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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Governance and Accurate Renewal: A Case Study of the Action Plan of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Unit in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系统治理与精准更新视角下的社区规划探索
——以周家桥街道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为例

吴秋晴   赵宝静    WU Qiuqing, ZHAO Baojing

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剧了社会的差异化与复杂性，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的空间单元，近年来被

视为改善一系列城市问题的重要抓手，这对规划编制与实施路径提出更高要求。以上海市长宁区全域范围开展的“15

分钟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中较有代表性的周家桥街道实践为例，探讨社区规划如何从单纯的规划方案向行动、实施、

管理等多维度层面转型。通过梳理该行动规划在理念与模式、规划路径、更新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探索，提出社区规划在

系统治理与提升规划精细度方面的可行方法，以期在促进行动项目高效精准落地的同时，实现稳固社会结构、构建更温

情生活共同体的愿景。

The rapi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increas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ety. As a spatial unit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community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patial starting point to improve 

a series of urban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ts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Based 

on the action plan of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unit carried out throughout Changning District in Shanghai, and taking the practice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planning from simple planning scheme 

to multi-dimensional levels such as a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By combing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this action 

plan in terms of concept and mode, planning path and renewal strate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thods of community 

planning in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system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hoping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anchor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building a warmer life community while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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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内涵提升型更新及场域营造是存量

规划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1]。由

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发展而来的社

区概念，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局限于“空

间的接近”这一地理学条件，而是更强调“精

神上的接近”[2]。随着城市逐步由外延增长转

向内生发展，以及人口结构演化带来的多元诉

求，体现生活共同体特质的社区生活圈概念逐

渐受到重视[3]，以其为基本单元来完善与创新

城市生活体系、促使空间—社会一体化构建已

成为共识。

近阶段，上海的社区与生活圈规划实践以

行动规划为主要方向。着眼于社区急难问题、

实施具体改造的行动规划，是单元规划与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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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顶层刚性要求在街道层面的精细化对接与实

施载体，但在应对更多元的利益群体、更精细化

的空间利用与更复杂的社会治理等要求方面仍

存在一定局限性。为更好地契合城市睿智发展的

转型路径，应对新增用地紧张、存量土地开发成

本趋高、社会高异质化、居住高密度化等因素下

的实施问题，社区行动规划正不断完善编制逻辑

与方法，探索更为灵活、精准与可行的应对策略。

2020年，为积极响应《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

2035”）提出的以社区生活圈为基础构建多元

融合社区的顶层目标[4]，长宁区在完成新华路

街道生活圈规划试点的基础上，启动全区10个

街镇的“15分钟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编制

工作，是全市乃至全国第一个全面开展该项工

作的区县。周家桥街道作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成熟型社区类实践，基于街道的提升需求大、

空间紧约束条件，系统统筹资源、精准施行更

新，积极将社会与治理要素纳入考量，提升社

区的包容度与成长性，探索社区行动规划在理

念、方法与更新策略等方面的转型。

1   背景：定制服务需求下的社区行动规

划实践思考

1.1   从概念转向实施，上海正推动多层面的

社区生活圈规划

自2014年在首届世界城市日论坛上提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基本概念后，上海正不

断将这一概念具体化、可操作化。根据不同生

活圈规划编制主体、目标与服务对象的不同，

上海目前相关规划实践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一是全市层面作为顶层技术引导的导则类或

