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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 for Hengshan Road-Fuxing 
Road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

忻  隽 XIN Jun

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以下简称“衡复风貌区”）在上海近现代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是当前上海市最

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在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衡复风貌区的更新、发展、保护、管治频频引起广泛

热烈的讨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其发展定位和策略的理解差异。在试图对衡复风貌区的历史脉络和核心特征进行系统梳

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探索衡复百年风貌形成的内在机制，并结合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对其新时期的发展定位

和策略体系进行思考。

Hengshan Road-Fuxing Road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 (Hengfu Are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odern history of 

Shanghai,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 in Shanghai. In the process of Shanghai’s development to global cities, 

the renewal,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of Hengfu Area have attracted an extensive and heated discussion, reflect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engfu Area, and explores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Hengfu Area’s 

century-long histor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0　引言

今日的衡复风貌区，起源于百余年前法

租界的3次扩区，多段历史积淀，“风”和“貌”

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衡复风貌区独一无二的

特征。近年来，衡复风貌区的发展与管治更多

关注“貌”的整治，而忽视了“风”的培育[1]。

重视历史文脉的延续和人居环境的改善，促进

发展平台的升级和管治方法的优化，是当前衡

复风貌区突破瓶颈、消解矛盾的当务之急，也

是提升魅力、迈向卓越的必由之路。

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发展定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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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衡复风貌区的历史脉络

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与法国政府驻

上海首任领事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

议定法租界界址，面积为986亩（65.7 hm²）。

1860—1914年，又3次扩界至15 150亩（1010 

hm²）[2]。第二次扩界以后形成的法租界中区

和西区，即现今衡复风貌区的主体（图1）。

法租界成立之初便开始全面推进道路、

市政设施建设，并为法侨和各国官员、富商建

设高级花园洋房。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8）03-0066-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历史风貌保护 | 67 

