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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Actio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wid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echuan Caohuajie Community

黄  瓴   陈颖果   HUANG Ling, CHEN  Yingguo               

近年来，全域旅游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铺开。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载体，城市社区蕴藏着丰富多样的城

市文化基因和生活形态，必将成为全域旅游新的目的地。如何识别、保护和利用这些具有原真性的社区价值，提升社区生

活品质，进而提供有特色的城市旅游服务，应纳入城市社区发展更新的目标和行动。针对这一命题，以重庆合川草花街社

区为例，通过梳理社区现状资产特征、社区更新目标，与城市全域旅游的关联和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而提出相适应的更

新规划策略，探讨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方法。

In recent years, citywide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be spread out comprehensively. As the 

basic carrier of residents’ daily life, urban communities are rich in diverse urban cultural genes and life forms, and they are bound to 

become the new destination for the whole region. How to identify, protect and utilize these authentic community valu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even to provide distinctive urban tourism services should be included as the objectives and actions of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For this proposition, this paper takes Chongqing Hechuan Caohuajie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comb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mmunity and updating the target of the community, the relevance and key problems 

of citywide tourism, then proposes the adaptive updating planning strategy, and discusses the urba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action 

planning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wide tourism.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更新行动规划研究* 

——以合川草花街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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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旅

游业蓬勃发展，旅游消费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据国家旅游局数

据显示，2017年全国旅游总收入5.40万亿元，

同比增长15.1%，国内旅游人数达50.01亿人次。

初步测算，2017全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

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

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 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

人口的10.28%。旅游业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和城

市发展的重要力量[1]。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

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全域旅游从此

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2]。

相较于传统的景区旅游而言，全域旅游更

注重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深度体验他们

是如何借助自然与人文禀赋来生活的。作为居

民日常生活的基本载体，城市社区蕴藏着丰富

多样的城市文化基因和生活形态，必将成为全

域旅游新的目的地。同时，全域旅游也为我国新

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的城市转型发展、内涵式

更新带来契机，为城市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

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然而，在过去的研究

中，社区与城市旅游的相互影响并未获得相应

的积极关注。如何识别、保护和利用这些具有原

真性的社区价值，提升社区生活品质，进而提供

有特色的城市旅游服务，应纳入城市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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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动力机制研究及其在重庆城市社区规划中的应用”（编号cstc2015jcyjA0005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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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目标和行动。针对这一命题，本文以重庆

合川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为

例，通过梳理社区现状资产特征、社区发展目

标，与城市全域旅游的关联和所面临的关键问

题，进而提出相适应的更新规划策略，探讨全域

旅游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更新行动规划策略。

1　全域旅游与城市社区更新的关联

1.1　全域旅游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针对全域旅游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定

义。随着近几年全域旅游的兴起，众多学者和

行业专家都尝试给出了基本定义，并赋予了“空

间”“产业”“要素”“时间”“管理”“服务”等诸多

内涵。李金早提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

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

会资源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

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3]。厉新建、张凌云等人从行业、部门、居民共同参

与到区域内旅游要素的利用，以此从满足游客的

体验需求的角度揭示全域旅游的概念[4]。张辉、岳

燕祥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和旅游发展

的现实问题，指出全域旅游的核心是经济产业

和空间的转型，并认为全域旅游不仅是我国旅

游化进程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前我国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发展方式[5]。郭毓洁、陈怡

宁则从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提出基于空间经

济视角的全域旅游发展策略。通过梳理目的地

的要素，在城市空间尺度打造出点、线、面相结

合的全域旅游目的地，并以此为基础优化旅游

产业结构[2]。杨振之结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

争战略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全域旅游

需要在空间和产业层面合理高效优化配置生产

要素发展旅游产业，以此统筹引领区域经济发

展，持续增强区域竞争能力[6]。厉新建、马蕾等人

从市场逻辑的视角提出发展全域旅游需要优化

目的地的资源、服务和管理水平[7]。

上述可以看出，全域旅游是在目前经济社

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背景下，以旅游产业带动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全域旅游需要用新观

