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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Vitality of Urban Streets: Inspiration from Denver Living Streets
Planning

杨伊萌    YANG Yimeng

城市街道环境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品质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围绕美国丹佛市生活街

道计划的实践，指出当地市民对良好街道交通和慢行环境的需求和支持。这种系统性的街道环境改善，应归功于当地政府

持续50余年关注城市街道环境提升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实践，以及丹佛市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对丹佛市生活街道计

划的开展背景、资金筹措和空间策略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联邦大街规划案例，具体阐述在街道特色挖掘、空间品质提升、

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富有成效的工作。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urban street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civil life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Denver Living Stree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itizens demand and support living street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raffic environment and walkability improvement. The systematic measures of urban street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re taken by a set of consistent urban street regeneration plann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upport from 

ordinary citizens in recent fifty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background, funding and space strategy of 

Denver Living Streets, and then highlights the efforts which have been made by a typical case of Federal Boulevard Corridor Plan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characteristic excavation, spac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城市街道作为居民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

载体[1]，其环境品质直接影响市民日常的使用体

验。全球范围内宜居城市的经验也表明，带给人

们便捷舒适的交通环境、增强空间的亲和力和

吸引力、塑造街道的场所精神是提升街道活力

的关键[2]。街道既承担着城市交通的重要功能，

也串联着公园、广场、文体设施等公共场所，使

人们多样的运动、社交和游憩成为可能，是城市

居民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空间。

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在过去的50

年间就城市街道环境改善方面不断探索，以宏

观尺度的系统性和微观尺度的可操作性作为

出发点，在疏解城市交通压力、激发街道商业

活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重塑城市街道活力：丹佛市“生活街道”规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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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实践。本文试图阐述丹佛市在重塑城市

街道活力的实践中所进行的规划组织和采取

的空间策略，从而为城市街道环境更新提供规

划借鉴。

1   丹佛市实践：从“市中心复苏”到

     “生活街道”

从丹佛市街道改造实践的发展历程来看，

早期对街道的关注在于对衰败街道空间死角的

环境整治，其改造实践集中在某一条或几条城

市中心的重要街道上，对于城市街道的系统性

和整体性尚缺乏全面的考虑。随着街道环境整

治成效初见，个别街道的节点式改造已不能满

足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需求，慢行网络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0）05-0124-06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00520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国外规划 | 125 

和城市游憩系统的建设逐渐被纳入丹佛城市规

划建设中。随后的生活街道实践更加关注公共

空间品质的提升，在政府、规划管理部门、专家

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针对城市街道的不同类

型和特征，展开一系列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的

规划设计。

1.1   丹佛市中心的复苏和早期十六街的更新

1890年开始，丹佛市内以十六街为中心的

商业活动繁荣发展；时至1960年，日益严重的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问题导致十六街周边的

街区逐渐丧失昔日的吸引力，商业活动随之衰

败，同一时期美国城市发展快速向郊区扩张，郊

区新兴的商业中心和住宅区更加剧了市中心的

空洞化[3]。紧随1960年代的都市整体更新计划，

丹佛市中心委员会（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Downtown Denver, Inc.）于1971年提出将十六

街改造为步行商业街的议案，但因经费问题，该

议案于1980年才被付诸实施。在政府与民间的

通力合作下，由多个专业设计团队共同设计完

成，全长1 311 m的十六街由此转变为有着宜人

购物环境的步行街，其间穿行免费的接驳巴士，

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带动了周边

地区整体发展。

1.2   丹佛城市慢行交通网络建设

21世纪以来，丹佛的慢行交通规划和建设

更趋系统和完善，在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增加

市民出行便捷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

年开始，丹佛在全市范围内建设自行车道，覆盖

城市主要道路，串联城市公园绿地，并于同年完

成重要地段的自行车道设计和建设工程；2002

年，丹佛蓝图（Blueprint Denver）通过规划审

批，从土地利用和城市交通结合的角度，提出城

市地块的功能混合能够有效缩短通勤的距离和

时间，并指出交通政策引导的重要意义；2005

年，丹佛高品质人行道改造项目完成；2007年，

丹佛完成部分城市游径建设项目；2008年，战略

交通规划（Strategic Transportation Plan）制定，

通过对现有城市路网的改造升级，而非盲目地

新建道路来满足人们出行使用的需要，旨在创

造多元均衡的城市道路系统。

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在倡导城市绿色出

行和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科罗

拉多州政府于过去的25年间在该领域投入了大

量资金。以城市自行车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丹佛

市在自行车总体规划（Bicycle Master Plan）的

实施总投入高达119 000 000美元[4]。截至2011

年，丹佛已累计建成超过250 mile（约402 km）

的城市自行车道、75 mile（约121 km）的混合

功能游径以及超过2 800 mile（约4 506 km）的

步行系统，获得国家游憩与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s Association）认可的全

