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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铜川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协调处理与农业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的关系。按照国家、陕西省有关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陕西省下达的基本农田保

护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充分衔接铜川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当

“技术线”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应优先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技术线”做相应退让。

当“技术线”与农业空间冲突时，位于弹性建设

区的部分近期按照农业空间进行管控，远期可转

化为建设用地。

考虑到铜川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以及未来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发展需求，应加强独立工矿区

的空间优化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运用土地

综合整治平台，逐步完善生态和生活功能，重点

推进工矿用地减量。独立工矿区块控制线与生态

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发生冲突时，应优先划

定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独立工矿区块

控制线做相应退让。

4　结语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为有效治理“城市

病”提出一条解决路径。通过城镇开发边界的

划定，逐步引导城镇精明增长，提高城镇建设用

图5　 铜川市域生态敏感性分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铜川市域三生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铜川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7—2035）》。

图6　 基于评价结果的铜川2035年城镇建设用地模拟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域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图7），并采用三线型作为

铜川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模式。其中，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线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至2020年的

规模和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进行规模和形态的控

制引导，城镇开发边界是技术线与政策线的协

调结果，对于独立工矿区划定独立工矿区块控

制线。城镇开发边界与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线之

间的用地为弹性建设区，可包含少量的生态和

农业空间用地，近期按照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

用地要求进行管控，远期可根据发展要求适时

转换为建设用地。

协调处理与生态空间和生态红线的关系。

充分衔接环保部门正在开展的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将各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

景区、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世界自然遗

产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湿地公园的湿地保育区和

恢复重建区、饮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等重点区域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当“技术线”与生态红线冲突时，

应优先划定生态红线，“技术线”做相应退让。当

“技术线”与生态空间冲突时，位于弹性建设区

的部分近期按照生态空间进行管控，远期可转化

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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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使用效率。在铜川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探索

中，以城市转型和产业转型为核心思路，重点突

出生态、服务、交通和产业4大引导方向，在此转

型思路的基础上开展建设用地增长模拟，针对资

源型城市的特点划定独立工矿区块控制线，并实

施减量化的管控目标。通过本文的探索，希望为

西部地区以及资源型城市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划

定工作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城镇开发边界不仅

要重视划定工作的科学性，更要在划定成果的基

础上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保证城镇开发边界

的实施和管理。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对

于资源型城市城镇开发边界的政策设计仍需更

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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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Livelihood Concentrated Organic Renewal Practice and Mode: 
A Case Study of Qingyang District of Chengdu

王炼军   张  宇   钟  婷   吴  俊   WANG Lianjun, ZHANG Yu, ZHONG Ting, WU Jun

立足于城市更新逐渐转变为有机更新的发展趋势，全方位梳理成都市青羊区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在新时期多方参与、回归

民生的有机更新阶段，结合青羊区十余年实践经验，选取历史文化街区与风貌区、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商务楼宇等4种典

型类型进行系统研究，提出青羊区“保、治、显、转”4类倡导民生的有机更新模式。同时，按照有利于推广的原则将用地

和策略进行分类，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有机更新实践系统总结，以期为后续青羊区或其他地区的城市有机更新实践提供

参考。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renewal gradually transforming into urban organic renewal,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in Qingyang district in an all-round way. At the organic renewal stage of multi-participation 

and livelihood concentrated period, Qingyang district has carried out urban organic renewal practic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is 

study conducts systematic research on four typical types, namely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s, old communities, public spaces,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concludes four types of livelihood concentrated organic renewal modes in Qingyang district, including 

"protecting, governing, showing and transferring". Meanwhi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on, we classify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and strategies, so as to form a unique summary of systematic urban organic renewal practices in Qingyang district. 

We hope to provide urban organic renewal templates for Qingyang district or other areas in the future. 

1　研究背景

城市更新概念源于欧美国家。大城市在不

断发展与扩张中，旧城区出现物质形态衰败、

社会经济变革、政治结构变迁等特征，需要通

过政治经济力量构建与新价值体系相适应的

物质空间体系[1]16，[2]。西方发达国家有机更新的

发展历程基本是从大规模拆除到小规模更新、

从物质性更新到综合性更新的发展路径，可以

分成3个阶段[3-4]：第一阶段是以巴黎大改造为

代表的大规模推倒重建和清理贫民窟运动[1]12；

第二阶段是以英国“综合社区计划”为代表

的局部整治改造阶段[5]；第三阶段是以巴塞罗

那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可持续有机更新，强调政

回归民生的城市有机更新实践与模式探索
——以成都市青羊区为例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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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市场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更注重“人”