租界，自设公董局（Conseil municipal）作为

管理机构。与同时期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无

论城市风貌还是日常管理都保持高水准和独

立性[3]。

1914年第三次扩界形成西区时，正逢上

海向国际大都市衍变。因此，以争夺上海高收

入人群为目的的房地产业便快速地在此发展

起来。公董局长期致力于推进高级住宅、配套

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使法租界逐渐成为整个

旧上海对中外富人最有吸引力的生活区，尤其

是在公共租界经营的英美富商，纷纷选择在法

租界营建住宅（表1）。

1941年，侵华日军正式占领公共租界。但

在法国海军威胁之下，日军没有染指法租界。

法租界一度成为与战火隔离的安全地段，史称

法租界的“孤岛时期”。1946年，中国政府与

二战胜利后的法国临时政府订立《关于法国

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法租

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3]。1949年，国民党败退

前的3年内，此地亦是国民党政府设置办公机

构和官员宅邸的集中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量普通

市民在政府安排下迁入此地生活。殖民时期建

设的高档花园洋房和现代公寓为了适应新的

居住群体，建筑内外均进行了大规模改扩建。

很多建筑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室内装饰更是

荡然无存，原本建筑之间的公共空间也大量

被搭建临时房屋。此外，由于大量单位入驻，

原本的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也被用围墙纳入

其管理范围。这段时期的衡复风貌区，空间环

境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局部甚至遭到不可

逆转的破坏。

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上

海市开始全面清偿城市建设方面的历史欠账。

1999年出台《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

划（历史建筑与街区）》，首次提出“衡山路—

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概念。2003

年1月，上海市政府批准在上海市中心城划定

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衡复风貌区是其中规

模最大、历史建筑和空间类型最丰富、风貌特

色最为鲜明的风貌区[4]。2004年，《上海市衡

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获

正式批准。此后公布的第四、五批优秀历史建

筑以及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路（街巷），

将衡复风貌区的具体保护对象按照不同的保

护要求进行了全方位认定（图2）。

2　衡复风貌区的核心特征

2.1   高品质居住区

2.1.1    住宅建设

衡复风貌区历史上是“上海唯一经过精

心设计的住宅区”，“道路建设在全市首屈一

指” [5]，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各类风格居住建

筑同时呈现的区域[6]。法租界时期，当局对西

区制定了特别管理措施，维护其高雅、幽静的

环境，并通过住宅类型控制了人口导入的规

模和结构。整个法租界外国人比例约为4%，但

“西区”的外国人比例占52%[7]。

为避免中式房屋在建筑质量、防火、安全

等方面的问题，法租界当局极力提倡建造欧式

建筑。1900年起划定多片只准建设洋房的区

域。1938年，公董局制定《整顿及美化法租

界计划》，将各区域新建建筑物类型、式样以及

已建建筑物处理办法进行“控制引导”，并划

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住宅区①，专留给建造高

档房屋[8]。

法租界当局竭力打造上海最高级的住宅

区，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一方面运用异国

风情造出“花园洋房”高档商品，以刺激人们

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另一方面，置业者在流

行风潮的带动下，又推动更多“花园洋房”的

兴建[9]（图3）。

2.1.2    生活配套

法租界的生活配套设施水平远优于公共

租界。

表1  1930年英美法三国侨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居住的人数统计（单位：人）

资料来源：上海租界志，表格经笔者整理而得。

图1　1849—1914年法租界范围扩张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衡复风貌区范围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英侨 美侨 法侨 合计
公共租界 6 221 1 608 212 8 041
法租界 2 219 1 541 2 340 6 100

①此区域西至海格路（今华山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南至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东至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古拔路（今富民路），北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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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宗教设施，建设了东正教的圣母