美最佳游径系统美誉[5]。

2012年，为鼓励非机动车交通模式、提升

城市游憩系统建设，城市慢行交通网络规划

“丹佛行动”（Denver Moves）完成了城市道路

的评估和分类，大力倡导安全、绿色、便捷、步行

友好的城市街道环境，提供了一整套关于慢行

网络和自行车设施建设的具体措施（见图1）。

其近期目标是建成服务半径为0.25 mile（约

0.4 km，约5 min步行距离或2 min骑行距离）、

所有住户便捷可达的高等级慢行道，到2020年

完成全市15%的慢行交通网络建设[5]。

1.3   丹佛生活街道规划

城市慢行系统的网络化建设并非终点，随

着慢行出行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对街

道环境品质的追求不断升级。为了实现提升城

市生活品质这一核心目标，丹佛市于2007年创

立丹佛生活街道协会（Denver Living Streets 

Initiative），参会人员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但都

对街道环境更新充满热情。协会通过多方论坛

的形式，发挥不同团体和个人的智慧与专长，对

建设城市街道多元模式的可能性展开探讨。整

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通力协作，通常

从现状问题着眼，评估不同街道改造策略的优

劣，最终决定街道改造实施方式。自2008年开

始，协会面向公众开展系列教育和参与工作营，

收集了海量公众意见，同时邀请国内外专家就

丹佛的生活街道改造话题展开多维度的讨论，

最终于2014年形成《丹佛生活街道》（Denver 

Living Street）规划导则，将城市生活街道的营

造升级为一种城市建设理念的体现。

2   丹佛生活街道营造的空间策略

生活街道的概念涵盖了城市道路及其相

邻场地和建筑在内的、满足城市机非车辆通行

和人行的街道网络系统，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

使用者进行步行、驾车、乘坐公交等多样化的出

行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便捷和舒适的

街道环境[6]。生活街道的规划导则提出了明确的

建设目标和构建方法。

2.1   丹佛市生活街道的建设目标

广泛的市民调研结果显示，以下7项要素

是人们公认的良好街道环境所应具备的特点：

良好的街道环境维护、出色的城市设计、人行道

及其细节设计、清晰的指示系统、适当的人口密

度、适中的交通流量和行车速度、多样交通模式

的共存[7]。从市民需求着眼，丹佛市生活街道的

规划目标可分为空间、活动、设施3个层面。

空间层面的建设目标意在加强作为通道

的街道与周边邻近地块之间的积极互动，将交

通空间与临街的建筑灰空间结合，创造用途多

样化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动层面的目标着眼街

道周边的社区需求，强调每条城市街道都应具

有特色，避免千篇一律，为多样化活动的开展提

图1  “丹佛行动”：全市慢行系统规划图

Fig.1  Denver moves: slow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资料来源：Denver Moves: Making Bicycle And Multi-

Use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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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空间载体。街道标识和必要的绿色基础设施

都是街道环境品质的加分项，生活街道的塑造

应充分考虑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辅助城市的

雨洪管理，实现提升城市人健康等附加价值。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组织层面的多方合作

