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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活力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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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疑难杂症也随之产生，制约

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频现。当人们将视线聚焦到城

市的微观层面——街道，就会发现街道在承载生活、交通等多种

功能的同时，也变得活力缺失，令人们感到冷漠单调。社区街道

是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居住体验具有具大影响。

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立足此街道空间问题，发现了街

道功能布局有可提升空间，并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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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居民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一直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变迁。在以交通为主导街道空间设计思想的影响下，街道的

功能正在被缩减，逐渐单一的街道功能令人们的居住体验降低。

街道公共设施的匮乏、空间尺度的破坏，使得致街道活力下降，

人们对城市缺乏归属感。街道活力提升的过程中，设计者要基于

对其概念的深入理解，针对当前街道空间的常见问题提出改善对

策。

一、街道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街道

街道，是指在城市范围内，全路或大部分地段两侧建有各式

建筑物，设有各种市政公用设施和人行道的道路。各条街道之间

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独立特征。

（二）街道活力

街道活力，是指街道的社会活力。街道活力的核心为街上从

事各种活动的人。因此，街道活力提升要充分考虑街道宜居、功能、

安全、建设性的提升，并从这四个维度出发考察当前街道空间所

纯在的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解决策略。也就是说，街道改

造要把人的需求为核心，要从系统整体入手。

二、街道空间的常见问题归纳

（一）重视交通功能，忽视社会功能承载

当前街道空间设计普遍以交通功能为先，这就导致街道普遍

社会功能承载力偏弱。街道并不能等同与道路，从功能上看街道

与居民步行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备场所与交通的二元

职能特征。为了满足交通需求，当前的街道规划多采用了“车本位”

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需求，牺牲了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的空间。街道功能趋于单一，失去了应有的场所感和尺度感，

令人们感到冷漠而缺乏活力，需要设计者围绕居民需求对种情况

进行改善。

（二）交叉口人流密集，活力与人气不能保持一致

在各个交叉口处，往往人群都比较密集，但是行人熙熙攘攘

的人行道上却并没有多少人气和活力。从街道本身的局部设计和

整体设来看，都是缺乏一定设计感。这种设计感的缺乏具体表现

为结构规整但缺乏活力。从行人角度来看，街道设计的模式化也

令其难以激发行人的亲切感，同时人们行走其中也缺乏必要的安

全感。座椅等休息设施的不足，也令流动的人气难以实现聚集，

不能为街道营造活力。

（三）布局设计空间僵化，不能因地制宜

大部分街道设计没有做到与地理条件相结合。固定的设计模

式，导致人行道上绿化带空间过剩，而供行人休息使用的基础设

施又不足。街道空间未能被合理利用时，整个空间就会缺乏场所感，

人们生活其中也会缺乏舒适感。这种情况下，街道营造活力的能

力是比较薄弱的。在街道设计中，要进一步加强对空间资源利用。

（四）街道缺乏景观特色，行人体验不佳

不同的地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当前的一些街道设计未

能将街道所在地的民俗文化与景观设计进行衔接，传统特色难以

在街道空间中得到发扬。此外，景观营造缺乏辨识度也是当前街

道设计中的通病，景观设计上的随大流而，导致街道可替代性太强。

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设计，难以吸引行人驻足，那么当地居

民也就难以对其产生归属感。

三、街道活力提升策略

（一）优化街道设施布局，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首先，要降低街道空间碎片化，通过合理摆放、科学布局提

高空间利用效率。其次，要借助整合交通设施，加强对智慧路灯

的应用，从而在提升交通管理效率的同时，打造交通设施归整化、

一体化的街道空间。再次，要对街道灰色空间进行深度挖潜，将

其改造成自行车泊位的惠民场所。最后，要通过对动各方力量的

调动和整合，构建多元利益融合、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式街道规

划机制，促进对建筑前区街道空间的综合治理和一体化设计。

比如，可以在人群的聚集点设计休息类设施，为行人构建视

野开阔、周围有支撑的空间。具体的空间构建形式有如矮墙设计、

花坛设计、台阶设计、花架设计、座椅设计等手段，这些设计要

与街边绿化相结合，进而令街道空间兼景观性和具实用性。公共

厕所和垃圾桶等卫生类设施应合理布局、统一规划，其外形要隐

蔽。公共厕所设计要秉承卫生、方便原则，并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

标识类设施的设计要直观、准确，通过合适颜色、字体的大小、高度、

数量为使用主体提供明确的指引，以帮助使用主体很好地融入街

道生活。街道上的照明类设施能够对夜间活力产生重要影响，故

而设计者要坚持安全性原则，对不同的功能分区进行合理的照明

设施布局。照明设施要兼具照明和方向引导的作用。公共艺术品

设计要造型优美、尺度宜人、比例协调，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

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无障碍设施设计要充分考虑儿童和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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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需求，尽最大可能做到便捷、舒适、安全。

