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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从增量建设到存量提质的转型阶段，作为焕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抓手，街道空间优化成

为城市更新的关键举措。阐述街道空间设计理念演变，以工程标准为核心的设计方法逐渐弱化，取

而代之的是对街道空间品质的追求与对用户需求的重视。以沈阳市街道更新工程实践经验为基础，

对城市街道空间典型问题进行研判，提出以人为本、完整街道、人文关怀3个街道更新设计理念和

全要素、全专业、全链条3个街道更新策略。构建街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包含道路、市政、景

观、建筑 4个专业版块 12个类别 45项要素，通过践行道路横断面不大动、高标准建设、园路一

体、精细化微改造等原则和理念，可快速精准实现对街道U型空间内各项要素的逐项摸查与更新评

估，全面指导街道更新工程的精细化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

关键词：城市更新；街道更新；全要素；U型空间；以人为本；完整街道；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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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cremental urban development to quality enhancement of existing in-

frastructure, street space optimization has emerged as a vital measure to improve urban vitality and drive

urban renew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street space design concepts, highlighting the gradual

shift from design methods centered around engineering standards to approaches that focus on spatial quali-

ty and user need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street renewal projects in Shenyang, the paper ex-

amines typical issues in urban street spaces and proposes three key principles for street renewal: people-ori-

ented design, complete streets, and human-centric care. Three renewal strategies are introduced: compre-

hensive elements,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omplete process chain. A comprehensive guideline

system is developed for street renewal, which comprises four professional modules—roads, municipal in-

frastructure,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divided into 12 categories and 45 elements. With the implemen-

tation of principles such as minimal alteration of road cross-sections, high-standard construction, integra-

tion of road and park pathways, and refined micro-renovations, this comprehensive guideline system en-

ables rapid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of each element within U-shaped urban street spaces. The system pro-

vides comprehensive guidance for the detailed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eet re-

new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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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城市进入了从增量建设到存量提质的转型

阶段。2017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规

〔2017〕 59号)印发，要求各地将城市双修作

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以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转变城市发展方

城市街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研究城市街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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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打造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1]。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

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

升[2]。2021年，为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防止大拆大建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

问题的通知》 (建科〔2021〕 63 号)印发 [3]，

同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函

〔2021〕 443号)印发，公布第一批城市更新

试点名单，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探

索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支持政

策、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推动城市结构优

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科学

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4]。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全国第一批城市

更新试点名单的城市，在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沈阳市

于 2021年启动城市街道更新工程，通过街

道空间的有机更新为城市注入新鲜活力。经

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沈阳市已基本形成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沈阳经验”，以街道更

新为抓手实现城市“逆生长”，践行小规

模、渐进式、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之路。本文

以沈阳市街道更新工程实践经验为基础，依

托对街道空间典型问题研判，进行街道更新

设计理念及策略研究，并构建街道更新全要

素指引体系，践行完整街道的更新理念，以

期通过街道更新有效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

环境，促进城市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

11 街道空间设计理念演变街道空间设计理念演变

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往往以机动车作为

主要服务对象，通行路权、配套设施建设等

方面均以保障机动车通行效率作为主要考

量，导致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呈现明显“车本

位”特点，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受到严

重挤压。美国全球城市设计倡议协会

(Global Designing Cities Initiative, GDCI)和美

国 国 家 城 市 交 通 官 员 协 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NACTO)共同编著的《全球街道设计指南》

(Global Street Design Guide) [5]将街道定义为

人们体验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提出街道是

由许多表面和结构组成的多维空间。韩志

明[6]将街道空间划分为展示性街道、交通类

街道、经济类街道和生活性街道 4种类型。

王叶[7]将街道空间区分为生活型街道、交通

型街道和商业型街道。广州市大沙街道更新

实践中，从空间、经济、社会 3方面开展城

市更新效益综合分析[8]。综上可见，街道已

从单纯的交通通行空间发展成为城市重要的

公共活动空间，承载着通行、休憩、展示、

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城市功能。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街道空间设计，世