念对全域范围的资源要素重新整合，并将这些

资源要素整合到不同尺度的城市旅游空间网

络，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突破旅游

发展的景区和城市局限，实现景区和城区的充

分融合，以适应现代旅游发展和游客多样化的

需求。此外，城市全域旅游还需要提升城市面

貌、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和管

理水平，最终通过全域旅游实现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

1.2　全域旅游与城市社区更新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社区更新，首先需要关

注社区发展自身面临的问题，同时还需要从城

市角度，将社区更新纳入全域旅游发展框架，谋

求城市与社区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总之，要处理

好社区发展与城市全域旅游之间的物质、社会

和经济联系。

（1）物质层面。社区发展需要营造一个良

好的物质环境，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而

城市全域旅游需要良好的城市空间品质，提升

游客体验；城市全域旅游需要从旅游景点为构

架的“点、线”空间形态转向多层级的旅游空

间网络形态，另外通过整合散布在城市中的旅

游资源，将其纳入城市全域旅游的空间结构中，

通过城市全域旅游的发展带动社区和城市的更

新。此外，还需要规划好社区旅游线路，处理好

社区与区域内外的衔接，将社区纳入城市全域

旅游的空间网络。

（2）社会层面。社区发展需要多方参与，

在目前社会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特别需要社区

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中，而全域

旅游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提供了机遇。全域旅

游的发展不仅要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税收的

增加和旅游产业的赢利，还要给社区居民带来

多方面的利益。参与分享利益各方形成伙伴关

系，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健

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旅游发展的红利将促进

居民参与社区的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

政府、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

社区居民是创造社区生活环境的主体，而全域

旅游的资源观体现出对于游客的吸引物不仅

有自然和人文资源，还有社会的旅游吸引物，

还需要将吸引物自身与吸引物所处环境结合

在一起。因此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由社区居民创

造的生活环境也是旅游吸引要素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3）经济层面。社区发展与城市全域旅游

的发展都需要产业支撑，通过充分挖掘资源，将

社区资产全面利用，创造符合社区与全域旅游

发展的产业类型。而旅游发展需要的产业更多

是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社区根据自身优势资源发展，一方面，创造满足

全域旅游的相关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通过生活

性服务业的发展，在满足旅游业需求的同时解

决社区自身公共服务需求。

2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城市社区价值：社

      区的原真性

旅游是一种空间消费，是一种通过空间变

换而形成的经济，旅游经济问题既是一个产业

问题，也是一个空间问题。旅游活动是一种以人

的空间移动为特征的消费活动[2]。随着大量的资

本和技术进入，旅游市场变大，旅游产品变多，

旅游形态和旅游业态更为丰富，标志着我国旅

游从“小旅游”进入“大旅游”阶段[2]。从过

去观光旅游时代到当下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的

兴起，旅游景区这种空间形态已难以满足旅游

者需求。全域旅游首先是要打破旧的旅游空间

格局，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格局，推动旅游空间域

从景区为重心向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的转型[5]。

社区，恰好是城市全域旅游拓展的重要空间域，

而社区的原真性价值即是城市旅游向社区延伸

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城市生活保留老旧街道、建

筑，以及貌似陈旧的街区，具有社会用途和文化

意涵，能够将公众组织起来、支撑脆弱的社会结

构，城市的未来依赖于这样的原真性。这是因为

原真性不仅涉及一个地方的面貌与给人的感

受，还涉及地方所唤起的社会连通性[8]。城市社

区的原真性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空间整体的原真性。大多数城市社区

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其空间生长的过程和结

果皆为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客观反映。从

存留下来的社区空间整体来看，它本身就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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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全域旅游重要的资源之一。由于不同地域、

气候及人文的影响，不同的城市社区空间整体

呈现不同的空间肌理特征和魅力，别具旅游吸

引力。

（2）生活形态的原真性。不同地域的城市

社区承载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呈现不同生活

形态和社交文化。这种社区日常生活形态的原

真性价值，已经成为全世界旅游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日常生活体验纳入城市全域旅游内