定标类发展策略型规划，如《15分钟社区生活

圈规划导则》等技术文件[5]；二是以区或街镇

为主体开展的系统性的15分钟生活圈构建规

划；三是针对解决定向目标的专项类规划，如

公共服务的配置规划，或针对不同生活圈差异

化需求而作的专项类规划等（如面向深度老

龄化社区的为老规划等）；四是侧重于近期生

活圈改善或建设的社区行动规划。社区层面的

规划已不局限于居住街区范畴，初步形成覆盖

全市及街镇的体系性探索。

1.2   从蓝图走进生活，行动规划成为近期生

活圈实践的重要抓手

在4类社区生活圈规划中，社区行动规划

成为上海近期实践重点，自2016年起由点及

面推进各类社区生活圈的更新试点工作，已落

地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社区项目。近期行动实践

主要聚焦中短期建设指引，综合考虑需求紧迫

度、实施难易度与实施主体积极性等因素，联

动社区各部门、统筹各资源，确立改造项目清

单并监督推进实施，具有高实施导向性、问题

导向性的特征。如2017年启动的浦东新区缤纷

社区建设行动，选取与居民密切相关的9类公

共要素更新试点项目，形成9项行动，并在1—2

年内落实实施（见表1）。

但行动规划在社区整体综合性提升、近远

期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现阶段实践主

要集中在公共空间的微更新层面，难以有效传

导并及时校核与优化上位法定规划的顶层刚

性要求，在现行规划编制与实施体系中的整体

融合度仍偏弱，也较难响应街道层面长效动态

更新中的陪伴式服务及自治力培育的需求。

1.3   从微更新至全域提升，亟待施行系统思

维与精准治理的定制化行动方案

随着城市制度逐步转向微观领域的精细

化填充，传统规划实施路径开始探索更开放与

弹性、沟通协作式的创新应对[6]，社区生活圈

规划成为精准衔接顶层规划要求，定制化传导

至街道乃至街区层面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

更多元的社区生活群体带来更丰富的设施与

公共空间使用需求，尤其对文化、精神层面的

诉求逐步升级，健康与韧性等理念也正受到重

视。这些背景趋势都对社区更新行动项目的制

订提出更高的要求。

为实现社区生活圈倡导的综合发展、社会

融合、因地制宜、动态适应等愿景，实现更和谐

与包容的共同生活体状态，社区相关行动规划

亟待探索空间建设背后对精准实施与系统治

理要求的满足，从微点式更新转向更为全域、

体系化的编制与实施路径。

1.4   以周家桥街道为典型样本的成熟型社

区更新行动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周家桥街道具有较强的样

本探索意义。作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成熟型社

区，其可更新或开发的潜力部位已在近年历次

更新行动中基本梳理完毕，街道可展现个性化

要素、可挖潜提升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历经

1998年起10年的棚户区改造，以及近年来精

品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等实事项目，较长宁

区内其他街道，其在整体居住环境与基础设施

配套等方面已呈现较好水平，居民基础型诉求

表1  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9项行动列表

Tab.1  List of 9 actions for colorfu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Pudong New Area
更新要素 行动内容

公共服务设施
运动场所 利用零星、闲置空间，改造为社区运动场，如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点等

微设施体 结合街角、街道空间或闲置设施，挖潜并设置综合便民服务点，将与百姓日
常需求关联度高的微型设施 / 装置集成布局

公共开
放空间

挖潜

街角广场 挖掘现状既有广场、绿地或闲置、使用效率低下的空间，进行符合居民使用
需求的更新改造口袋公园

破墙共享 选取学校、公共服务设施等，通过拆除部分围墙，将内部公共空间对外开放，
实现共享

提质 艺术空间 结合各类社区公共空间，展现公共艺术，植入系列文化创意活动，营造活力
和生活气息

活力街巷 选取社区中生活性道路进行改造提升，实现从道路到街道的转变

慢行网络 慢行路径 结合街道实际情况，打通或改造提升步行 / 非机动车通道，类型包括人行道、
慢行支路、街坊通道、地块公共通道、自行车道等

林荫道 选取 4 车道以下的城市支路进行林荫道改造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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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满足。同时受限于成熟型街道的空间紧