（二）营造慢活力边界，提升街道活力

首先，设计者要营造适宜的街道尺度。作为街区中活动的主

要场所之一，街道的不同尺度对给使用主体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

如果街道尺度宜人，使用主体就会产生较好的空间体验，并迸发

出对街道活动的参与热情，此时街道活力就会得到提升。街道尺

度设计主要设计街道高宽比例、长宽尺寸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街

道设计工作中要对周边建筑高度、街道的长度、宽度进行充分考虑，

尽量在保证交通功能的基础上，使街道空间保持良好的比例关系，

以提升使用主体的舒适感。

其次，设计者要增加街道的柔性边界。在街道设计中，柔性

边界是一种特殊的“边界”。柔性边界可以被理解为建筑灰空间，

这一空间本身具有半开放、半私密的柔性过渡特征。同时，从使

用主体的心理体验来看，这一空间具有一定的遮蔽功能，同时又

为人们的活动和观赏行为提供方便。只有街道设计同时满足使用

主体的双重需求，才能抓住他们的眼球。从空间设计的角度来看，

设计者要考虑建筑空间与街道外部空间之间的过渡与融合，尽量

使得建筑的边界富有有韵律感和层次感，可以带给使用主体亲切

宜人的感受。在街道设计中增加柔性边界的使用，能够为街区居

民提供一些更富有趣味性的交往场所和空间，提升街道空间的慢

活力。沿街的挑檐、骑楼、柱廊设计，建筑凸出的半私密性的小院、

花坛、台阶，都可以作为街道柔性边界的打造手段。在街道临街

面的设计中要增加这类设计，以为行人打造良好的驻足和休息空

间。临街店铺的透明外立面设计也是增加街道空间柔性设计的一

种手段，设计者要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将其融入到街道整

体的景观空间中加以利用，提升人们对街道的视觉体验，令行人

对街道界面感到亲切，优化街道空间与人之间的互动。

（三）营造多样化的广场空间，提升街道活力

丰富的广场活动可以作为广场活力的重要来源。设计者可以

将多样化的广场空间作为广场活动的支撑。设计者为使用者打造

良好的空间体验感，为他们提供多种类型的选择，可以有效激发

他们的行为活动。故而，在进行街道空间设计时，要对广场空间

科学合理设计，为使用主体构建出多样化的广场空间。设计合理

的广场空间可以满足人们的混合使用需求，此时广场空间是能够

带给人们良好使用体验，自然空间内充满活力与生机。广场空间

设计要把私密空间、公共领域的有序划分作为重点部分。针对不

同活动类型的空间开敞程度要求、人群集聚、对周边人群的吸引

力要求，设计者要对不同的广场区域进行独特设计。比如，广场

舞区域可以被设计成开敞性好、面积较大的空间；人们进行交谈

时不希望受到打扰，设计者则需要为这些群体设计私密性较好的

小尺度空间。另外，视野开阔但是隐蔽性好的半私密空间也是广

场空间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空间能清楚地观察到周围人群

的活动。故而，在开展广场空间设计工作时，要对不同区域的空

间进行统筹安排，令其更有层次感，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广场空

间的个性化需求。设计者要对各个空间进行精心设计，为不同的

使用主体营造空间氛围，优化他们的空间使用感受，以达到提升

广场空间活力的目的。

（四）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景观，提升街道活力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积淀与传承，在街道设计中要建筑

为物质载体，体现本地的文化积淀，从而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居民

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城市文脉的延续。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

街区空间的文化景观的塑造要引起设计者的足够重视。设计者要

借助标志性的景观设计让人们近距离的感受地域文化魅力，将街

道打造成使用主体放慢脚步、放松身心的场所。设计者在塑造文

化景观的时候要从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文脉中寻找灵感，从优秀

的景观设计中借鉴创意。街道文化景观设计的目的在于借助建筑

的实体设计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复原再现，从而唤起使用主体

对文脉的感知、记忆。景观设计中要保留城市的历史要素，在原

有文化景观的基础上增设公共设施和多样化的小品。比如，设计

者可以当地特有的砖瓦、石材、木材等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色的

物质材料拥有很强的文化感知力。因此，在街区文化景观的设计

过程中，应当尽量使用当地的传统材料，营造更好的物质文化范围。

此外，在文化景观的构思设计中，不能简单地复制现有的景观样式，

而应该在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其内容、形式和艺术构思

巧妙结合。在文化景观布局上，应当注重整体视觉节奏和景观氛

围的把控，将单品设计和场景塑造完美融合，使艺术表达更加有

渲染力，给使用者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四、结语

总而言之，街区是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物质单元，街区同样

也是居民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然而，城市快速化发展的同时，

城市街区空间活力却出现了消极状态。街区的活力直接影响到城

市的品质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提升街区空间活力是我国

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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