容，将大大提升旅游目的地的资源价值和功能，

创新旅游模式。

（3）历史遗存的原真性。随着时代变迁，城

市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和历史建筑等遗存皆

散布在城市社区的大街小巷，其原真性随着历

史而变迁，逐渐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社区历

史遗存的原真性也是城市全域旅游的重要资源

之一。

（4）社会结构的原真性。社区即人。社区中

生活的人群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是开展城市全域旅游的最宝贵的资源价值。因

此，识别、尊重和保护社区人的生活状态，是充

分把握城市原真性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也是开

展城市全域旅游的重要基础。

综上而言，社区的原真性价值是城市价值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当下

地方生活体验、社会与经济价值，更具有教化功

能。充分识别社区的原真性将是认知城市文化

和城市灵魂新的切入点，也是拓展城市全域旅

游的价值基础和重要依据。

3　全域旅游视角下城市社区更新的关

     键问题

人们对城市日常生活这种原真性的渴

望，为全域旅游视角下的社区更新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同时也提出系列关键问题。

3.1　社区资产价值识别

基于社区原真性价值认知，运用“资产

为本的社区发展”（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理念[9]，从社区物质资产、社会资

产和人力资产3个方面系统梳理和建构社区资

产价值体系，绘制社区资产地图，评估社区资产

状态，厘清社区发展的资产潜力。进一步结合社

区需求和城市全域旅游发展目标，做出社区发

展目标和定位。全域旅游的资源要素不仅要包

括吸引物、吸引物所在的环境，还需要包括吸引

物所处环境中的居民。目的地的文化不仅体现

在建筑、文物上，同时也体现在当地居民的交流

语言、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文化取向上[4]。这是

一种全新的资源观。因此，识别社区资产价值是

将城市全域旅游拓展至社区的首要一步。

3.2　公共空间网络开放体系构建

基于城市全域旅游视角，构建社区公共

空间开放体系非常重要。这里所指的“开放”

并非完全彻底的开放，而是指社区内部的公

共空间网络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效链接，从

而使城市旅游方便地延伸至社区。随着社区

和城市公共空间开放体系的良性生长，进而

实现城市经济、文化和服务向社区渗透和生

根发芽，以致带动城市全域旅游与社区持续

发展。社区公共空间开放网络体系是开展社

区旅游生活的载体和目的地，更是实现城市

社区旅游价值的集中地。构建有效开放、安全

可达、慢行畅通的公共空间网络体系，是将城

市全域旅游拓展至社区的关键一步。

3.3　旅游活动与社区生活的矛盾与协同

将城市全域旅游引入社区，最大的难点是

城市旅游活动与社区日常生活的相互干扰。社

区生活既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资源，需要充分

地开放和共享，但居民日常生活也需要一定程

度上的安宁与平静。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旅游

活动与社区生活二者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和干

扰。因此，如何规划社区旅游线路和社区生活线

路至关重要，使其既相互裨益又不被过度影响，

最终达成原生态的社区生活与城市社区旅游的

协同状态。处理好旅游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实

现城市全域旅游进社区的持续性要求。

3.4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和旅游开发

“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

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与社区存

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从社区的角度来进

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和社区的

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途径。”[10]社区的人口结构是影响公共参与

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运

作、结构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多障碍，如集权式

公共管理、协作和法律体系缺乏、社区意识不足

以及社区在资金、人力和参与成本上的多方限

制，不利于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的旅游发

展进程中[11]。从城市全域旅游视角，居民参与城

市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为提升社区生活品质、

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

供一种新的可能。

4　全域旅游视角下社区实践：合川草花

      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

4.1　项目概况

合川区位于重庆西北部，三江交汇，是重

庆6大卫星城市之一。草花街社区位于合川老城

中心区域，面积3.3 hm2，常住人口约1 000人，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层住宅为主。社区紧邻城