约束条件，社区可提升空间较小，传统规划可

施行的范畴极其有限。在最新编制的长宁区单

元规划中，周家桥除辖区东侧少部分毗邻中山

公园商业中心的用地，其余均未列入长宁区整

体空间结构中的“两翼、三心”发展核心区域

（见图1）。因此与传统中心城区更新型社区规

划不同，周家桥街道的行动实践通过政府主导

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统筹推进与分级实施相结

合、解决问题与打造亮点相结合，基于街道的

人口特质与空间条件，在区层面生活圈行动技

术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行定制化策略，探索

了系统治理的更新方法。

2   转型：聚焦社区包容与场域塑造的行

动理念与模式

2.1   治理维度：全过程民主的人本思维转型

（1）深度公众参与

行动规划普遍关注社区在地性的提升[7]，

强调全过程、分阶段、多方式的公众参与。社区

自身是行动规划的直接体验与受益者，应全过

程发挥社区主体的参与意识。2021上海城市

空间艺术季就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

城市”为主题，实景展示各类社区生活圈规划

广协同、高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成效。之后，上

海发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

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六共”工作方法①，助

力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打造。同时，

公众参与正逐步强化民主与公平性，尤其注重

纳入老人与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意见，如增强社

区公众事务的开放度与宣传度，提升专业规划

公示成果的易读性等，并强调对社区各相关主

管部门、在地企业与社会团体、物业公司等多

元社区主体的意见纳入，鼓励搭建各类基于互

联网、大数据的规划众筹平台，避免精英与专

业视角的单方面决策。

（2）持续赋能培力

尽管公众参与的程度在稳步提升，但规划

参与的层级目前仍整体偏低，主要停留在前期

调研与公示意见反馈阶段。除可参与的平台与

渠道有限，公众普遍对生活地的规划情况、可

提升途径等了解较少。因此，对社区协同参与

能力的培育愈来愈受到重视[8]。

在周家桥街道的行动实践中发现，在地

公众规划力的提升可对行动项目的系统与精

准立项产生积极作用。在覆盖全域的问卷调

研，以及针对街道主要工作部门与30多个居

委的持续性实地访谈中，积极发挥宣讲会的

媒介作用，向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传导社区生

活圈发展目标与重要理念，尽可能避免枯燥

的专业语境，通过与所在社区进行高匹配度

的更新案例介绍，引发公众共识并拓展思路。

居民最初对社区规划认知较为局限，相关更

新诉求集中在住区围墙内空间及补充基础型

公共要素等方面，而通过专业培力，收获了较

多关于社区公共区域的建设性意见，公众主

动参与的意识也在增强。随着行动规划的后

续实施，如能对社区在地组织及居民持续性

赋能培力，则将进一步推进社区自治氛围的

形成。

2.2   社会维度：强化动态融合而非终极蓝图

（1）协调各方利益

社区场域理论提出社区的构成结构与要素

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互动中，因而社区生活圈

规划尤其是行动规划，并不过分强调对终极美好

蓝图的实现，而是更关注实施过程中各类博弈协

商、共识达成及动态适应[9]。社区行动的目标在于

物质空间更新提升背后不同社区利益主体间的

价值认同[10]，社区规划在努力实现多元与个性化

公共服务的同时，更强调融合高异质化社区的情

感，降低社会隔离，塑造和谐氛围[11]。

以周家桥街道的规划实践为例，在行动目

标设定上，将社区多维需求与情感的融合放在

首要位置。基于街道人口结构与需求特征，既

夯实老旧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又关注对

就业创业、文化康体、睦邻友好等提升型需求

的满足。同时，基于辖区横向狭长的特征，充分

组织与利用重要的带状空间，发挥纽带作用予

以联通，促发多元公共活动展开。这一实践通

图1  周家桥街道在长宁区单元规划整体空间结构中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in the overall spatial structure of unit planning in 
Changning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长宁区单元规划》绘制。

注释： ① “六共”工作方法指治理机制共创建、社区需求共商议、规划蓝图共绘制、社区家园共建设、建设成果共享用与治理成效共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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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强调服务共享、景观共情、空间共融与实施