界各地也纷纷开启了“街道重塑计划”。伦

敦市于 2004 年发布《伦敦街道设计导则》

(Streetscape Guidance: A Guide to Better

London Streets)[9]，被公认为全球首部具有影

响力的街道设计导则，该导则已于 2019年

发布第四版修订文件，主要从道路公共服务

设施设置角度来规划设计便于步行的街道环

境。中国街道设计相关政策及研究实践于

2016年迎来热潮。2016年 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10]，明确提出加强街

区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

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

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2016年10月，《上海

市完整街道设计导则》 [11]发布，是中国第一

部完整意义上的街道设计导则。目前，中国

共有21个省市(含港澳台地区)启动街道设计

导则编制工作，以工程标准为核心的设计方

法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城市街道空间

品质的追求与对用户需求的重视[12]。

22 街道空间典型问题街道空间典型问题

以沈阳市街道更新工程为例，在充分认

识街道空间承载功能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品

质追求的基础上，通过对现状街道两侧建筑

界限之间U型空间的系统摸查，将街道空间

的典型问题按专业梳理为交通、市政、景

观、建筑4类。

1）交通：路权混乱、通行空间不足。

街道空间最典型的交通问题在于非机动

交通路权和通行空间没有保障(见图 1)。一

方面，非机动交通往往没有独立的通行路56



邴邴
雪雪

张张
玉玉
一一

韩韩
旭旭

李李
菁菁

城城
市市
街街
道道
更更
新新
全全
要要
素素
指指
引引
体体
系系
研研
究究

权，行人和非机动车需要与机动车在同一道

路空间混行，通行安全性及舒适性难以保

障；另一方面，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存

在横向宽度不足、纵向连续性不够，以及被

行道树、市政设施、街道家具等占用情况，

通行顺畅度及品质不高。与此同时，机动车

占用非机动交通空间停放及借用非机动交通

空间进出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非机动交通

路权及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和被侵占。

2）市政：线箱杂乱、易涝积水。

街道是市政基础设施重要的承载空间。

地上空间主要有电力、通信等各类架空线以

及相应杆体、箱体，杂乱无序的线杆和缺乏

修饰的箱体分布在道路两侧，对街道空间的

景观形象和通行品质均会造成一定影响；地

下空间主要有给水、排水、供热、燃气等各

类专业管线，老旧的市政管网反复维修，造

成了道路“开拉链”现象，若排水管线及相

应井盖设施的收水效果较差或道路存在易涝

积水点，更会直接降低街道的通行功能和服

务品质(见图2)。

3）景观：缺乏统筹、品质不高。

街道空间的景观品质涉及要素较多，既

包括道路红线内的行道树、灌木等绿化以及

座椅、垃圾箱等街道家具，又包括道路红线

外的建筑围墙、街角绿地等景观要素。街道

空间的景观问题主要在于缺乏统一设计、整

体品质不高。绿化、街道家具、景观设施等

各项要素是否完善且兼具系统性、实用性和

美观性，同时与周边环境和街道定位是否相

协调，街道空间与沿线公园、绿地等游憩空

间是否能够相互融合渗透，这些都会对街道

空间的景观品质产生直接影响(见图3)。

4）建筑：元素凌乱、立面破旧。

由于现状街道空间两侧的建筑立面缺乏

统一管理，台阶老旧不统一、底商店招颜色

风格杂乱、建筑立面老旧破损、色彩缺少统

一性等问题普遍存在(见图 4)。虽然建筑工

程通常是由地块开发者自行建设，但作为街

道U型空间的界限，两侧建筑立面对塑造街

道空间的整体形象和品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街道更新中应作统一考虑、统筹安排。

33 街道更新设计理念街道更新设计理念

街道更新相关研究分为理论与实践两

类。理论类侧重于对设计理念和更新方法探

讨，例如针对商业街道空间形态、功能设

57

图1 沈阳市街道空间典型交通问题

Fig.1 Typical traffic issues in Shenyang's street space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a 非机动交通通行空间宽度不足 b 路权划分不清

c 非机动交通空间存在断点 d 机动车停车侵占非机动交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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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化特色的适应性更新设计策略进行分

