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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社区微空间活力影响因素探究
----以杭州清波街道为例

Vitality of Micro Public Space in Downtown Housing Area
------Case Study of Qingbo Sub-district in Hangzhou

— ABSTRACT ---------------------------------------------------------

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内一块0.7平方公里的老旧社区为例，对其中的公共空间网络与公共生 

活进行详实描述及系统梳理，发现社区微空间是居民日常公共生活的主要场所。进一步提取社区微空 

间中影响公共生活活力的主要因素及其在不同层级空间中的影响程度，从而为社区中消极公共空间的 

诊断及更新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This paper takes an old community of 0.7 square kilometers in Qingbo street of Shangcheng district, 
Hangzhou as an example, and mak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public 
space network and public life. It is found that community micro-public space is the main place of 
residents' daily public life. Therefo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itality of public life in micro 
public space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in different levels of space are further extracted. On this 
basi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iagnoses and update design of negative public space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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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微空间定义及研究现状

建于上世纪末的老旧社区多呈兵营式排布， 

这种高密度的社区规划方式带来了社区内开放 

空间及绿地等供居民公共活动场地稀有的问题， 

无法满足现阶段居民曰益丰富的社区公共活动 

的需求。由于资金、场地等因素限制，在老旧 

社区内增加大面积的公共活动绿地和空间并不 

现实。多项研究表明，更新和改造社区内未充 

分利用且废弃的微空间m 对于室内居住面积紧 

张的居民来说，能极大程度地提升其生活品质。

1.1社区微空间的定义

社区微空间是指位于社区内或周边供人们 

日常公共生活使用的面积小于100平方米的微 

型户外空间，大到袖珍公园，小到社区道路边 

的一张长椅，都属于社区微空间范畴。这类空 

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补充，是影响社区居民 

生活方式和品质以及对社区的场所认同感的重 

要的因素。

1.2微空间更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微更新研究的起步较早，对社区公 

共空间更是有统的研究与丰富的实践。 《优质 

的邻里空间手册> (1962) [21中收录了大量 

PPS ( the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 ) 关于快速 

且低支出地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小的改进的工 

作实例。德国柏林社区菜园|31，其实施机制灵活， 

既可借助政府主导的邻里管理规划，也可通过

第三方引领实施；更新类型丰富，挖潜多元公 

共空间，进行场所再造。戴维•恩格威特在《街 

道的重生》中指出，街道更新应该是一项"为 

人们的日常活动，例如玩耍、社会交往、商业、 

文化活动以及享受街道情趣"而进行的街道改 

造活动141。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我国的公共空间研究 

起步较晚。 随着城市建设由增量转为存量，近 

年来，它逐渐成为新兴的研究与设计议题。如 

上海塘桥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以工作坊的形 

式进行社区公共空间设计改造，通过参与式观 

察以及共同设计等方式，整体设计过程与居民 

合作，解决多方矛盾，共同解决社区公共空间 

的问题，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升社区活力[5i。

2 社区微空间调查与诊断方法

2.1社区微空间分类

经过对于社区内公共空间的普查与归纳， 

笔者发现社区公共生活不仅仅发生在传统意义 

上的公共领域，也包括半公共、需要穿过门禁 

进入、但门禁较为松散的空间内。这些空间对 

老旧小区居民而言，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针对于老旧小区现存公共空间所在位置及服务 

对象范围的不同，笔者将其分为社区级微空间、 

组团级微空间和单元级微空间三个空间层级。

社区级微空间主要包括社区小公园、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节点空间以及部分社区景观构筑 

物，有完善的设施，如店铺、树池、座椅、健

身设施等。多分布于社区核心位置或出入□， 

能容纳较多居民。组团级微空间包括楼间可进 

入绿化、社区景观构筑物等，且所处位置多位 

于小区次级街巷的转角处。居民对其领域感较 

强，使用人群较固定，且有居民自主改造痕迹。 

单元级微空间多为各个单元前空地，主要的设 

施为信报箱与牛奶箱等。该类空间所发生的活 

动多为同单元住户的必要活动（取报纸、牛奶 

等活动）以及因相遇而随之产生的交流行为。

2.2微空间活力主要影响因素

经过对日常的生活体验的逻辑推理以及理 

论阅读，笔者猜想社区微空间的活力与四类因 

素关联最为紧密，分别为人车混用情况，周边 

街道人气、街道底层界面亲和力以及空间内部 

设施品质。空间人车混用情况指微空间是否长 

期被汽车或非机动车等作为停车场地占用；周 

边街道人气指微空间的步行路网可达性以及其 

周边的人□密度；街道底层界面亲和力则指微 

空间临近底层界面是否有可看、可参与或可提 

供吃喝的相关设施；空间内部设施品质则指空 

间能否提供桌椅、健身、遮光避雨等一系列可 

以吸引人的活动的设施以及其维护情况如何。

2.3现场调研方法

在初步调研阶段，记录并制表所调研区块 

的公共空间的物理特性，如所处街道层级、公 

共程度、服务对象、设施情况、底层界面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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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市清波街道及其周围小区地理位置分布（图片来 