共治等目标，探索行动策略精准度与多元性提

升的可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度与包容性。

（2）融合多元场景

社区规划的概念与范畴也正逐步外延，不

仅服务主体开始向居民以外的就业人群等覆

盖，空间维度也向传统住区外的商务与产业片

区延伸。与此同时，社区的多功能、多场景容纳

也正逐步得到重视，社区规划正转向更为综合

的系统规划。如2019年新加坡总体规划将社区

多场景生活理念应用至CBD地区，在塑造全球

金融中心的同时，实施多策略以容纳更广泛的

功能需求并创新生活方式，以期将CBD地区转

变为动态与精彩的城市社区。因此，侧重实施

层面的社区行动规划更应体现规划的柔韧性

与适应性，在传统的指标罗列与平面定位方法

之外，更强调在社区发展目标与既有法定规划

要求下提供对各类设施与空间的可选择性指

引，并关注对社区全要素的统筹与规划[12]。

3   方法：基于系统治理的全域行动路径

探索

3.1   体系衔接：法定规划的柔性传导

社区规划的编制过程和规划成果应积极

融入现行规划体系[13]。目前，社区规划已逐渐

覆盖多地域与行政层级，但近期因实施进度的

紧迫需求，行动规划的编制往往较少涉及与上

位法定规划的互动。上海目前已构建了全域

覆盖、分层管理、分类指导的规划编制体系，在

总体规划—单元规划—详细规划的管控要求

下，有细致调研基础、并与基层行政体系紧密

结合的社区规划，应成为法定规划的精细化

实施衔接平台。一方面，行动规划可通过整体

细化评估，对品质提升型要素的具体配置内

容与建设进行指引，并可对实施确有难度的

上位规划要求提出一定的优化调整建议；另

一方面，对于两级规划体系中均不作强制性

建议的要素，行动规划可结合社区实际诉求

落实相关行动要求。

周家桥街道的行动实践发挥了对上位法定

规划的柔性传导作用（见图2），尽可能夯实前

期调研工作，在社区整体公共要素体系完善的前

提下研究街道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此基础上明确

核心更新要素，并为街道定制各类提升型更新策

略，最终聚焦评估出的社区核心急难问题及可行

资源等制定特色化的百余项行动项目。

3.2   维度延展：涵盖广域的综合行动

社区规划应尽快实现向综合性规划的转

型，体现生活圈即微城市的概念。但侧重目标

与问题导向型的社区行动规划，可在规划编制

中实施更灵活、更具针对性的路径，在确保完

整性评估的基础上，行动方案阶段可仅针对核

心问题要素提出方案。

以周家桥此类已进行过多轮更新的成熟

型社区实践为例，评估视角做到广域覆盖，但

在方案阶段仅聚焦评估出的7个核心特征提出

相应的更新策略（见图3）。在尊重街道现有

空间格局与文脉的前提下，这一行动规划针对

不同的人群特征及各资源基础，以定制化的修

补、提质等方式推行社区精准更新，在这一编

制路径下提出的行动项目（见图4），较同类型

实践可实现更为系统性的联动效果。

3.3   多元包容：因地制宜的融合规划

社区行动规划也尤为强调因人因地施

策，本次周家桥街道的实践充分探讨在这一行

动导向下的编制方法。周家桥街道是长宁区人

口较为集中的国际型生活社区，居住人口密度

达到3万人/km²，现状居住用地占街道总用地

比例高达54.3%。其中境外人员约1.40万人，

同时街道内60周岁以上老年人约1.79万人，

占比30.9%（见图5），生活人群结构多元，对

生活品质整体要求较高。同时与传统街道的行

政边界不同，周家桥的辖区呈横向狭长型特

征，居住小区建设品质差异较大，以东、中、西

3个网格片区为区块，社区诉求也因此呈高异

质化。街道西片区以2000年以后建设的高品

质商品住区为主，而中部、东部片区主要为20

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建设的公房、老大楼等

（见图6）。由于居住人群多元属性，相关诉求

存在显著差异，如外籍人口较高的天山华庭、

天山河畔花园等对涉外管理、高品质文体、交

往服务需求高；高龄化人口占比较高的老小区

则关注居家养老服务、买菜、停车等难题（见

图7）。

结合街道特质及主要问题，社区行动规划

图2  融入整体规划体系的周家桥街道社区行动规划编制路径

Fig.2  Preparation path of community action planning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planning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基于社区特质的多维定制化行动示意图

Fig.3  Action diagram of multidimensional customized planning based on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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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轴带动、三区并进的总体发展思路予以分

