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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ld Urba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vival: A Case Study of Qingyangyuan City, Chengdu

钟  婷    ZHONG Ting

城市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形成城市灵魂，是城市的核心价值。目前我国老城区大部分处于衰退的境地，缺少从文

化复兴的角度进行规划实践。结合宏观大势，以成都青羊源城为例，初步探索老城区在文化复兴视角下的规划方法，从物

质空间环境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3个方面提出空间魅力传承与复兴、培育新动力、复兴生活形态3大策略，强调文化

空间特色的挖掘，基于文化空间引导新的发展动力有序嵌入特色空间载体，并延续文化生活形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The city has its own histor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forms the soul of the city and is the core value of the city. At 

present, most of China's old cities are in the recess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planning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juvenation. On the basis of macroscopic trend,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the upgrading plan of the old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juvenation. Taking Qingyangyu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itially explores the plann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he old city,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space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n, it proposes three strategies of inheriting and revitalizing space charm, cultivating new power, and revitalizing 

life form, to emphasize the excavation of cultur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to guide the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based on cultural 

space embedding in the characteristic space carrier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continue the cultural life form, to realiz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坚定

文化自信，将文化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成都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明确成都以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为目标，首次提出“天府文化”

的概念，聚焦于“天府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复兴视角下老城区发展策略
——以成都青羊源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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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元文化生活场景等内容，将文化全面融

入城市发展战略与目标，以文化为着眼点的城

市发展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本文以成都青羊

区为例，从文化复兴视角对青羊区的产业、形

象、资源利用等实践进行解读，希望能为我国

同类区域提供理念与方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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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复兴对于城区规划的启示

1.1   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指的是城市人群在特定的城

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既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化，也包括现代