大堂、圣尼古拉斯堂，天主教的君王堂，基督教

的国际礼拜堂、第一浸会堂，以及犹太教的新

会堂等10余处宗教设施，满足了在上海各教

派家庭的宗教活动需求。

其次是医疗设施，法租界当局与华人各

自投入建设各类医疗机构，包括中国红十字会

总院（今华山医院），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

等综合医院，以及西门妇孺医院（今红房子妇

产科医院）等专科医院和各类疗养院，成为上

海最好的医疗设施集聚地。

最后是文体设施，法租界文体设施种类

丰富，数量繁多，包括上海网球场，法国体育会

运动场、游泳池以及影戏院（今衡山电影院），

图书馆，芭蕾舞剧院等10余处。

各类设施不仅丰富居民休闲生活，也提

供高品质交往空间。这些都是公共租界无法企

及的。

2.2   静谧花园区

2.2.1    公共绿地

绿地和园林景观的营造工作，是公董局

在西区的主抓工作，通过20余年不懈努力，在

百余年后留下一个“绿、洁、静、雅”的衡复风

貌区[8]。

法租界内的公园、花园至今在上海仍首

屈一指，其代表有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贝

当公园（今衡山公园）和杜美花园（今襄阳

公园）。西区的公共建筑和高档洋房，均设有较

大的花园。即使是公寓和新式里弄，也拥有良

好的绿化规划。1920年后，法租界的公共绿

化新增量始终处于很高的水平，年均新增乔灌

木6万株以上，花卉20万株以上[7]。此外，公董

局决定租界内公家花园全部向公众开放，进一

步完善了公园和绿地系统。

2.2.2  道路绿化

以法国梧桐为主的道路绿化，是当前公

众认知衡复风貌区的第一要素[10]。1875年，

公董局董事会拨款开启法租界行道树整体

更换的进程。1932年发布的《法租界公董

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对行道

树的间距、树坑的设置要求以及各类街道设

施与树木的退界等做了规定，为今天的衡复

风貌区留下了数十条浓荫对接、叶密成盖的

林荫路。道路绿化和高级住宅区的花园相得

益彰，让法租界的绿化环境充满层次感和多

样性。

2.3  时尚商业区

2.3.1    专业贸易

1920年后，上海租界内商业已相当发

达。公共租界的代表是南京路商业街，以先

施、永安等百货商店为核心，带动旅馆、剧院、

酒楼等业态发展，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

业街。

而法租界商业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

征。法租界设立之初的首批商行，主要从事瑞

士钟表、巴黎化妆品、珠宝首饰、酒类、奶酪等

欧洲高档商品的专业进口，以及丝绸等中国高

档商品的出口业务[11]。这些业态既能更好发挥

法国人的商业传统，也更符合法租界的空间管

理要求。

2.3.2    高端零售

1920年左右，数以千计的俄国贵族以难

民身份在法租界定居，他们在所居住的霞飞路

（今淮海路）一带大量开设了高档服饰、珠宝

钟表等定制商店，以及手工食品店、鲜花店、照

相馆[11]等“升级版”生活配套，受到了各国侨

民和富裕中国人的追捧，为法租界勾勒出高端

商业的国际形象，霞飞路也成为继南京路后上

海第二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街。

从衡山路的全面兴盛，到武康庭、衡山坊

等的异军突起，衡复风貌区始终是上海时尚商

业的一面旗帜（图4-图5）。

2.4   高雅文化区

2.4.1    名人居所

无论时局如何，衡复风貌区始终是国外

富商、外交官以及国内士绅豪杰，艺师巧匠社

会交往和工作生活的首选之地。时至今日，留

下了如孙中山、宋庆龄、巴金、聂耳、赵丹、张乐

平等数十处中外名人居所，其中不同程度开放

的已有10余处，成为衡复风貌区文化内涵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2.4.2    文艺团体

1930年左右，公董局资助迁居而来的数

百俄国艺术家成立了管乐队、芭蕾舞剧团、室

内剧团等文艺团体[11]，使法租界成为当时上海

文艺水平最高的地区。

民国时期起，大量国家级文艺团体成立，

包括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

上海沪剧院等。近年来，这些团体致力于营造

直属的演出场馆，为城市提供大量高品质的公

图3　淮海中路1842—1858号诺曼底公寓（今武康
大楼）

资料来源：http://www.qjtrip.com/BBS/ShowBBSDetail。

图4　宛平路的法国梧桐 
资料来源：http://www.lvmama.com/guide/pdf.

php?type=view&id=162425。

图5　淮海中路商业街 
资料来源：http://guba.eastmoney.com/

news,600824,19504866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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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艺术空间和文艺演出活动。

2.4.3    科研院校

衡复风貌区历来是上海最重要的科研

院校聚集地之一，法租界时期起相继创办了

震旦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震旦女

子文理学院（今向明中学）、国立中央研究院

上海分院（今中科院上海分院）、国立音乐

院（今上海音乐学院）[8]等。这些科研院校的

存在，不仅为地区导入了大量高素质人口，开

放的校园也提供了极具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

（图6）。

3　衡复风貌区的发展定位与策略思考

3.1   地区风貌形成的内在机制

“高品质居住区、静谧花园区、时尚商业区、

高雅文化区”是衡复百余年历史最重要的积淀。

从历史看，这些特征的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基于

其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因此才能在外部环境

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始终保持相互促进和有

机衍变，使今日形成的地区风貌成为必然。

其中，“高品质居住区”是衡复风貌区的

核心特征。法租界当局正是基于这最初的目

标，才会坚持高标准营建花园洋房、高级公寓，

进而打造出上海居住品质最高的地区，在不同

历史时期都能成为官员、富商、名流的生活首

选地，地区人口也呈现高素质、低密度、多元化

的特点。高品质居住对地区风貌的形成，从以

下4个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吸引各类高品质

商业文化业态聚集并不断完善。法租界生活功

能成型后，成为在上海的富裕阶层争相聚居的

地区。因此，自然形成大量手工定制、高端生活

服务和高雅文化行业的业态，这无疑是需求的

力量。

对居住品质的高要求，督促管理部门不

断提升建筑设计和环境水平。在法租界营建

住宅的居民不仅按高标准设计营建各类建

筑，还不断督促公董局高效实施其制定的各

类环境提升计划，如行道树种植、公共建筑和

公共绿地营建等，更是要求其向公众开放租

界内所有的公家花园绿地。这些有组织的监

督和施压对地区环境品质提升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居民的生活有机融合在地区风貌中，是