区施策。充分发挥长宁来福士、上海国际体操

中心、长宁区妇幼保健院等地区级商业、文体

及医疗资源等优势，联动社区级各服务资源，

结合各区块的特点优势，对街道东、中、西3个

网格片区因地制宜定位，推进行动项目的布点

建设。同时重点对街道内部苏州河滨河秀水带

与长宁路公共服务轴两条重要带状公共空间

进行一体化提升，以此带动3个片区的生活融

合，营造温情社区氛围。

3.4   分阶行动：全生命周期的建设指引

基于全域行动的规划路径，行动规划也

需突破短期指引的壁垒，在时间维度方面兼顾

远景行动的有效指引。周家桥街道最终在形成

85项近期推进项目的同时，还规划了6项创造

条件项目与7项持续推进项目。其中占比最高

的近期推进项目聚焦对社区基础公共服务短

板的补充，并已基本落实建设空间与资金，在

2024年前将全体实施完毕，大部分在2022年

前可完成建设。创造条件项目侧重于对社区整

体功能的提升，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可以

启动。持续推进项目则是基于社区系统性评估

后认为较有必要实施、但有一定建设难度的项

目，列入远期储备，指导后续社区建设。

为便于规划编制后的实施跟踪，每个行

动项目均列明了实施主体、责任办公室、资金

来源及安排，并初步排定了建设时间，较传统

社区规划加大了实施实效。通过近百项覆盖服

务、出行、居住、休闲与就业等方面的行动项

目，周家桥街道未来的公共服务绩效将呈显著

提升（见图8）。

4   行动：基于精准更新的核心要素提升

策略

4.1   提质需求下的公共服务多维完善

近阶段的社区行动规划往往因时效性需

求，较少涉及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更新增补。

而作为基础条件较好的成熟型住区，周家桥街

道的行动重点落在对社区趋向多元化与高品质

化的需求满足上。行动规划不仅将公共服务要

素从立项配角变为主角，通过50余个项目，将公

服设施总规模新增约4.1万m²、更新约1.9万m²，

同时还针对存量用地极为紧缺的空间瓶颈，探

索智慧、精准的修补方式，在大规模补充设施量

图6  周家桥街道现状住区分布情况示意图

Fig.6  Distribution of current residential areas in Zhoujiaqiao Sub-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基于问卷调研的周家桥街道各片区社区需求差异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munity demand differences in various areas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周家桥街道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项目布点示意图

Fig.4  Layout of action planning project of life unit in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周家桥街道现状人口结构示意图         

Fig.5  Curr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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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不增加现有社区空间使用压力。

（1）智慧填补基础服务盲区

基于前期评估出需重点补充的菜场、活动

室、日间照料等设施缺口，行动规划针对各设

施使用特征，采取灵活挖潜与共享利用等方式

予以解决。如针对菜场盲区，通过增补菜店、微

菜场等小体量设施满足服务半径需求。而对于

社区各卫生设施达标建设要求，一方面，通过

对现状白玉兰医院所在建筑加层拓建予以落

实；另一方面，引导近期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项

目与社区卫生站相邻设置以形成若干医养结

合点。此外，将街道周边可共享设施一并纳入

调研统计，打破配置的孤岛效应，探索统筹利

用可能。

行动规划还通过利用闲置建筑资源积极

嵌入近期社区急需设施。如在老旧社区内，利

用沿街裙房等空间补齐文化活动室、居委会办

公点等。而在新建商品小区内，利用会所资源

建设自治睦邻点，远期还将积极探索辖区内如

天山河畔花园、仁恒河滨花园、雍景园等会所

的对外开放，引进市场运营主体，为周边居民

积极引入市场化养老托幼、助餐等服务。

（2）度身定制特色提升服务

结合社区发展趋势，行动规划重点根据前

期调研评估，有效补充社区高需求的提升型公

共服务，重点完善面向老幼人群的宜养类服务

内容，以及文体与涉外服务类设施配置，同时

兼顾在地办公人群，提供必要服务支撑。如行

动规划积极营造安全与全龄友好的街区环境，

在与商办开发项目捆绑增设托育中心、缓解周

边居民及楼宇白领托育难问题的同时，增设多

处儿童乐园，提供科普教育、体验自然与全面

学习活动的机会。此外，行动规划也积极增加

体育健身场所的覆盖率，不仅在大型开放绿地

中差异化地配置各类社区运动场与全民健身中

心，还结合苏州河滨水漫步道增设长达2.5 km

的健身步道与跑步道环线，并通过照明设计营

造夜跑氛围。

（3）借力市级设施联动更新

基于街道空间紧约束背景，本次行动规划

还重点探讨了社区设施与高级别公共资源的

联动更新可能。结合一系列正在开展的区级重

大建设项目，复合设置一定比例的社区级服务

功能，加快相关项目落地见效（见图9）。如结

合一纺机绿地改造及商务楼宇开发，配合设置

总量达1.6万m²的社区级设施用房，包括托育

中心、助餐点等功能，服务楼宇白领及周边居

民。结合电子学校的建设，增设近5 000 m²的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4 h共享社区乐园等设

施。结合改造中的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与长宁区

妇幼保健院项目，利用地下等空间复合布局一

站式邻里服务综合体等设施。此外，行动规划

鼓励街道辖区内的学校、会所、企业停车场地

图8  周家桥街道美好生活圈行动规划项目及实施绩效示意图

Fig.8  Action planning project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life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与高等级设施联动更新的社区行动项目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munity action projects linked with high-level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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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周家桥街道整体慢行网络架构及沿线主要行动项目示意图

Fig.10  Overall slow traffic network structure of Zhoujiaqiao Sub-district and 
main action items along the lin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苏州河滨河秀水带行动项目一览

Fig.11  List of high cultural action projects along the Suzhou Ri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向社会开放，建立停车错峰共享机制，远期还