源：作者自绘）

后通过对当地住户进行访谈与微空间内所存使 

用痕迹的观察，对居民日常活动需求及社区不 

同微空间使用情况进行初步了解。

正式调研阶段，首先在社区街道上选取人 

流观测点，记录社区微空间周边人流通过量与 

微空间内的使用人数，以此计算社区微空间内 

的居民使用密度和停留路过比，前者用于比较 

不同面积大小的空间的人气，而后者用于判断 

微空间本身对公共活动的吸引力大小。最后对 

小微空间使用者的行为以及分布情况进行记录， 

并询问与记录他们对于该空间的使用情况与空 

间体验。

3 实例探索—— 杭州市清波街道社区微空 

间研究

3.1场地基本情况

区块位于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属于老城 

区。区块范围选取时以行人步行习惯为依据， 

以宽度大于3 0米且对社区公共生活而言是步行 

障碍的城市主干道和凤凰山为边界，划取一个 

北临西湖大道，南面凤凰山，东接劳动路，西 

靠中河中路，东西长约900米，东侧南北长约 

70 0米，西侧南北长约90 0米，总占地0.7公

图2 地块内公共空间分布及其类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顷的类梯形区块（图 1 )。区块内存在大量的 

半开放老旧小区，小区毗邻杭州著名景点河坊 

街和南宋御街。大部分小区建于上世纪8 0年代 

到 2000年这2 0年间，居住人□以杭州本地人 

为主，老年人□比例高。

如图2 所示，笔者将公共空间按照其公共 

性的不同分为了城市级的公共空间和社区级公 

共空间，并根据公共空间所在位置以及服务范 

围的不同将社区级公共空间划分为社区级微空 

间、组团级微空间以及单元级微空间三个空间 

层级，并将被汽车侵占的空间标示在图中。通 

过简单的统计计数发现，这一类空间就占总数 

的 36.5 % 。

3.2社区微空间活力主要影响因素探究

通过对社区内所有微空间的普查研究，我 

们进一步选取其中11个具有较强比较性的空间 

进行进行深描研究。其判断标准是，场地临近 

或场地内公共设施供给与质量相差无几，但利 

用率有较大反差的典型微空间。而后对所得数 

据进行归纳与分析，最终总结出影响社区微空 

间公共活动活力的四个主要因素：人车混用情 

况、周边街道人气、临近街道界面的亲和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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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空间活力生成或抑制的逻辑框图（图片来源：作者自 

绘 ）

微空间本身的设施供给。图3 把这四个因素对 

小块空间是否能得到充分利用的逻辑关系，抽 

象为递进式的框图。

3.2.1空间人车混用情况

老旧社区内的私人汽车侵占了大部分的公 

共空间；与此同时，共享单车、电动车等非机 

动车辆被无序地停放于单元入□或者宅间空地 

这类有潜力成为单元级和组团级的社区微空间 

内，导致这些场地上的居民的公共活动被压缩。 

在对现场调研数据总结归纳后，我们发现被停 

车侵占的潜力公共空间占空地总量的一半以上。 

笔者认为车辆对于社区公共场地的侵占及进入 

路径的阻挡是影响社区微空间的利用率的先决 

条件，无论哪个层级的社区公共空间，如果长 

期被车辆所侵占，其空间使用频次和密度将大 

大减少。

3.2.2周边街道人气

笔者通过截面人流法对目标公共空间周边 

街道人气记录后发现：在其他条件相似时，公 

共空间周边街道人气越高，该公共空间被利用 

的密度就越高。在后期数据分析中发现，街道 

的使用者可以分为两类：当地居民及更大城市 

范围路过的访客。我们建立了空间句法街道网 

络模型，与实际观测的人流数据进行对比。其 

中400m 半径的选择度指标对当地居民的通行 

密度有较好的描述能力（图5 )。这在逻辑上 

也是通顺的：选择度高的路径被当地居民顺便 

通过的可能性更高，人气越旺。而对路过访客 

(主要由游客构成）而言，从主要街道为起始 

点的拓扑深度值则能较好地描述其通行密度（图 

6 ) 。拓扑深度越小，路过访客从主街渗透到这 

一街道的可能性就越高，访客人气越高。要提 

高微空间的活力，这两部分人流都很重要，可 

以共同构成2 4小时安全的公共区域。而这里采 

用的两种空间分析技术，在挑选具有更新价值 

的机会场地时，能起到客观数据支撑的作用。

3.2.3街道底层界面亲和力

蒂巴尔兹161曾以散文般的笔触描写过人们 

对公共空间的期望： "大众和参观者有多种需 

求和选择他们想有事情做、有东西看、有地 

方去、有商品买、需要物有所值，需要有友善 

的当地居民。市民们希望有机会能彼此相识，

图4 被汽车和非机动车侵占的社区公共空间（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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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地块内街道400米半径选择度及居民通行密度（图 