是项目开展的基本保障。丹佛生活街道协会中

起到关键性推进作用的合作方是生活街道任

务团体（living streets task）。该团体由社会各

界代表组成，起到公共和私营业主对话的桥梁

作用。

2.2   丹佛市生活街道的构建方法

生活街道计划定义了3种生活街道的类型

（见表1）：目的地街道（destination streets）、多

元模式街道（multimodal streets）和连通型街

道（connecting streets）。

为了使街道环境更新的措施更具可操作

性，生活街道计划首先将街道空间细分为3类：

车行空间、步行空间、私有空间，并针对这3类空

间分别提出相应的空间策略（见图2）。

2.2.1    私有空间

私有空间具体指人行道外侧区域，包含建

筑灰空间和一些不沿街的户外停车空间。由于

私有空间权属的特殊性，对这部分街道空间的

改造很大程度上要取得相关业主的配合。私有

土地的所有者和开发商对其所有土地的再开发

建设享有权利，但其建设内容受到用地规划的

限制。另外，私有土地业主在对地块进行开发建

设时，通常会被要求将其地块周边的人行空间

的处理一并考虑。这使得私有空间和人行空间

的关系更为密切。

丹佛的城市区划法规（Denver Zoning 

Code）是控制和引导街道私有空间建设最基

本、最有效的方法。它建立起土地使用和建筑

设计的基本规范，附加特定街道两侧空间设计

原则，向业主和开发商给出明确的建设指引，

确保临街的每幢建筑都能在功能使用、形式和

立面设计上为街道空间的整体和谐做出贡献。

生活街道规划在城市区划法规的基础上，对3

种类型的街道的私有空间进行详细的设计引

导（见表2）。

2.2.2    步行空间

步行空间是生活街道中最主要的慢行空

间，也是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交汇区域，通常

是指人行道路缘石与建筑立面之间的街道空

间，可再细分为行人区域和设施区域。

对行人区域的设计引导关注宽度和材质

两方面。足够的宽度是提供舒适步行环境的基

础，采用合适的彩色混凝土、图案混凝土或铺砖

能够提升人行道的品质和形象。铺装选择方面

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一般由业主视实际情

况自行建设和维护，形成个性化的街道环境。

在行人区域和车行空间之间设置必要的

设施区域是每条生活街道建设的基本目标。树

木、植物箱和绿色基础设施是设施区域的核心

组成要素。树木起到了遮阴和隔离车行空间的

作用，植物有助于水和空气质量的改善，提升环

境吸引力。种植设计起到减少地表径流、改善水

质的生态作用，兼具艺术性和生态性。街道家具

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创造宜人的街道环境，对于

目的地街道和多元模式街道两类尤其重要。夜

间照明保证所有使用者夜间使用的安全性，灯

具形式应与其他景观家具外观协调，数量结合

树木数量统一配置。专门为行人指路的标识系

统也是设施区域的特色要素，在增添街道景观

艺术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图2  丹佛生活街道空间划分示意图

Fig.2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Denver living streets
资料来源：Denver Living Streets。

街道类型 主要特点 适用环境

目的地街道

	步行优先
	慢速交通空间
	混合使用的高强度土地利用
	良好的步行环境

多种交通方式共存、人口密度高、作为行程
终点或起点的公共空间

多元模式街道

	多模式混合
	不同交通速度共存
	多样的中强度土地利用
	舒适的休闲骑行环境

人流集中、街区商业氛围浓厚的街道

连通型街道

	为快速通勤而设计
	快速交通空间
	低强度土地利用
	交通优先

交通流量大的城市干道

街道私有
空间分类 建筑形式 建筑布局 底层功能 设计样式

城市
居住区

联排公寓为主，
最高建筑为2.5层

沿街连续的、适度
的退界，与人行道
有相连的出入口

单身公寓或家庭公
寓，家庭公寓更有
助于增加街道活力

建筑主要立面沿街，
出入口连接街道人
行道

城市
主干路

主干路两侧建
筑，最高建筑
为5层

沿街小幅退界，周
边设置临街停车位

允许居住、商业或
零售功能，鼓励混
合使用

建筑沿街立面开窗，
或采取其他有助于
提升街道活力的处
理形式

市郊
商业区

市郊商业通道两
侧建筑，最高建
筑为3层

沿街大幅退界，建
筑前设置地面停
车场

允许居住、商业或
零售功能，通常以
商业功能为主

商业建筑须采用底层
落地窗，应配置集
散广场或配套的停
车空间

表1  丹佛市生活街道分类表

Tab.1  Denver living streets classification

表2  丹佛市生活街道私有空间分类表

Tab.2  Denver living streets private realm classification

资料来源：Denver Living Streets。

资料来源：Denver Living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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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必备街道要素外，诸如街旁绿地、自