将结合一纺机地块改造为居民提供一定规模

的电动车停车位，合力缓解社区停车难题。

4.2   存量语境下的慢行脉络系统梳理

低碳与健康的出行方式也是社区规划行

动的重点方向，周家桥社区行动积极探讨了存

量语境下的效率应对方法，对整体慢行空间脉

络进行梳理，有效提升道路网密度，并在此基

础上设立核心通道及节点更新项目，充分吸纳

社区生活的同时，塑造特质化的慢行环境。

（1）对低碳公共出行的有力引导

由于周家桥街道辖区狭长，且现有轨交

站点布局便捷度不高，公共交通整体出行条

件并不理想。一方面，行动规划强调对慢行网

络的体系化塑造，提高社区街区整体的可步

行性和通达性，系统改造7条城市道路与16条

背街小巷；另一方面，重点提升苏州河及长宁

路两条核心廊道空间，强化横向联通带动作

用，联结地铁站点形成便捷舒适的日常出行

网，并通过分段提质、塑造特色林荫路体系等

策略，避免长距离可能产生的单调体验感（见

图10）。

（2）对街区公共生活的友好吸纳

打造慢行系统不仅要提升通达性，也要提

升居民对公共生活体验的舒适度。行动规划对

周家桥街道有条件的慢行通道沿线界面，均要

求尽可能设置小微型商业与社区便利设施等

活动生成性功能。如长宁路沿线通过挖潜一系

列低效利用的节点微空间，规划为小绿地、微

景观、休憩点等，利用部分建筑后退空间以及

通过对道路转角等空间的处理，提供更多的可

驻留交往场所，让长宁路及沿线既承载速度的

“快”，又体现环境的“美”和生活的“乐”。而

苏州河沿线复合植入了更多的老人与儿童活

动场地及慢跑道等运动休闲类设施，体现全龄

友好与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未来还可通过一

定的设计引导，避免新建项目出现大体量建筑

形态，而是通过较小规模的建筑组群提供更多

的内部街巷空间，促发街区内公共交往。

4.3   融合导向下的社区空间活力再生

与一般公共空间急缺、亟待更新的老旧社

区不同，周家桥街道现有公园绿地建设品质较

高，同时各居住与公共设施地块的内部附属绿

地丰富。因而行动规划将重心从空间提量转向

对高异质生活群体背景下可亲密交往社区网

络的搭建上[14]。

（1）弱化物理边界的场域塑造

行动规划兼顾了住区围墙内外空间的一

体化提升。一方面，积极更新围墙内部各类小

区游园，着重生态化、艺术化、活力型的提升。

在有条件的小区内挖潜社区农园，将现状近乎

荒废的园地打造成居民可见、可得、可享的共

享乐园。同时有力提升楼道等社区半公共空间

的共享度，复合设置公共书屋等终身教育、艺

术与文化类小微服务空间。另一方面，住区边

界也在进一步被模糊与活化，街角、建筑前区、

小区入口等空间被系统性地梳理并进行分批

更新，将成为动静皆宜的户外交往“客厅”。

（2）强化文化共识的空间营造

行动规划也加强对街道主要地方性文化

要素的甄别，并介入行动项目的设计，以期凝

聚社区文化共识并提升景观在地性营造。如结

合“苏河周桥”“一街一品”等近期行动项目，

通过导视系统和艺术装置，在苏州河沿线公共

空间内强化艺术人文品鉴，重现民族工业及红

色历史印记（见图11）。未来一纺机项目还将

以文化更新为开发导向，通过对老工业建筑群

的一体化改造并植入社区文化类功能，强化整

体空间特质并锚固社区情感。

5   结语

行动规划已成为近期上海社区与生活圈

相关工作的主要实践抓手，易与各基层行政部

门的年度工作结合，有助于加快落实资金等建

设要素，具有更强的实施时效性与显示性。基

于目前大部分行动规划在应对社区综合性提

升需求方面的局限性，本文以周家桥街道实践

为例，探讨聚焦社区包容与场域塑造的定制化

行动创新方面的可能，提出规划编制架构应充

分融入系统治理思维，兼顾全时维度与广域公

共要素，因人因地精准施策并制定行动项目，

实现对法定规划的柔性传导，从物质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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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思考，行动规划也依然存在若干

亟待应对的不足与挑战。如针对全方位的数字

化转型要求，参考新加坡经验通过建立智能化

模型优化社区更新项目的预算与实践分配[15]；

针对高效实施推进的需求，进一步打通社区规

划对上位法定规划的反馈及优化调整通道；针

对公平正义的治理导向，加快建立对行动规划

长期监测及规划师岗位设置等机制，强化对社

区的陪伴式规划服务等。希望扎根于社区的行

动规划，让15分钟步行可及的时空标尺成为衡

量人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的鲜

活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