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6 地块内街道以主街为起点的拓扑深度及访客通行密度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参观旅游的人则是在寻求一些遁世的味道一 

能够看到和从事一些与他们惯常方式所不同的 

生活和工作。"这就要求，小微空间周边临近 

的街道底层界面具有较好的亲和力。

我们对比了小微空间的使用活力，以及与 

之相关的街道底层界面的透明度171、设施服务 

内容等要素，发现临近的开放及有亲和力的商 

业设施能有效促进公共空间活力。这些设施弓 

曰常生活关系约紧密，底层界面越开放，它们 

对公共活力的促进就越明显。如图6 所示，- 

个临时搭建的修鞋点就成为了该处公共空间的 

触媒。尽管该空间在以社区主要道路为起点的 

空间拓扑深度的第四级，可达性一般，但因为 

该空间面向南宋御街可以看游客活动，也承载 

了与社区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功能—— 修鞋、 

伞，这个空间依旧吸引了部分社区居民在此进 

行公共活动。

3.2.4微空间本身的设施供给

公共空间的供给设施可分为休憩设施、健 

身设施、照明设施三类。总体而言，公共空间 

的设施供给与公共空间活力呈正相关。清波街 

道公共空间的设施供给较为廣乏且质量不高的 

现状甚至触发了居民自主改变公共空间的意愿， 

如搬桌椅到公共空间。此外，场地内有无顶界面、 

无障碍交通状况、植被种类数量、景观风格特色、 

卫生环境、设施质量等因素也是影响微空间活 

力的重要因素。

通过场地对比，我们发现随供给设施的需 

求度变化，它们对活力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异。 

居民有一些最基础的需求，这些设施供给对活 

力提升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锦上添花的设施供 

给。具体而言，场地内是否有能遮阳避雨的顶 

棚对公共活动使用情况的影响，会远大于公共 

空间内的植被种类数量所带来的影响。如图8， 

居民宁愿在无任何植被但可以遮阳避雨的门洞 

空间内活动，也不愿意去该小区内绿化条件优 

秀但是缺少遮阳避雨设施的社区中心小广场中

活动。对于居民容易自发增添的设施，其缺失 

情况对空间有影响但不大，例如门洞下的空间 

中，居民会自发搬桌椅来使用。

3.3微空间消极利用的原因总结

在我们观察的总计7 9处社区微空间中，仅 

有 2 1处的场地得到了充分（甚至是过于频繁） 

的利用，约占总量的1/4;大约有超过2/3的场 

地活力不足，属于消极利用的空地。在对所有 

数据的分析归纳后，我们把问题总结为以下四 

项。

第一，汽车、非机动车、居民三方势力争 

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地块内超过6 0 % 的公共 

空间或有潜力的空间因场地被汽车、非机动车 

侵占而利用效益低。第二，用于休憩、娱乐公 

共设施的破败也是导致公共空间的使用率低的 

主要原因。一些居民无法自行准备的公共设施 

(例如健身器材）年久失修并且缺乏曰常维护， 

造成一种消极的气氛，导致公共空间的被弃用。 

第三，部分公共空间在步行网络中处于过于偏 

僻的位置，导致自身条件尚佳的场地利用率不 

高；而一些主街次街旁的区域则存在公共空间 

面积严重不足的问题，存在公共空间资源分配 

不均匀不合理的问题。第四，如若不想办法让 

居民加入其日常维护和更新的工作中来，会导 

致使用者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归属感及责任感不 

强。小微空间的活力塑造与一些使用者的日常 

智慧息息相关。

4 展望：老旧社区微空间更新

一方面，本文指出微型公共空间是有可能 

承载社区的公共活动的；另一方面也指出，由 

于种种原因，一些空置场地并未得到妥善利用。 

从增加老城市社区居民公共空间品质的目标看， 

在合理的地点进行微空间更新整治，意义重大。 

而本研究测试的公共空间活力描述以及利用潜 

力诊断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师挑选恰当的场地 

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工作。具体如下：

(1 ) 对于被社区车辆大量侵占的场地，社 

区可能需要规划一些立体停车库或与周边公共 

建筑及商业建筑合作，借助其地下或地上停车 

场地解决车俩停放问题；同时规范非机动车的 

摆放，让更多的社区空间能够被居民用于公共

生活。这一部分可以借鉴美国纽约的"抢街" 

实践旧丨〇

(2 )通过空间句法街道网络建模工具，计 

算出社区微空间改造的适宜位置及其使用者服 

务区域潜力，并改善步行网络的通达性，使改 

造项目选址得当，放大其受益范围。

(3 )  注重社区商业及服务设施等的触媒作 

用及其底层界面亲和力，引入可看、可吃喝、 

可参与的社区商业和服务设施，以此来吸引居 

民，产生集聚效应。

( 4 )  在社区微空间更新过程中，当资源有 

限时，着重改造或增加顶棚等能满足居民公共 

活动最基本需求的设施及居民自主改造很难实 

施的设施。并留给居民一定的余地自主改造， 

有利于增加他们对场所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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