行车停靠点、彩色喷绘铺地、临时种植箱和艺术

雕塑等要素的设置，对于步行空间环境质量的

改善与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可根据城市街道

各自的特色进行取舍。

2.2.3    车行空间

车行空间即人行道路缘石之间的区域。通

常情况下，车行空间由城市政府主导建设，对车

行空间的设计引导体现在一般车道、公交车道、

自行车道、人行横道和交通管制5个方面。

一般车道应满足车辆的通行和泊车的基

本需求，行车道和必要的路边停车位必不可少。

在街道狭窄的情况下，视实际情况减少行车道

或取消路边停车，通常采用平行或垂直的方式

布置停车位。鼓励采用共享公交车道，城市繁华

区域、使用率高的地面公交线路可采用专用车

道的形式，提升公交线路的运输速度和运载能

力。自行车道需采用明确的地面标识，专用自行

车道适用于一般街道环境，共享自行车道适用

于居住区或交通量小的狭窄街道。为保证城市

骑行的便捷和舒适体验，需要同时考虑一些必

要的与自行车道配套的设施和停车场地。在交

叉口设置人行过街区域，两端与人行道衔接的

部分采用步行友好处理，保证步行体验的连续

性和舒适性。为方便行人快速过街，通常在人行

横道位置采取缩窄车道的处理形式，其扩展区

域可作为街道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载体。结合

绿化种植的安全岛适用于较宽的街道和复杂的

交叉路口，具有保障步行安全和美化街道环境

的双重效用。交通管制在维持秩序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公交优先信号灯保证了公交车等地面

公共交通工具的优先过路行驶，自动计时指示

装置引导行人安全穿越车行空间，信号灯上的

自行车标识专门为骑行人群提供服务，满足骑

行者的优先通行。

3   丹佛市生活街道更新的典型案例

十六街市市中心段（16th Street Downtown）、

十四街（14th Street）、联邦大街（Federal Boulevard）

是位于丹佛市中心的3条重要街道，它们分别代表

了目的地街道、多元模式街道和连通型街道3种

更新模式。本文着眼于项目缘起的背景，分析具

体的空间改造策略和特色，观察丹佛市生活街

道规划的实践效果。

3.1   十六街市中心段更新 : 精细修补, 提升品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十六街已是丹佛市

中心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街道由2条宽10英

尺（约3.0 m）的公交穿行道和1条宽22英尺

（约6.7 m）的步行专用道构成[8]，街道本身与

沿街分布的历史建筑共同构成了整个街区的

独特风貌。经过几十年的使用，街道设施的老化

问题日渐明显。作为商业氛围浓厚、反映丹佛发

展历程、代表城市形象的重要街道，十六街市中

心段的更新是一次精细化修补的尝试（见图3）。

（1）延续原有设计风格。双排洋槐树和彩

色花岗岩铺装是其独特的街道风貌。在新一轮

更新中，磨损严重的地面铺装被替换，新铺装在

材质、色彩和图案方面都与原铺装保持一致，树

穴的处理同样考虑了与铺装的协调；通过补种

行道树，保证了整条街道林荫的连续性（见图

4a-图4b）。

（2）创造小尺度公共空间。街道中央的步

行区域原本由多个小型喷泉及环绕周边的方形

座椅构成，更新后的步行区域在此基础上增加

了长凳座椅、餐饮车、报刊亭、指示牌、报刊箱等

家具和设施，在延续原设计韵律感的基础上丰

富了功能、提供了更多活动的可能性，使人们更

愿意在步行区域驻足停留（见图4c-图4d）。

（3）改善老旧环境和设施。对原有街道设

施进行统一翻新或更换，其中包含风格色彩不

协调的座椅和雕塑、损坏较多的垃圾桶等；适当

增加街道照明，对仍在使用中的灯具进行外观

翻新；统一增加植物箱，为街道点缀明快的色彩

（见图4e-图4f）。

      

3.2   十四街更新 : 关注慢行, 营造氛围

十四街又名大使街，其南侧有科罗拉多会

议中心和丹佛表演艺术中心两座大型公共建

筑，其北侧主要为商业旅游业功能，是一条商业

文化氛围浓厚、游客使用集中的街道。改造前的

十四街共有3条机动车道，狭窄的人行道缺乏人

气，街道形象与街区功能不匹配。为此，街区的

业主们与市政府共同努力，总共投入1 400万美

元，展开历时两年的十四街更新行动。

（1）打造慢行空间，鼓励多种交通方式并

存。取消最右侧车道，将其改造成为功能灵活的

临时使用空间，根据实际车流状况用作交通或

停车空间；大力倡导骑行和步行的交通方式，增

设1条自行车道并适当拓宽人行道，翻新人行道

铺装（见图5）。

（2）增加人文设施，打造街道文化魅力和

活力氛围。增加地面照明和高杆照明，丰富步行

区域照明层次；增加指路标识和座椅区，并配合

自行车道设置停车设施；增补街道绿化，补种

150棵行道树、增加若干植物箱，美化步行环境。

环境更新后，十四街慢行交通的增长率为

111%，晨间和午后的骑行数量翻倍。环境的改

善和空气质量的提升吸引了更多投资者，促进

了街道的商业氛围，更新项目完成后沿街新增

5家咖啡馆，整个街区37.8%增长的营业税远超

市中心其他街区的23.0%。

 