城市风貌的重要提升。居民对私家花园、公寓

阳台的悉心美化，对商业经营和文化活动的

积极参与，使得居住功能与城市其他功能在

满足供需之余，更是起到相互融合、促进提升

的作用，这些生活场景本身也是风貌的重要

组成。

对于泛商业化和对城市环境产生消极影

响的因素，形成了天然阻力。对城市环境和业

态有高要求的人口结构，使得泛商业化没有

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居民组织始终保持与管

理部门的良好沟通和适当施压，使得对城市

环境的各类破坏行为都能妥善地预防、界定

和处置（图7）。

3.2   衡复风貌区的发展定位

2004版衡复风貌区保护规划提出本地区

定位为：居住功能为主体，文化休闲、旅游观

光、中高档商业与服务业有机结合的多功能城

市复合地区。

近年来，衡复风貌区旧瓶颈难以突破，新

矛盾不断出现。社会各界对衡复风貌区的关注

热点，聚焦在永康路业态整治，永嘉路沿街拆

违等争论性话题。这些现象已远远超出技术层

面，而是上升到对地区发展方向和定位的重新

认识，应该说值得深思。

事实上，无论破墙开店或局部地区泛商

业化，其出现有合理之处，在社会上亦并非受

到一边倒的反对。这些趋于常态化的矛盾恐怕

不是短期集中整治可以解决，而要从发展方向

和定位着眼，人性化和可操作的策略体系着

手，方能精准补齐短板，实现全面提升。

基于以上认识，建议衡复风貌区的发展

定位为：以高品质居住功能为本底，历史文化

图6　淮兴中路1380号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资料来源：http://news.hexun.com/2014-09-10/168326049.html。

图7　衡复风貌区核心特征的相互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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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涵、空间环境有特色、功能业态有活力的

历史文化风貌区。更要强调的是，其定位应对

发展策略制定和具体问题处理起原则性指导

作用。

3.3   衡复风貌区的策略体系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令人向往

的未来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使我们

这座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文明、更

有温度”。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历史

建筑、历史风貌是一座城市活着的历史，是非

常宝贵的财富，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讲好

城市故事，留住城市记忆”。衡复风貌区对于上

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如何贯彻各项发

展要求，“下好绣花针，讲好故事，留好记忆”，

更需完善的策略体系支撑。

3.3.1    总体策略

通过还原地区高品质居住本底功能，培

育符合地区历史内涵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优化

空间环境设计管理水平，全面提升风貌区各项

水准。

明确近、中、远期工作重点。短期内重点

疏解超负荷居住人口，逐步恢复被破坏建筑原

本外观和内部格局，减轻对各类基础设施和公

服配套的压力，全面杜绝各类对风貌环境的破

坏行为。中期重点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体验舒

适度。远期培育与卓越全球城市的历史文化风

貌区相匹配的商业文化业态，并引导地区泛商

业化现象逐步消失。

3.3.2  策略一：夯实高品质居住功能

（1）开拓疏解空间，提升疏解质量，有效

疏解过量人口

人口疏解工作是重要的系统工程，是各

项策略实施的基本前提。但目前疏解空间单

一，疏解质量不高，因此难以得到待疏解居民

的全面支持和积极响应。根据笔者长期跟踪调

研的徐汇区域的统计，零星旧改实施率目前为

45%②（图8）。

建议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制定跨区域

资源配置政策。深入了解并精准满足各类待

疏解居民的生活必需和急需，在置换房屋的区

位、户型和配套类型等方面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甚至可在周边直接购置一些满足待疏解居民

要求的二手房屋）。使居民在迁出风貌区后居

住质量显著提升，更能免去就学、养老、医疗等

后顾之忧。

（2）还原住宅属性，提升居住品质

住宅是衡复风貌区最重要的功能组成和

最有魅力的风景。要正确理解“高品质居住”

