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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菜叶，还有水产区的鱼鳞碎片，导致了地面上不仅垃圾多，
还十分潮湿。菜场附近都是小区，小区里的老年人经常会在外
边下下棋，打打牌。由于地方小，老人只能呆在转角处的楼梯
底下活动。不遮风不挡雨，腐烂菜叶的臭味也在周围飘散。经
过为期四个月的改造工程，改造后的蒙西菜场从外观整洁度、
美感等方面都有了提升，原来多入口的窄路被设计过的栅栏走
廊划分，融入了上海特色的植物元素，增强了文化底蕴和美学
观赏性。另外设置了有简便桌椅的场所，为住宅区的老年人提
供了下棋场所，也为辛苦前来买菜的人给予了歇脚的空间。

    

双塔菜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定慧寺，周围是老的传统住宅
区，外面连接繁华的姑苏市集。改造后的双塔市集有了很大变
化，空间布局上划分了前后两个区域，前区是全天营业的小食区，
阳春面小笼包还有各种苏州特色甜食，每个摊位被合理分布在
中间人流量多的区域，两旁人流少的区域划分出了进出货的员
工通道，并加以美化，地面上铺设低调清晰的路线指引和各功

新式菜场环境改造设计探究
——以苏州双塔市集和上海蒙西菜场为例

【摘     要】 本文从当前多数菜场环境氛围较老旧、传统等现象，在实地调研苏州双塔市集和上海蒙西菜场等几处有代表性的新式菜场入

手分析，为未来菜场改造和发展提供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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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菜市场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菜市场环境现状
在发展迅速的当下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对高品质

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菜市场作为城市中日常生活重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某种程度上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
延续着传统菜市场的经营模式，租赁摊位，各管各的；另一方
面菜场的环境氛围并没有跟上现代审美要求，无法吸引社会的
大群体，多为附近社区的老人天天赶早来购买。
1.2 菜市场发展存在问题
菜场是较低价集中出售蔬菜、肉类鱼类等副食品的开放式

市场，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老旧菜场的逐渐落伍。脏乱差是大部
分尤其是年轻人所拒绝去菜场的一大理由。从菜场外面看，阻
碍道路的各种车辆，外露的肮脏的排烟机，门面店铺里好多年
未清洗过的灶台桌椅，掉漆的门头招牌，从第一眼就阻挡了人
们走进去的脚步。从内部来看，昏暗的黄色小灯，飞来飞去的
苍蝇小虫，潮湿的地面上都是掉落的菜叶垃圾，整个菜场都弥
漫着一股臭味道。
对于每天都与菜场打交道的菜场商贩，长时间身处这样的

环境，无论对身体上精神上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些商贩多
为中老年低文化人群，对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状态习以为常，
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卫生质量以及品牌营销等方面的意识有所
缺陷。以至于人们更愿意去综合性的干净卫生的超市购买蔬菜
肉类等副食品。“张泽众认为，其实传统菜市场的脏乱差是管
理意识滞后的原因导致。”在 1928年后所形成集中式菜场并未
在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而有所新改变，旧时代的菜场急需改造，
并融入新时代的元素，注入新鲜的血液，完成蜕变。

2、菜市场调研与环境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采访，对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菜场，上海市黄
埔区的蒙西菜场和永年菜场的环境改造变化，空间布局和使用
对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听取商贩及附近居民对菜场改造前后的
看法，总结菜场环境中的优缺点，通过文献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的方式，归纳出新式菜场未来环境发展，审美需求方向等建议，
为今后菜市场的蜕变与发展作出一点参考。
上海黄埔区蒙西菜场是一个五年一改造的大菜场，位于徐

汇街道蒙西路的十字路口边。在改造前，沿街楼梯入口很多，
虽然方便了菜场人流的出入，但也使得人行道相对较窄，并且
还划分了自行车，摩托车的停车位，使人行道更加拥挤。此外，
菜市场内的垃圾大多为厨余垃圾，数量多，不好打扫，且没有
一个明显而集中的垃圾收集处，都是堆放在市场外的各个地方，
影响市容。菜场内较暗较脏，尤其是地面上都是蔬菜上遗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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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域的位置。后区就是更加开阔的菜场区域，生鲜蔬果被整
齐干净的罗列在货架上，明亮而简洁，路面的宽度也比小食区
更宽，方便流动量大的人群。相比于前区的紧凑和浓烈的烟火气，
后区更朴素高级，所有信息详细清晰的呈现在顾客面前，也让
菜场少了一分以往的嘈杂。让人能安静下来，舒适的挑选自己
要购买的产品。