3.3   联邦大街更新 : 强化引导, 保障安全

联邦大街是丹佛市中心一条长约9 mile（约

14.5 km）的南北向城市主干道（见图6），沿街

共有21片社区，除本地居民外，另有西班牙裔、

越南裔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定居者，共

约6万户家庭，占全市人口的26%[9]。

联邦大街的规划定位为人行交通和车行

交通并重。联邦大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

数量位居全市第二，但街道45%的区域缺乏快

速交通和人行道之间的安全隔离措施；47%的

人行道现状品质低下；大部分交叉路口的地面

过街距离超过800 m，部分路口甚至存在穿越8

条车道的超长地面过街通道；大部分路口的行

车速度约为每小时40 mile（约64 km）。2012

至2017年的交通事故数据表明，全市22%的交

通事故发生在联邦大街，且死亡率高达73%，致

命程度是丹佛市其他街道交通事故的20倍以

上[10]。街道环境方面，人行道损坏严重，部分区

域缺少人行道，商业店铺出入口设置混乱；沿街

严重缺乏绿化和遮阴设施；无自行车专用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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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站维护情况较差，缺乏沿街停车带。联邦大

街两侧分布着诸多大型文化体育和公共服务设

施，并长期聚集多样的小型商业，被誉为丹佛市

最具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的城市街道。然而其严

峻的安全隐患和低下的空间品质对街道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市民对街道改造的愿望

强烈。

为此，规划团队通过对沿街业主和社区居

民的广泛调研，共收集1 800多份有效问卷。调

研结果显示，街道的安全性、车行交通的便捷性

以及视觉品质受到了公众最多的关注（见图

7）。随后，联邦大街的更新项目于2017年正式

启动（见图8）。

（1）保障使用安全性。减少一般车道数量，

增设公交车和自行车专用道。增补并拓宽街道

步行区域，通过绿化种植隔离步行与车行空间，

改造交叉路口危险节点，对交通方式混杂的交

叉路口进行精细化设计，通过地面划示和坡道

的细节处理，塑造慢行友好的地面过街通道。

（2）增加交通流动性。在交通事故频发的

区域设置警告标识，并进行清晰的地面划示；在

交通拥堵频发的区段增设智能指示设施；鼓励

公共交通，增加公交站点，并提升候车点的环境

品质。

（3）提升街道文化性。以越南裔社区集中

的小西贡文化街区为街道改造项目的触媒，改

造街道两侧私有空间，充分考虑到街道的商业

和文化氛围，增加具有居住社区文化特色的公

共艺术和广告标识，适当增加沿街绿化和照明

设施，形成协调美观的街道景观，重新激发周边

街区的商业活力。

4   结论与启示

当今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热情高涨，着眼

城市街道空间，精细化的更新模式对于重塑城

市街道活力有着重要意义。美国丹佛生活街道

的实践在空间和设施改造、项目组织推进、场所

精神重塑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在安全、

绿色、便捷的街道活力空间营造上无不体现出

精细化的规划探索和极具可操作性的实践可

图3  十六街市中心段和十四街更新项目区位图

Fig.3  Location of 16th Street Downtown and 14th 
Street Rehabilitation Project

资料来源：16th Street Urban Design Plan。

图4  十六街市中心段更新前后对比图

Fig.4  Streetscape captured on 16th Street Downtown before and after regeneration
资料来源：16th Street Urban Design Plan。

图5  十四街更新前后对比图

Fig 5  Streetscape captured on 14th Street before and after regeneration
资料来源：Denver Living Streets。

a 铺装改造前

c 公共空间改造前

e 街道设施改造前

a 更新前

b 铺装改造后

d 公共空间改造后

f 街道设施改造后

b 更新后

能，或许可以为我国城市街道空间品质的提升

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1）构建安全、绿色、和谐的人车关系。街

道活力很大程度上直接体现在街道的慢行空间

品质上，因此生活街道的更新改造往往与城市

慢行系统建设有直接关系。增设自行车和人行

空间，合理增加道路绿化，以实现构建安全和谐

的人车关系、倡导健康低碳的出行方式的目的。

（2）打造整合多元功能的公共空间。街道

不只是交通运行的空间，它更是生活开展的场

所。在适当的条件下，打造形式多元、活动丰富

的公共空间，是聚集人气、提升街道活力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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