在此区域的特殊含义：它不仅指住宅内部的高

品质，更强调住宅附属的公共和半公共空间与

外部的融合和协调。要杜绝高墙四起的封闭小

区，从而避免将住宅与城市空间割裂。

除还原住宅内部的各项功能外，也要充

分研究史料，做到了解并尊重住宅原有设计理

念。根据风貌区整体空间引导要求，尽量打开

住宅外部的花园绿地和通道等半公共空间，使

其与城市环境有机结合，让住宅与城市所产生

的活力相互渗透。

3.3.3    策略二：精心雕琢空间品质

（1）公共空间管理保持长期高水准

历史建筑保护和风貌道路整治，是2009

版保护规划实施后持续性最强、完成度最好的

工作。在衡复风貌区的徐汇区域，按照规划要

求的历史建筑保护的实施率达到90%以上，风

貌道路规划编制率和实施启动率达到100%，

基本完成风貌空间的成规模保护，基本实现保

留城市稀缺资源的核心目的。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两项工作的实

施既有管理部门不懈努力的原因，也得益于

它们主要开展于公共性空间，涉及的公私产

权冲突和易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长期以来

形成了既符合风貌区共性从而易于实施，又

符合片区个性从而突出空间品质特色的工作

方法。

历史建筑保护和风貌道路整治已经取得

阶段胜利，空间品质提升重点应逐步转向半

公共空间的提升优化。建议精细化开展前期

调研和沟通，优化规划引导要求和指标，形成

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计划，并制定相关法规，

明确实施主体，从而实质推动地块内部空间

开放，街坊内部通道连通等工作，达到公共空

间长期保持高水准的目标（图9-图10）。

（2）提升环境设计水平，鼓励公私空间

深度美化

加强城市公共环境微设计。提升城市指

示系统、街道雕塑、街道家具、围墙、铺装、地址

牌等微领域艺术内涵。在符合相关规范的前提

下，整合全球的创意设计力量，融合地区已有

历史文化，为衡复风貌区打造一套体现其区域

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视觉元素系统。

积极开展私有空间美化。鼓励单位和个

人在整体规划引导基础上，结合片区特点，用

局部装饰、植栽等方式对花园、庭院、阳台、店

招、橱窗等进行美化，让风貌区呈现出更为精

致的韵味。

3.3.4    策略三：有序提升业态活力

（1）分区控制引导特色商业发展

衡复风貌区因其自身空间特色，特色商

业适宜在步行和交往尺度内相对集聚发展，典

型的空间形式有沿街式（如衡山路地铁站附

近区段），里坊式（如衡山坊），庭院式（如武

康庭）。这些成功案例的具体业态形成都与其

区位和周边环境密不可分。

因此有必要在规划层面对商业业态进行

分区引导，例如徐汇区对各片区发展的建议方

案。在此基础上，明确创意美学、个性定制、精

品酒店及餐厅、精品零售等重点业态的片区

图8　衡复风貌区（徐汇区域）零星旧改实施情况
（统计时间：2017.2）

资料来源：笔者调查并绘制。

②根据2009版保护规划，共60处，目前已实施27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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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位引导，并形成可操作的建设导则。结合现