析探讨[13]。实践类主要依托实际改造项目对

街道更新的实现途径和更新效益进行经验总

结，例如上海市风貌街道步行空间改造引入

微更新理念，梳理并分析微更新在解决步行

空间问题上的优势及实现路径，为解决风貌

街道步行空间问题提供新的思路[14]。

总结各城市街道更新经验和街道设计导

则引导方向，结合沈阳市街道更新工程对街

道空间典型问题的研判，为满足人们对街道

58

a 线杆杂乱

c 杆体林立 d 道路积水

b 箱体破旧

图2 沈阳市街道空间典型市政问题

Fig.2 Typical municipal issues in Shenyang's street space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a 行道树缺失 b街道家具不统一

d 街道空间与绿地融合度差c 围墙老旧

图3 沈阳市街道空间典型景观问题

Fig.3 Typical landscape issues in Shenyang's street space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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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日益增长的品质需求，街道更新设计理

念应实现以下3方面转变。

1）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转变传

统“车本位”设计思路，重视行人及非机动

车的通行需求和安全保障，将非机动交通、

静态交通、机动交通和商业、休闲需求等进

行系统化统筹与考量。

2）从道路红线转向完整街道。传统道

路设计是分专业对道路红线内部空间进行划

分和设计，缺乏协同机制，容易忽略对沿街

建筑立面和退界空间的综合统筹。完整街道

设计将设计范围从道路红线内部拓展到两侧

沿街退界空间，将关注对象从道路拓展到包

括两侧建筑立面在内的完整街道，建立街道

U型空间的协同机制。

3）从工程设计转向人文关怀。传统道

路设计往往只重视基本指标满足国家、行业

相关规范，很少考虑居民对街道空间感受的

需求。人文关怀设计应突破既有工程设计思

维，突出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理念，对景观

环境、沿街建筑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对空

间景观环境进行整体塑造。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街道更新应统

筹考量街道空间形态、经济业态、环境生态

和文化活态；完整街道设计理念要求街道更

新应涵盖U型空间内的交通、市政、景观、

建筑等各类专业要素；人文关怀设计理念要

求街道更新应系统提升街道空间的功能品

质、服务品质、生态品质、文化品质，让街

道有温度、有活力、有品位、有颜值，实现

街道精细、精致、精彩。

44 街道更新策略街道更新策略

为更好践行街道更新设计理念、全面提

升街道功能品质，提出全要素、全专业、全

链条3方面街道更新策略。

1）“全要素”是工作思路创新，也是街

道更新工作的底层基础，旨在全面统筹街道

U型空间内的各项要素。在研究街道更新方

案时，应全面调研街道现状条件，将街道U

型空间内各项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

析。在确定改造需求时，应充分考虑城市更

新的实际需求，以解决问题为根本导向，结

合道路横断面优化、停车治理、管线改造、

绿化提升、设施美化、建筑拆违、建筑立面

整治等方面，因地制宜确定更新内容，打造

简约而不简单的街道形象。

2）“全专业”是工作模式创新，旨在打

破传统分专业设计施工壁垒，提高街道更新

工作效率与工程品质。在实践过程中，应充

分发挥规划统筹优势，联合政府各相关部门

a 台阶老旧、不统一 b 店招杂乱

c 建筑立面老旧 d 色彩混乱

图4 沈阳市街道空间典型建筑问题

Fig.4 Typical architectural issues in Shenyang's street spaces

资料来源：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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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过街设施、立体过街设施、无障碍设施、交
通隔离栏、交叉口渠化、港湾式公共汽车站、公