与“生活”的回归，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

过程之间的关系[7]。国内自1980年代初陈占祥

提出“城市更新”，1990年代吴良镛提出“有

机更新”以来，城市有机更新从初期的“大拆

大建”变化到强调“质”与“量”并行的理

性更新[9-10]，我国现阶段的有机更新实践基本

展现出有机更新第三阶段的特征。

国内城市有机更新以广州、上海、深圳实

践较多，各城市针对不同更新类型也形成了不

同的经验。北京在以大栅栏胡同改造为代表，

以“在地居民商家合作共建、社会资源共同参

与”为特征，探索历史文化街区与社区自治的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9）04-0117-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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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11]；重庆大学黄瓴团队从空间和治理两个

方面入手，通过“资产为本”的空间激活以及

“政府力—社区力—市场力”三方协同治理探

索山地城市社区有机更新模式[12]；厦门在美丽

厦门行动中探索以“共同工作坊”为特色的

参与式社区规划模式[13]；深圳的趣城行动探索

了以自下而上参与为特征的城市公共空间的

活力提升[14]。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的特征禀赋不

同，有机更新的模式也无法完全套用。

2　青羊区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成都青羊区作为城市旧城区的主要部分，

文化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特征显著，在过去的

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形成针对不同类型的

因地制宜的更新模式，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有机

更新工作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青羊区城市更新工作起步于1980年代，伴

随国家政策变迁和城市快速发展，主要分为环

境整治的初步探索、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运作、

回归民生的有机更新等3个阶段[15]。

1980—2000年以重大环境问题整治为突

破口的初步探索期，主要进行大规模拆除城市

危旧房，建设现代住区，但缺乏对产业提升以

及公共服务配套的考虑，使得中心城公共服务

压力剧增。2001—2011年是政府主导下的市

场化运作实践期，通过政府与市场资本结合实

现环境改善、产业提升和功能植入；但由于缺

乏对市场力量的有效管控，面临过于商业化的

问题，同时带来原住民大量迁出、传统生活韵

味消退的风险，直接影响历史文化街区的原真

性。2012年至今转变为多方参与下的回归民

生的有机更新时期，此阶段更新方式由“拆改

留”转变为“留改拆”，项目涉及的权属、安置

问题均较以前更为复杂，公众参与处于起步阶

段，各方利益仍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3　青羊区有机更新实践与模式

紧扣青羊区发展脉络，结合其具有历史文

化资源和绿地水系资源丰富、氛围闲适宜居、

老旧商务楼宇集中等典型特征，重点研究历史

文化街区与风貌区、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商务

楼宇等4类有机更新对象，并针对上述4类对象

的典型问题和有机更新实践，提出相应的有机

更新空间治理手段与操作模式。

3.1   “应保尽保、适度活化”的历史文化街

        区与风貌区更新

青羊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4片历史

文化街区、3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及43处文保单

位和9处历史建筑（图1），成片分布、年代丰富。

现已开展了少城片区、文殊坊、祠堂街等更新

改造项目。本文以少城片区、浣花片区的城市

有机更新实践为例，针对历史文化街区与风貌

区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提出“应保尽保、适度

活化”的有机更新策略。

3.1.1    “应保尽保”，强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青羊区的少城片区2 300多年城名不改、

城址不变，于清康熙年间原址重筑少城，形成

“鱼骨状”街巷格局，传承至今。而青羊区的城

市有机更新已延续十余年，自2009年的《少城

保护区规划控制条件研究》，到2015年的《少

城城市有机更新实施规划》，再到2018年与

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少城有机更新导

则》，其城市有机更新的核心理念是传承千年

的历史文脉，强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在具

体的实践过程中，少城片区将历史文化街区的

范围面积由30 hm²扩大到133 hm²（图2），直

接强化保护力度和广度，重点突出街巷格局的

整体保护。以历史地图为参考，在城市有机更

新实践中强调以道路不改线、不拓宽的方式保

护“鱼骨状”的街巷格局（图3），并增强少城

片区的历史可感知度，通过复现少城历史城墙

和墙门（图4）。同时，在《少城有机更新导则》

确定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指引中明确了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核心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及

其对应管控要求，实现了少城片区历史格局的

延续、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历史场景的再现

还原。少城片区通过“应保尽保”的有机更新

策略，实现“规划—管理—实施”的全过程管

控，有利于历史文化街区原真性、整体性、可持

续性的体现。

3.1.2    “适度活化”，突出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

            利用

少城、浣花两个片区都是最具有成都味道

的传统旧区，旅游、居住、商业、办公等多种功

能业态在片区内融合发展。少城、浣花两个片

区的城市有机更新实践，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脉络，对现有空间资源进行充分挖潜并适度

活化利用。例如，少城片区在城市有机更新实

践中，明确功能提升方向为强化文化功能，并

限定精细化业态门类与规模。具体来说是培育

图1　 青羊区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成都市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资料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