状，对可用的连片沿街铺面、里坊、庭院进行梳

理，为特色商业的集聚发展寻找更合理的空间

（图11）。

（2）丰富文化设施类型，提升文化展演

水平

良好的文化设施和顶级的展演活动，是

衡复风貌区深厚历史积淀的发扬和延续。目

前，已形成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大戏院、文化广

场等大型公共演出场所，以及上音歌剧院、上

交音乐厅等专业院校和团体的附属场所为主

的文化设施群落，形成了浓厚的地区文化氛

围。未来应结合这些场所，进一步形成观演、学

习、体验、零售等一体的特色文化集聚带。

此外，建议充分发挥风貌区文化多元交

融、受众层次较高的特点，通过改造、置换等方

式，依法依规活用历史建筑，与地区内丰富的

名人居所资源结合，形成多领域多类型的中小

型文艺展演和静态展示场所，打造国际顶尖的

艺术展演区。

（3）精准供给保障便民类商业设施

目前，衡复风貌区的便民类设施在占据大

量沿街商业界面的同时，总体满意度仍较低③。

便民类商业供需两端存在显著不对称。生鲜菜

场、早点、书报、理发等设置数量和服务能力严

重不足，家政服务、干洗、药房等设置形式也亟

待优化。

建议更精准了解风貌区内居民对便民类

商业的实际需求，按照合理服务半径，用邻里

中心模式集中设置便民类商业，扶持居民切实

所需业态迅速落位。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

也提供邻里交往的空间，同时释放出大量沿街

铺面资源用以提升城市活力。

3.3.5    策略四：柔性管治降低分歧

（1）建立业态负面清单，控制泛商业化

蔓延

商业发展是市场行为，过度引导不仅难

以体现真正的社会需求，也容易造成局部过热

发展，甚至是劣驱逐良。因此，必须以负面清单

方式来控制消极的泛商业化蔓延。

首先，负面清单的制定，应广泛征求风貌

保护专业领域以及居民、业主和游客的意见，

不能粗暴地以“高端”或“低端”对业态去

留下结论。

其次，负面清单也应分类管理。第一类是

不允许发展，已有的限期搬离，如五金维修、

旧货回收等；第二类是不允许占据大量沿街

面发展，如房产家政中介、药店、干洗店等（其

中便民类商业建议集中在邻里中心内设置），

便利店和超市也需统一规划，避免过量供给；

第三类是不允许违规经营，以餐饮为主，具体

违规行为包括占据人行道、油烟排放和垃圾

处理不规范、噪声超标等，必须经过整改后方

能营业。

相信在分类负面清单的管理下，地区公

平和百姓基本权利的底线能够被有效保卫，风

貌区的业态内涵和面貌亦将显著改善。

（2）建立多方议事机制，全面实施柔性

管治

衡复风貌区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日常管

理要避免简单强势和单边行动，在出现普遍性

矛盾与分歧时更要避免速战速决、矫枉过正的

价值取向，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公正有效的议事

机制。建议议事机制分两层设立。

第一层为风貌区总体级别，主要组织讨

论和参与制定风貌区整体规划、计划和具体

政策。由市区两级政府部门，负责风貌区各项

行动实施的企事业单位，风貌保护学术界代

表，驻风貌区单位、居民和从业者代表以及街

道代表组成，其所有决策的过程和结果需向

全社会公开，议事结论应得到各方的尊重和

执行。

第二层为街坊级别，主要讨论所属街坊

的空间设计、业态更新、管理公约等问题。每

个街坊聘请在学术界有一定威望的总规划师

③便民类商业设施具体指药店、（便利）超市、报亭、维修、家政、银行、房产中介、旧货店、干洗店等，在笔者调研的徐汇区域，这类设施占据所有商业界面的25%以上。注释

图11　衡复风貌区（徐汇区域）沿街商业业态发展
引导分区图

资料来源：徐汇区商委《徐汇区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沿

街商业业态发展导则》，经笔者整理绘制而得。

图9　衡复风貌区（徐汇区域）历史建筑保护实施情
况（统计时间：2017.2） 

资料来源：笔者调查并绘制。

图10　衡复风貌区（徐汇区域）风貌道路实施情况
（统计时间：2017.2）

资料来源：笔者调查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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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街坊级的议事活动，除总规划师外，参与

者为每户居民和从业者代表，街道、居委代

表。街坊诉求必须按期得到管理部门的答复。

通过两层议事机制，给予更多人主动参

与和发声的权利，方能顺势而为地做好大部分

的日常管治。

此外，在面对一些并非需要立即实施的

管治决策时，不妨人性化地设置“容忍缓冲

期”，一来给予实施对象整改机会或澄清时

间，二来也应尽量为实施对象寻求可行的解

决方案。

4　结语

衡复风貌区的发展与管制，不仅从保护

历史文化风貌的层面体现上海这座卓越全球

城市的高度和深度，也将全面考验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水平。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以海纳百川

的胸怀，更深入地阅读衡复风貌区的历史与现

在，更广泛地吸收和尝试新的思路，形成更为

妥善和可操作的策略体系，让衡复风貌区不断

焕发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