共汽车候车亭、交通诱导屏

道路横断面优化、人非共板整治、非机动交通空
间梳理、彩色路面

机动车停车、非机动车停车

架空线入地、老旧管网更新、排水防涝、生命线
工程

多杆合一、多箱合一、管线集并

透水铺装、生态树池、下凹绿地、蓄水模块、雨
水花园、生态多孔纤维棉

路侧绿带、路侧绿地、节点绿地、植物配置

街道设施带、公园设施小品

市政设施、围墙、桥底空间利用

拆除违建、门头台阶整改

立面清洗、立面翻新、广告整治、牌匾序化、空
调遮罩、基础勒脚

建筑亮化

市政版块

景观版块

交通版块

建筑版块

路权优化

设施完善

停车整治

管线改造

线箱集并

海绵建设

绿化提升

街道家具

设施美化

建筑拆改

立面整治

建筑亮化

图5 城市街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

Fig.5 Comprehensive guideline system for urban street renewal

成立工作专班，实行日调度、周汇报工作制

度，做好与相关单位的全面对接。针对道路

横断面优化、架空线入地、雨污分流、多杆

合一等关键内容召开专题协调会，从交通、

市政、景观、建筑等多专业角度落实街道更

新方案相关要求及可行性研究，打造地上地

下统筹、平面立面融合、规划实施一体的全

专业工作模式。

3）“全链条”是工作机制创新，旨在确

保街道更新设计理念的有效落地。从前期现

场调研、问题分析，到街道更新内容研究及

具体方案设计，再到施工方案最终确定，全

程应尽量采用一套工作组织流程，全链条开

展规划、设计、施工方案研究，以避免设计

理念误读，确保前期提出的理念能够在后期

得到有效落实，通过街道更新切实让居民拥

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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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以人为本、完整街道、人文关怀的

设计理念，落实全要素、全专业、全链条街

道更新策略，本文对街道U型空间内各项要

素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构建街道更新全要素

指引体系(见图5)。

1） 道路版块：落实“横断面不大动”

原则。

城市道路更新内容包含 3类 14项要素。

街道更新不是对原有内容推翻重建，而是对

城市街道空间的有机更新。对于现状基础条

件较好的道路原则上不应大拆大建，而是通

过对非机动交通空间梳理和优化、各类交通

设施补强和完善、道路停车综合整治，以及

对道路两侧绿化景观、建筑退线空间等进行

局部更新，实现街道公共空间功能品质提升。

2）市政版块：落实“高标准建设”要求。

市政更新内容包含3类13项要素。应实

现高标准建设，避免道路“开拉链”、年年

修，力争改造之后 10 年不破路。针对供

水、污水、雨水、电力、通信、路灯、道路

监控、供热、燃气等各类专业管线，应编制

道路管线综合规划，全面指导街道更新管线

建设。针对架空线入地、雨污分流、线箱集

并、海绵城市建设等，应开展专题研究，综

合考虑街道现状、工程造价及实施效果等因

素，确定更新改造方案。

3）景观版块：践行“园路一体”理念。

景观更新内容包含 3类 9项要素。应充

分贯彻“园路一体”理念，总体实现街边绿

地与道路景观的互相渗透、有机融合。路

内、路侧、街角的植物配置应协调，尽可能

保留长势良好的乔木和灌木，并充分利用口

袋公园增加居民活动空间。街道设施、公园

设施等街道家具设置应充分考虑居民需求，

体现人文关怀。市政设施、围墙等美化方案

应结合街道所在区域特色体现街区文化。

4） 建筑版块：践行“精细化微改造”

理念。

建筑更新内容包含 3类 9项要素。建筑

更新应充分贯彻微改造理念，以问题为导

向，因地制宜确定更新内容，力求以最小投

入取得最好效果。结合实际情况与改造需求

制定建筑拆违整改方案，通过门头台阶整

改、店面招牌改造、立面清洗翻新、空调遮

罩等方式完成街道两侧建筑立面更新，以微

创手法实现街道U型空间内各项要素一体化

统筹提升。

通过街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的有效应

用，可快速精准实现对街道U型空间内各项

要素的逐项摸查与更新评估，全面指导街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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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工程的精细化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

66 结束语结束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街道

在传统的交通集散、公共活动功能基础上逐

渐被赋予生态游憩、文化彰显等更多功能属

性。城市街道更新也应适应时代潮流与人民

需求，逐步向全要素、完整街道方向发展。

本文基于沈阳市街道更新工程实践，构建街

道更新全要素指引体系，为街道U型空间的

全要素更新提供理论支持与技术抓手。通过

有效应用这一指引体系，沈阳市已经高质量

开展了几十条街道更新实践，实现了“街道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建设目标。未来随着

城市更新不断推进，城市街道更新全要素指

引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通过加强跨

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等方式，推动城

市街道更新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以适应城

市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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