进步的新文化[1]。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

义，城市文化即“文化遗产、文化实践和文化

表述”。文化遗产指历史城区和城镇的风貌与

建筑、城市及社区；文化实践指发生在老城区

中的一系列活动；文化表述包括文化生产和消

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节日和运动[2]。

1.2   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是指强调以文化为核心的全面

整体振兴，主要通过与文化相关的手段如重

建重大文化建筑、举办重大文化盛会、发展文

创产业、打造文化产品等实现。文化复兴的主

体是城市，而不是文化，主要是通过在每个阶

段和每个方面都和文化有关的手段来达到城

市全面振兴[3]2-3的目的。

文化复兴最早源于欧洲发达国家，是城市

更新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旧城区复兴模式。

成功的范例有英国伦敦及泰晤士河通道区复

兴、法国巴黎贝西地区复兴、爱尔兰都柏林坦

普尔沙洲复兴、西班牙毕尔巴鄂复兴等。总的

来讲，可以概括为3种模式。一是以大型文化设

施、公共空间建设及文化品牌引入为特征的文

化引导型复兴；二是以小范围、小尺度项目介

入的文化带动复兴；三是以文化为核心，将文

化与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共同作为地区战略

的全面文化复兴[3]15。我们可以将文化引导型

复兴看成是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而全面文化

复兴是文化复兴的理想状态，其主要包括物质

空间环境复兴、经济复兴和社会复兴3个方面

的内容。（1）物质空间环境复兴包括建筑形态

的优化与开放空间的整理、公共空间艺术的提

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重要意向性文化符号

的使用等；（2）经济复兴包括新兴创意产业的

引入、旅游业的兴旺、文化活动的策划和举办

等；（3）社会复兴主要表现在人本关怀、社区

治理、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面[3]24-37，[4]。

1.3   文化复兴对于城区规划的启示

城市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文化的载体。老

城区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它既保存了某个历史

阶段的城市生活场景，又保存着城市发展的

历史信息，最能反映城市的特色和风貌。我国

绝大多数文化资源分布在老城区，但过去一

味注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已

经造成城市文化资源的消失以及城市历史文

化的严重丢失。而文化复兴注重物质空间的

保护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对于城区历史空

间格局，重大文化空间的延续、文化成果的创

造性转化以及城区文化生活场景的展开均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5]。

因此，老城区提升规划实践应该挖掘城

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护现有的历史文化资

源与重要的文化建筑，保护城区的整体格局

与风貌；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实现城区整

体环境的改善与活力提升；通过对历史建筑

的再利用、对文化资源的恢复与再利用，提升

地区文化魅力，吸引年轻而富有创意的人才，

通过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化城区的产业

结构；通过文化强化区域文化特色，创造地区

品牌，增强居民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感。

2　老城区文化复兴的主要策略

城市的核心是人，无论“硬实力”还是

“软实力”，城市发展成果应由城市市民共享。

结合文化复兴实践案例对老城区规划的启示，

文化城区建设既需要壮大经济、做强产业，增

强发展“硬实力”，也需要传承文化、改善民生，

提升发展“软实力”，将文化融入城市功能、物

质形态和社会生活等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笔

者提出，要以文化为核心，从保护与发展两个

维度出发，包括空间格局复兴、功能产业复兴、

历史文化空间复兴和生活形态复兴（见图1）。

2.1   老城区传统空间格局保护

老城区传统空间格局保护包括城市整体

空间格局以及重要文化资源集中片区的保护。

其中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保护集中在对于体现

历史环境的要素的保护，包括城墙、历史轴线、

传统街巷、河道空间与尺度等，需严格控制新建

建筑的高度与体量以及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的

延续；由于我国大多数城市的选址建设往往依

照“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传统空间格局的保护应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与自

然的和谐，保护重要的观山廊道、历史水系等。

在重要文化资源集中片区的保护中，应针对历

史文化街区、文化风貌区等片区划定不同的保

护范围，提出管控要求，其中核心保护区要强化

保护对象的原真性；建设控制区要控制建筑风

格、高度、尺度和色彩等重要元素；风貌协调区

的建筑和空间肌理不能破坏老城区整体风格。

2.2   老城区功能与产业提升

老城区往往建成年代较久、人口密集，空

间利用相对低效，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之困。将文

化融入产业发展，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老

城区复兴的必要选择。首先，针对老城区空间资

源紧缺、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的现状，逐步外迁

高耗能产业、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等相关

企业，逐步外迁交通吸引源大的大型公共服务

设施，释放空间资源，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居住

环境。其次，老城区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城市活力，易于萌发文化创意产业。引入创新创

意产业可以极大地推动城市复兴。最后，应该强

化老城区内的文化展示、休闲旅游、商业服务的

功能定位，积极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和休闲服务

图1　老城区文化复兴提升策略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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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促进土地紧凑及多功能混合利用，如北京

某片区功能疏解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人口

结构的调整，最终焕发片区活力。

2.3   老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复兴

由于中国多数城市的快速发展均以原有

旧城作为基础，导致许多重要历史文化空间消

失，文化感知弱化，割裂了文化体验感的完整

性。对城市重大文化空间的激活是提升城区魅

力的重要手段。在老城区的振兴中，应该注重

梳理城市发展脉络，建立反映城市动态发展

历程与特征的城市文化地图是一种有效的手

段[6]，通过挖掘城市文化特质，串联公共空间

载体，通过意向复原城市景观文化要素强化

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感知力；强化历史建筑

的活化利用，植入创意设计、文化展示、会议

博览等文化功能，将现代文化功能植入公共生

活中，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提升建筑价值

与城区活力，从而实现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2.4   老城区生活形态复兴

老城区生活形态复兴是对历史非物质文

化的再现与发展，既要延续老城区的传统文化，

又要致力于创造现代文化[7]182-186。发挥文化潜

在的精神作用，注重挖掘文化基因、延续文化生

活习惯，注重各个层级与类型的文化设施与文

化活动，响应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8]44-47。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结合，挖掘城市生活

文化与习俗，同时将代表性文化活动与体验式

服务结合，再现老城区生活场景。在文化设施利

用与文化活动开展方面，则需要发挥社会各方

力量，强化整体文化空间与氛围。通过举办节事

节庆、建设文化功能设施等方式，将文化融入日

常休闲活动，实现“以文化人”。此外，强化社区

归属感、自豪感和场地感的社区治理也是现代

生活形态的重要内容。

3   青羊源城现实与困境

成都青羊源城是青羊区三环内的区域，总

面积为24.5 km²；户籍人口50万人，该区域是青

羊区乃至成都主城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区

域，拥有文保单位共计4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6处、省级10处、市级14处、区（县）级

14处），拥有4处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了城区约

70%的历史人文景观，是成片历史文化资源最

集中的区域（见图2）。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代

表着纵贯古今的文化传承，是城市文化传承至

今的核心载体，是天府文化的浓缩与精华。

成都中心城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

了以天府广场为核心向外迅速扩张的发展阶

段，在经济体量增大、人口规模大集聚的同

时，快速的建设也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

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资源的破碎化趋势明显。

从当前发展模式看，青羊源城还停留在以

景区、景点带动发展的模式上，注重单个项目的

品牌效应，没有最大化地挖掘整体的价值与效

用。一方面，青羊源城原有的发展动力不足。作为

历史底蕴丰厚的区域，良好的人文环境与配套设

施是青羊源城赖以自豪的资本，也一度成为它吸

引人群、以“西贵”著称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

城市新的建设空间被蚕食，其他区域新兴配套设

施的日益完善，青羊源城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人

口过多带来的交通拥堵、低品质的城市环境是青

羊源城不再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青羊源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统筹，文化资源与空

