含墙内

和墙外一体化、设计和实施一体化、管理和服

务一体化等丰富的内容。一方面，一体化更新

是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涵和工作抓

手；另一方面，复杂、多元的一体化更新也促进

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上海街

区一体化更新的实践经验总结为以下4方面。

4.1   精准锚定工作对象

精细化管理是在更小范围内进行针对性

施策。目前，上海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

划及部分区域层面的更新研究，都是在较大

空间范围内对更新地块的功能、容量、配套等

方面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这些中观层面

的更新规划传导到具体的更新项目和实施建

设层面，还要做大量深化细化设计及协调管

理工作。因此，将存在较大更新项目或者微

图8 力波园区为街区提供公共空间，与社区共建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
Fig.8  Libo Park provides public space and co-constructed the service facilities and green space with the community

资料来源：网络、深城投华东区域公司、力波酿酒（上海）有限公司。

图10 武夷路片区城市更新中的MIX320项目效果
Fig.10  MIX320 key project in the regeneration of Wuyi Road Area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

图9 上生•新所为街区提供公共空间，与社区共建服务设施
Fig.9  Columbia Circle provides public space and co-constructed the service facilities and green space with the 
community

资料来源：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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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项目较集中的街区划定为一体化更新街

区，有助于精准聚焦街区中的空间、要素和人

群，制定更适合街区特色、有利于街区发展的

更新方案。

4.2   综合平衡“百家”需求

精细化管理需要更全面的需求调研。俗

话说“百人百心”，每个居民、每个街区主体都

有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街区中常见的争论是公

有和私有、个人和群体的问题，比如需要开放

些还是封闭些，是多点绿化还是多点停车位，

想要增加商业配套和活动空间但又不想有太

多噪声。街区一体化更新中需要像凌云417街

坊和漕溪片区一样，研究城市错综复杂的空间

演变和现状问题，通过对“百家”需求的平衡

和协调，以公共利益为优先，密密织补缝合碎

片空间。

4.3   统筹组织更新力量

精细化管理需要智慧地整合资源、用好

政策。政府各职能部门承担了街区更新中大量

的公共性项目，比如电梯加装、小区大修、架空

线入地、绿地建设和养护、店招店牌美化及各

类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同时，更多的社会

资源需要被挖掘，无论是像力波园区和上生新

所项目在更新中为街区代建公共空间和公共

设施，还是山北小区更新中借力各类社会单位

为街道居委提供人、财、物的协助，都让精细化

管理走向一条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共治共享

的道路。

4.4   构建协同更新机制

精细化管理需要建立能够激发动能的更

新机制。武夷路片区的城市更新由长宁区虹

桥、中山公园地区功能拓展办公室总牵头并搭

建了与相关委办局、街道、沿线企业、设计团队

的协同协商平台，在政策、设计、审批、施工等

环节开展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同时，区政府还

设立了城市更新专项资金及管理办法，对社会

资金投入的长宁区城市更新项目予以补贴支

持，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这些好的机

制设计保障了武夷路片区诸多更新项目的并

行推进。

然而，更新不是戛然而止的。伍江[10]在《城

市有机更新简论》中谈到，“传统城市更新一旦

规划实施，建设完成，其职责也就告一段落。然

而，对于城市有机更新，高超的规划建设水平

绝非构建一座伟大城市的唯一条件，建设完成

后的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能力的高低才是检

验一座城市是否真正伟大，以及能否将这种伟

大延续下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主要更新

项目完成后，还需要构建可持续的运营机制，

不断动态适应新需求。在这方面，欧美城市的

BID模式，即采用政府和社会合作方式来进行

街区运营和管理，或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借鉴④。

5 结语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中写道，“传统的有机元素，如城市街区、新旧

建筑的共存、小尺度的地块划分、功能区的混

合、必要的拥挤以及慢节奏的效率带来高品质

的城市生活”。城市微更新无疑是一种接地气

的、有机的更新方式，它能使城市更新更加关

注日常、更加注重细节、更加富有关怀。但随着

上海中心城区老旧程度日益加剧，存在问题越

来越多，改善需求越来越急迫，零星微更新需

要网络化、系统化和机制优化。街区一体化更

新能充分体现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更为

细致地研究街区的特点和特征，有助于充分发

挥“街区共同体”作用，以统筹性、精准性和

网络化的设计和管理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赋能。

庄少勤.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的创新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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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 Shaoqin. Striving for the excellent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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