     

针对改造前后摊位租赁标准变化、带来的影响，人流量情
况和自身的此次改造的看法几个方面对两个菜场的相关人员进
行询问。蒙西菜场的花店店主表示，菜场的五年一改造对他们
的影响其实很大，一动工就是四个月，期间他们基本停止营业，
导致了一段时间的收入困难，还有人流量的流失。改造后的环
境情况有改善，从外观看比之前美观很多，引用了具有上海典
型特征的竹藤条编成的门面标牌和休息走廊。菜场内部的环境
也清晰了很多，蔬菜肉类水产类都分布明确，具有简约的招牌
标识，地面潮湿的现象也有改善。门口的入口处设置了几个大
的厨余垃圾桶，用于集中菜场内外的菜叶等垃圾，且每天定时
有餐厨垃圾车来统一回收处理。从视觉效果和人流量动线而言
各有优缺。
双塔菜场附近的居民表示，原来菜场又潮湿，又特别吵，

改造时间虽然长了些，但变得特别舒服。周边道路变得干净整洁，

顾客愿意在菜场久留，不仅因为干净美观，还有功能性空间的
增多。网红小食品区，咖啡馆，手工品店，钥匙店，缝补店等，
并通过设计师的巧手让店铺更有趣，更具有吸引力，并在某种
程度上解决了店铺内部存在的收纳等问题。
相对比而言，双塔市集的改造较蒙西菜场而言更加成功，

同样的以老改新，蒙西菜场从文化元素入手，装饰性的布置了
很多细节，调整了入口结构布局， 解决了原来存在的大问题和
市民需求。但一部分经营方式并未改变，菜场内部还有着嘈杂、
热闹、叫卖声等认知标签，且对作为主力的年轻消费群体没有
足够的吸引力。更加能获得青睐的则是苏州双塔市集，网络上
发布的各种打卡，精美的照片，富有吸引力的推荐文字，一传十，
十传百，通过网络强有力的宣传，很快俘获了一大波年轻消费
群体的心。门店装修内部结构都在吸取当地商贩和居民的想法上，
严格设计改造，最终从使用上，观赏性上，功能性上都赢得了
大家赞赏，成功从传统菜场的框架中跳出，成为典范。

3、菜场未来改造发展建议

3.1 打造舒适环境氛围，与百姓拉近距离
市集改造不应该过于概念化，拉远与百姓的距离感，需要

打造轻松舒适的环境，在增强美感的同时不增加成本，且菜市
场本身就是最常用百姓之间交流的公共场所，更应该贴近生活，
打造富有烟火气息，多功能环境的市集空间。又保证了老年人
买菜卖菜的需求，也给年轻消费者一个体验生活的解压空间。
此外，对卖菜人群进行文化熏陶提高全民素质，逐步引导人们
学习知识，提升自身审美能力。
3.2 细节改造增强，市场宣传力度加大
改善内部潮湿环境。设置有隔离地面的平台，完善干净的

下水系统，合适的干燥系统。加强马路市场整顿。菜场的周围
基本都是居民楼和马路，并且有摄像头禁止车辆停车占道。而
停车位多被附近小区的人买下，很多离菜场远一点的消费者会
选择代步工具，但通常因无法停车而带来诸多不便，因此马路
旁的停靠设施也应该有所考虑，打造通行顺畅的市场面貌。
菜场内部产品包装使用环保材料。菜场商品种类繁多，白

色塑料袋使用频繁。将其换至可降解塑料产品，环境污染小，
降解快
3.3 政府硬件设施整改，标准化体系建设
老旧菜场的问题主要是使用时间长后带来的脏乱差等面貌，

政府应当为菜场在硬件设施，安全监管等方面统一化，体现公
益市场的性质。并完善副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安全监测网络，
做好后期跟踪，制度透明化。在产品包装、储存、配送等方面
达到专业化水平，使商户和消费者都能清晰的感受到菜场制度
的严谨、安全。

4、结语

当下很多大型超市内都配有农贸产品的销售，其统一化的
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大大超过了老旧菜场。因此菜场急需转型，
摆脱传统意识的标签，与各种时兴的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在改造上面，菜场的最大收益人群就是卖菜买菜人群，应在符
合他们的要求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从合理性，美观性等方
面综合打造。实现双赢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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