间资源缺乏有效的管理。单点的景点开发并不能

带动整体城区发展与品质提升，纵然宽窄巷子每

年旅游量达到千万人次级别，但是周边的少城片

区仍旧是落后的城市传统住区的模式与面貌。此

外现有成为景点的文化资源点位占总体的比例

仍然较低，大量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天府文化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

大背景下，青羊源城作为典型区域，有极大的

研究价值。本文从文脉传承与城市复兴的角

度出发，通过传承历史文脉、复兴空间魅力、

优化产业形态和培育生活场景等方面，着重

思考文化和老城区全面融合的发展思路。

4   青羊源城文化复兴思路

青羊源城位于特大城市中心，包含世界

级的文化遗产，在成都提出城市发展模式转

型的今天，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渐凸显价值。青

羊源城独特的文化底蕴、弥足珍贵的文化载

体、创新活跃的文化氛围，使其成为未来城

市发展的潜力和增长点。青羊源城应该依托

现有的文化资源空间载体和所蕴含的多元文

化，以天府文化的核心区为目标，与城市历史

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充分对接，彰显自身独

特的文化价值、丰富的历史文化环境，发挥文

化资源作为成都市区域性功能激发公共空间活

图2　青羊源城文化资源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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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为城市活力发展、整体空间品质提升