市商业中心、滨江公园、瑞映巷历史街区。社区

内现存有明代天顺年间修建的合州古城墙、民

国时期集中卖胭脂草花的草花街和因戴记大染

坊而得名的戴家巷（图1）。该社区属于老旧生

活社区，生活氛围浓厚，但空间环境品质较差，

社区经济产业相对落后，同时社区内部和周边

区域拥有的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尚待整合发

展。近年来，合川区将建设新型工业城市、旅游

休闲胜地和幸福宜居家园列为3大工作目标，城

市全域旅游战略为该社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机

遇（图2）。

4.2　社区原真性资产识别与更新目标制定

依据前述“资产为本”（Asset-based）社

区发展理念，对草花街社区进行系统全面的资

产识别，从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3个

方面展开清理和评估。通过两轮资产调查，分别

厘清社区周边区域和社区内部的资产状态，建

立社区资产信息库（图3）。调研发现，社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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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城市区位以及与周边环境资源通达的空

间联系可能性；同时，社区内尚存150余m明代

合州古城墙以及口口相传的草花街、戴家巷的

名人轶事；再者，当下生活其中的老居民、社会

单位和公益组织数量多，相互关联度高，已经初

步形成环境整洁、邻里和睦的社区氛围。整体上

看，社区具有丰富的资产存量，但其原真性价值

未被完全发现和联系，更没有与城市发展目标

匹配。因此，如何激活社区资产价值，为社区可

持续发展提供更新思路尤为关键。

结合联合国人居Ⅲ会议精神以及我国住建

部提出的“城市双修”战略，依据合川城市发

展定位和草花街实情，制定社区更新目标：宜居

宜游、共享共治好社区。基于全域旅游和美好社

区生活愿景，草花街更新行动规划重点包括社

区空间优化策略和社区创新治理两部分内容。

4.3　社区空间优化策略： 营造“城墙文化

        线路+社区生活线路”

为激活草花街社区细胞最具活力的要

素——明代古城墙与居民日常生活，依据社区自

然地形，将社区内的古城墙等历史文化资源与紧

邻的瑞映巷历史街区、滨江景观带加以整合，发

挥整个片区的旅游联系，联动发展。根据社区内

现存的古城墙遗址，确定从苏家街为入口，绕古

城墙、草花街、戴家巷为主要的城墙文化旅游线

路，并将线路分为4个区段，区别展示城墙历史文

化和社区文化。同时，以提升居民日常生活品质

为根本，营造多条社区生活线路，以线串点，链接

社区日常公共生活空间（图4）。对线路上的建筑

底层界面、围墙、道路、生活服务设施、绿化景观

等分别提出更新实施策略。设计上突出城墙文化

线路、生活线路和重要节点的历史文化氛围与当

下生活氛围。通过访谈居民、挖掘社区历史文化

内涵、收集居民更新意见等方式，让居民充分参

与设计过程。同时，将当地艺术家引入社区更新，

绘制草花街名人故事、市井漫画，题写诗词歌赋，

设置社区地图、社区黑板、社区匾额、标识、门牌

等展示社区文化（图5）。更新规划旨在有效梳理

社区空间文化特色，提升社区旅游价值的同时也

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

4.4　社区创新治理策略： 拟定“社区治理

        项目库+治理行动清单”

一个好社区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积累，是

一段社会过程的结果。草花街更新规划依托良好

的社区历史和邻里基础，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人

力资产和社会资产，为进一步提升社区魅力，搭

建政府统筹、规划师引导、艺术家助力、社区居民

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协作平台，从组织培育、

社区服务和公共空间管理3个方面拟定社区治

理项目库和治理行动清单，提出因地制宜、远近

期相结合的社区创新治理策略（图6）。

（1）建构社区公共参与机制。社区可持续

发展依赖于各方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居民和

社会组织充分参与社区事务将有效促进社区

发展和全域旅游统筹。此次更新规划通过开展

社区动员大会，社区访谈、问卷调查、专家研讨

图1　草花街社区区位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

行动规划成果。

图2　草花街社区与合川城市旅游线路空间关系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

行动规划成果。

图3　社区资产地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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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方式，建立社区议事协商平台，全过程