提供支持，在空间特色、环境品质、社会活力方

面成为典范。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不能再重复

景点式发展思路，应该着重体现文化产业、人文

空间、人文情怀等内容，需要探索文化和城市产

业、空间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全面融合。

4.1   强化老城区格局保护, 彰显蜀都韵味

纵观青羊区历史，从先秦古蜀到近现代，

每个时代均有典型的历史文化类型与物质载

体，并且全面诠释了整个天府文化的内涵。青

羊区在成都发展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极具

代表性的实践或者产物，鲜明地体现了成都

的发展史，浓缩着成都的精华，是当之无愧的

千年历史积淀的第一主角。

对于青羊源城，按照法定保护—登录保

护—规划控制3级保护体系，丰富保护对象与

保护内容（见表1）。

法定保护指对国家法律法规及四川省、

成都市地方法规明确要求保护的历史文化资

源实行依法保护，强调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包

括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地下重点文物、古树名

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方面，根

据现有资源禀赋，扩展现有历史文化街区的

面积，并新增历史文化街区；另一方面，严格

划定城市紫线，依法执行。

登录保护指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

对于成都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

地方政府相关程序列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包括历史文化风貌片区、特色风貌街道和

历史地名。在特色风貌街道保护方面，以历史

地图为参考，通过道路不改线、不拓宽等方式

对传统街巷路网进行严格保护。

规划控制指法定保护和登录保护未涵盖

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对与历史文

化资源密切相关的周边空间及其依存的自然

环境实行规划管控，鼓励多元化的展示利用，

包括整体格局与肌理、城市传统中轴线、空间

尺度和历史水系等内容。

青羊源城在整体城市风貌与格局上，彰显

“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整体格局，格局要素

包括千年城郭的完整边界（城墙）、象征皇权

礼制的城市轴线、代表营城之源的历史水系，

以及传统街巷形成的清晰肌理。在城墙城门保

护方面，通过恢复城墙城门意向延续城墙厚重

的历史文化，对于城墙遗存，加固沉降、坍塌的

墙体，结合城墙遗址设置公共开敞空间并设置

遗址标识；对于不复存在的片段，叠加民国时

期测绘地图与现状地形图，识别历史城郭落位

并分类，以象征手法强化城墙意向；在城市轴

线保护方面，主要是保护现有的轴线角度，保

护轴线道路断面形式及空间尺度，保持沿线公

共建筑的主体功能，保持轴线的公共开敞性；

在历史水系保护方面，由于成都历史上因水陆

运输带来商阜码头集聚，市场会所兴盛，规划

通过设置滨水主题赏水点控制西岭雪山的观

山廊道等，再现“窗含西岭千秋雪”“二十里中

香不断”的浪漫场景，形成城市整体格局基调。

4.2   成片复兴城市文化空间, 展示全域文化

        魅力

城市文化空间是指占据一定物质空间、

获得居民普遍认可、集中体现城市公共文化

的场所[8]169-173。青羊源城历时久远，历史层次

丰富，相当的城市资源处于不同年代的叠加、

混合多元的状态。因此，规划时需注重空间文

化的多样性，以整体思维将文化空间融入城

市整体空间框架进行解读。

首先建立文化地图。通过解读文献、历史

地图的方式挖掘文化空间，并将其转译成为

可视化图纸；其次开展文化空间的评价，包括

遗址是否得到良好的保护，遗址所在地开放

空间是否融入当地市民的日常文化，活态文

化是否健康并具有可持续性，潜在文化是否具

有进一步培育的可能性等。笔者将青羊源城的

文化空间分成3类：遗址文化类、活态文化类

和其他类。对选定的32个文化点位进行分析

（见图3），将文化点位之间的道路描画出来，

形成文化空间结构简图（见图4），用于判断青

羊源城旧城文化空间与开放空间之间的联系。

从整体上看，青羊源城空间结构比较清

晰，文化空间与公园、水系等开放空间结合

紧密，但多数只是静态展示，呈“冻结式”的

保护方式，整体展示利用不足，未能衍生出

新的文化；分布不均衡现象比较明显，主要

集中在两江抱城区域，二环与三环之间分布

较少。

根据前述文化底图的评价结果，笔者在

文化地图上进行空间重构。空间重构的重点

在于遗址文化地点和潜在文化地点向活态文

化的转化。其中遗址文化地点向遗址、活态双

重转化是核心，主要依据是现有活动具有的

特色和持续性；周边的居住具有一定的历史，

使得该区间具有稳定的活动人群；周边的文

化资源丰富，具有文化培育的潜在价值和整

体联动开发的可能性。根据上述原则，选取活

化点位10个（见表2）。

重构后的文化空间结构简图如图5所示，

扩展形成9片城市主题片区，整体形成3个特色

文化空间片区，以古城为基底，串联历史文化资

源的古城印象区；以文化景区为基础，突出文博

特色的文博体验区；以生活片区为背景，串联生

活场景的宜居休闲区；将体验性强、参与度高的

文化博览、节事节庆、文化演艺和艺术品鉴等作

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体验功能，激活文化体验功

能的空间（见图6）。以文化体验慢行游道的形

式串联青羊源城内的代表性文化点位，建立包

括景区巴士、导览中心在内的旅游服务基础设

表1  青羊源城保护体系一览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保护体系 具体内容

法定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不可移
动文物、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登录保护 历史文化风貌街道、工业遗产、历史地名、地下文物埋藏区、特色风貌街道
规划控制 整体格局与肌理、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水系、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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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青羊源城文化点位评价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青羊源城现状文化空间结构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重构后的文化空间结构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青羊文化地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施配套等措施，构建便于游客自主探索的立体

化城市游览地图（见图7-图8）。通过空间重构

展示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实现价值重构与功能

重构，最终实现文化空间与市民文化生活的紧

密衔接。

4.3   培育城区发展新动力

作为成都中心城的旧区，青羊源城具有

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环境资源负荷大等特

点，近几年随着高新区、天府新区新兴金融集

聚区的崛起，骡马市金融集聚区吸引力下降。

据交通大调查数据，青羊区居民仅有47%在

本区就业。青羊源城需要从旧城复兴和新兴

产业植入方面汲取经验，重新构建文化系统

与城市良性发展的动力机制。

要从文化资源、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入手，

提升文化旅游、影视娱乐、创意设计等功能板块，

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促文，实现文商旅融合

序号 名称 原文化
类型 转向活态文化的依据

3 苏坡公园 其他 周边已经依托清水河形成成熟的居住区，是苏坡文化在成都的典
型区域

6 浣花溪公园 遗址
在浣花溪公园及周边，邀请国内外建筑大师设计展馆并改造存量建
筑，吸引民间文博场馆集聚发展，建设文化博物馆公园，形成新的
城市文化名片

9 十二桥遗址 遗址

十二桥遗址中建筑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柱础以上结构最完整、构件
最齐全、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遗址，现已发现隋唐、秦汉、春秋战
国之际和商代早期的建筑遗迹。与周边琴台路、青羊宫等可形成
联动效应