引导建构公共参与机制，逐渐提升社区参与能

力（图7）。

（2）完善社区空间管理机制。社区旅游与

社区日常生活的有序开展，对空间环境品质的维

护提出更高要求。在社区层面需要将各方力量统

筹起来，对社区有限的公共空间进行精细化管

理。比如，针对社区内占道停车、垃圾站污染、活

动场地被占用等问题，可以通过划线、分时管理

或价格杠杆调节（图8）。

（3）协调社区服务。全域旅游的发展需要

优化旅游目的地的服务，传统上围绕与团队游

客点线旅游相适应的节点式服务供给模式也必

然要让位于与散客化广域旅游相适应的全空间

式服务供给模式[7]。通过社区发展与更新，激发

社区服务能力，满足社区自身需求的同时满足

社区旅游需求。通过与居民、社区居委会等调研

和访谈，确定社区服务的需求，在社区资产调查

的基础上提出需要政府完善的公共服务。在便

民服务方面，鼓励利用社区和周边区域资源，通

过有偿的方式满足居民和游客对便民服务的需

求（图9）。

5　结语

当把社区看作城市全域旅游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时，城市社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知，

这是一种新的城市资源观。反过来，基于全域

旅游视角的城市社区发展与更新，也有了新

的目标定位，这使得社区更新与城市更新发

展产生密切关联。过去快速城镇化阶段，千城

图4　社区空间整治结构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

行动规划成果。

图5　城墙文化线路及节点文化标识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成果。

图7　社区空间管理机制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成果。

图6　社区治理规划框架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成果。

一面、城市特色式微几乎成为城市开发建设

的普遍现象。其间对于社区价值的忽视以及

规划的社区缺位，不能不说是造成城市遗憾

的原因之一。而今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的一

切存量条件都应被视为珍贵资产而得到真正

重视与综合评估。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的基

本细胞，也是城市文化特色的基本空间载体，

当把视线焦点从城市维度转向社区维度的时

候，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特征自然显

现，其作为城市旅游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巴

黎、伦敦、纽约等欧美的许多城市给出极好示

范。可以说，国家全域旅游战略为当下城市社

区更新指明了一条价值路径。但需要清醒认

知的是，将城市社区更新纳入城市全域旅游

框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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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社区空间划线分时管理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划成果。

图9　社区服务平台
资料来源：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

行动规划成果。

（1）处理好社区“居”与“游”的关系。

不是每个社区都要成为“田子坊”，大部分城

市社区恰恰是以居住为主、旅游为辅。因此，

如何依托社区资产梳理社区旅游线路，使其

与居民日常生活保持友好相生关系是社区更

新的重点之一。

（2）梳理以线性空间为主的社区文化旅

游线路。线性空间是山地城市社区的典型公共

空间形态要素，承载日常交通出行及社区日常

活动。依托社区文化资源分布，营造社区文化

旅游线路，并与城市旅游线路顺利联通，围绕

此旅游线路引导建设社区旅游相关服务功能

和设施配置，是社区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3）联通与激活社区闲置公共空间。山

地城市老旧社区普遍存在公共空间稀缺、因

复杂地形导致难以利用的闲置空间较多等问

题。从社区资产视角，这些闲置的、为数不少

的公共空间需要被有效连通和激活，使之成

为社区公共生活的良好场所。这需要规划师、

建筑师和景观师的智慧。

（4）充分认知社区文化资产价值。这是

开展社区旅游的基础。社区文化资产不仅包

括历史建筑等物质空间遗存，曾经的名人、故

事、事件、活动等，还包括当下富有特色的日

常生活方式。因此，弥散在社区空间里的各

种文化要素需要进行重新分类梳理和综合评

估，通过旅游线路将其串联展示。

（5）构建居民共享共建的社区治理平台。

这将是一个逐渐建设的过程，也是居民参与社

区更新、获得社区认同、走向一个好社区的基

本保障。其中，政府搭台并积极引导，激活社区

的社会资产和人力资产将起决定性作用。

（注：“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草花街社区更新行动规

划成果”获2016年度重庆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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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果，彭翔，陈晓磊，王思佳，蔡智，何纯夫，周萌，沈默

予，郑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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