16 成都古城墙 遗址 成都古城格局的重要体现，具有稀缺性，潜力巨大，且可以与环绕
古城的河流共同打造活力开敞空间

21 少城民居 其他 该区域是原将军衙门的所在地，民居的肌理是典型的鱼骨状，可与
宽窄巷子、祠堂街等联动发展

24 陕西会馆 遗址 该会馆为成都尚存不多的清代会馆建筑，建筑规模宏大，艺术价
值颇高

27 武担山 遗址 武担山传说故事久远，资料丰富，遗存较多，具有较高的保护利用
价值；是老城区稀缺的公共空间

29 祠堂街 遗址 主要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是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紧邻文化
公园

31 北书院 其他 是成都现存较少的、体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茶馆文化的区域，位于罗
城内部，呈现转角的街道肌理，周边住区成熟

32 西郊河公园 其他
具有生态与文化双重价值，是“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
溪”的重要空间载体，周边文化资源集中，是水文化体现最集中
的区域

表2  青羊源城文化空间重构空间筛选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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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业生态圈建设 b 各类可利用空间分布示意图 c 少城文创硅谷功能分布图

图9　成都少城文创硅谷构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发展，以提升空间本底与现代生活生产的复合度

与兼容性，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为高

质量发展凝聚动能，搭建起产业向上攀爬的

云梯，为老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催生新产业、

新创意和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繁荣。

同时，按照产业生态圈的建设理念，针对性

完善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和人才链，促进

产业要素集聚。针对旧城空间有限的问题，

将文化创意产业链分解为创意培育、孵化、

生产、展示和交易5个环节，并结合各环节的

空间需求特征，通过拆旧建新、功能置换、功

能提升3种方式，构筑文创产业发展的空间

支撑（见图9）。

 

4.4   以小微措施激发公共空间活力, 复兴

        生活形态

根据成都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青羊区是

慢行出行比例最高的区域。青羊源城的街道

密度达到9.8 km/km²，为慢生活提供了空间

载体，而慢生活的精髓在于精细化设计的街

道空间和丰富的街道活动。

通过强化街道活力设计，巩固“慢成都”

文化根基的措施。在街道活动上，首先对成都

传统生活方式和氛围的空间投影进行分析，

重点对延续成都闲适生活的闲适街道进行指

引，如制定底商外摆的控制指引措施，引导形

成有秩序、有特色的外摆空间，使成都味道在

有机更新中得以保留；划定临街建筑底层界

面控制线，以延续居商交错的人视界面；通过

延续原住民的社区生活，将城市空间变成有

情感、有集体记忆的空间。

在公共空间上，通过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为市民留有一定的余地。保留空间的不确定

性，为活动的发生留有余地，提升公共活动的

丰富程度[7]186-189。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放空间

拓展机制，如单位大院间歇性开放、废弃地利

用、土地的临时使用等，以及自下而上的开放

空间自发培育机制，支持市民使用开放空间

时采取的自发活动，有效地消除开放空间死

角，增加开放空间的使用效率。发动群众挖掘

城市街角、立交桥下、城市屋顶等城市未充分

利用空间，并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微空

间设计，提升绿化空间的感知程度和公共空

间的文化品位，提升项目的公众参与度和认

知度；建立“宽门”社区工作坊制度，构建包

括居民、政府、企业等在内的城市有机更新沟

通平台，有序引导居民自治，促进开放空间的

有效使用（见图10）。

图7　主要功能区与文化体验功能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导览规划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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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公共空间利用与功能植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少城片区城市有机更新暨小街区实施规划》图纸改绘。

5   结语

青羊源城是典型的文化资源富集型的老

城区，其文化价值与面临的困境具有典型性

和普遍性，也具有特大城市发展阶段的突出特

征。本文提出以文化复兴视角为本，重视文化

价值的多维彰显，具有示范意义。

本文首先初步探索老城区文化复兴视角

下的规划方法，具体包括文化空间的识别和空

间内涵的理解，对现有文化空间体系的评价；

其次，从物质空间环境复兴、经济复兴和社会

复兴3个方面出发，提出空间魅力传承与复兴、

培育新动力、复兴生活形态3大策略，从而提升

老城区的空间品质，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综

合价值和影响力。

老城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仅仅依靠

规划技术手段难以解决。在空间对策之外，各

类规划措施和政策如何更加有效地向下传导、

落地，如何引导各个点位有效实施，如何汇集

各方力量于老城区建设，仍是需要多方共同关

注和努力的重要课题。此外，由于地区差异性，

处于不同区位、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地区，其

城市文化特征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有待今后

更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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