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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策略研究 

栾  兰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  要：我国城市更新已迈向第四阶段，即在存量发展、内涵提升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与规划范式已从增量转向存量，城市更新进入以城

市功能全面提升为主线的存量更新阶段。本文通过研究城市事件性活动驱动、景观促进社会功能完善等手段展开的存量空间景观更新策略

研究，并以大连市城市存量空间更新为研究案例，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存量景观更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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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研究概述 

1.1 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相关概念 

城市存量空间是针对城市增量空间而言，是指城市环境中已有

的闲置、废弃、低效利用的空间，它的景观环境现状已经不能够满

足城市居民日益发展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对存量空间景观

的更新是以提升质量、盘活资源为主的城市转型发展新阶段过程

中，也是城市景观从“增量”到“增质”的必由之路。 

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是通过景观规划设计的手段对城市存

量空间更新改造，使之可作为城市特色活力新景观以提升城市价

值、创造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新资源以激活城市动能，以提高城市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1.2 国内存量空间景观更新政策研究与实践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角度，以全方位的发展为目标，为创新城

市建设运营模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从而推动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规划中，针对大城市、中小城市、

县城三个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空间布局，分别提出针对存量空间更

新的重点，即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推动城市空

间立体利用、推动数字化城市、推动低碳城市、推动保护城市历史

文脉、推动应对自然灾害系统建设；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

带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 

2 城市存量景观更新策略 

2.1 城市事件性活动驱动存量景观更新 

城市事件性活动是以文旅活动等为基底而开展的城市活动，包

括常规性城市活动和临时性城市活动两种。常规性城市活动涵盖城

市举办的常规体育赛事（如大连马拉松赛、足球联赛等）、城市四

季街景漫游（City walk）；临时性城市活动涵盖以节庆、展演等临时

性事件开展的文旅活动（如南山文创集市）、艺术展览等。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人的“城

市感知”意象要素，城市事件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在城市存量空间

景观更新中利用主题式景观的叙事手法串联起“道路（Path）、边界

（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地标（Landmark）”此五

种类型的城市存量空间，以城市愿景、城市文脉、区域特色等形成

景观更新的主题，梳理城市动态景观序列的建构，以大连市为例，

围绕大连城市更新“一湾两极，五廊多点”的结构布局，从而激活

城市存量空间更新中多元植入的可能性。 

（1）以围绕城市线性空间展开的体育赛事活动驱动城市景观

廊道与城市景观节点存量空间景观更新。城市马拉松赛事赛道作为

事件性因素组织城市景观动线，进而串联起城市中既有特色景观空

间，从城市设计层面梳理城市景观空间组合关系，包含完整的城市

意象五要素，有助于激活城市存量空间的景观活力。 

以大连马拉松赛 42.195 公里赛道为例，赛道以东港为起点，穿

梭城市核心地标，路线安排整合了大连的城市秋景、人文景观，沉

浸式呈现出一副城市景观“画卷”。针对大连马拉松赛道沿线存量

景观空间，提出以下几方面更新策略： 

一是根据参赛和观赛活动不同需求，景观空间组织侧重于赛道

景观路线规划与观赛停留点及周边景观设计，即对城市景观廊道与

城市景观节点的更新。 

其中，城市景观廊道更新包括对现有城市道路两侧人行道路景

观的梳理，以适宜步行的城市理念对存量空间中的无障碍设施、绿

化空间综合考量，将城市特色凝练为景观化的城市文化符号进行转

译、植入城市景观节点的视觉环境、步行环境、停驻空间之中，形

成宜观宜游的城市景观廊道。 

二是以城市景观节点激活周边区域景观组织，融合临街商业店

铺的多元化特色环境，从大尺度城市空间转向从小微环境、个人尺

度上整合城市步行空间环境，提升其趣味性与吸引力，以有效带动

城市活力。 

三是融入生态建设策略，综合统筹海绵城市建设、城市生物多

样性提升与城市道路绿地更新之间的关系，将存量市政基础设施更

新向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环境质量转型，实现城市景观服

务于城市事件性活动、以及城市日常公共活动的多元功能。 

（2）以围绕城市点状空间开展的体育赛事、市民活动形成聚

集效应，驱动城市景观区域、城市边界与城市景观节点存量空间景

观更新。参考英国伦敦码头区、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城市存量景观空

间更新为案例，二者都通过建设具有地标性的建筑景观形成新的城

市意象特色，以举办国际性艺术文化展会、城市赛事等事件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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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契机，提升第三产业发展反哺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的效率，从

而有效激活城市活力。大连新建梭鱼湾体育场馆作为城市地标性建

筑，其周边近海空间范围存量景观更新围绕深度挖掘海洋元素与城

市文化、老工业基地与城市文脉为主题，依托大连湾滨海空间结构，

通过基础交通设施、营商环境等优化提升，以常态化体育赛事活动

建立城市地标与城市边界的多重关系，营造观海亲海、一动一静、

远观近赏的滨水景观空间。 

2.2 完善社会功能促进存量景观更新 

根据景观都市主义观点，城市存量空间的景观更新是对城市基

础设施功能的社会文化价值的重塑过程，通过城市存量景观更新强

调城市景观中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实现共赢发展，推动城市经济

发展与城市生活品质提升。大连城市存量景观更新以前瞻性城市愿

景总体规划为指导，以持续性针灸式的微更新为抓手，通过多元化

的模式回归到景观本质，将景观功能落实到服务日常生活。 

2.2.1 场景化模式组织景观注入日常生活 

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是对于城市特色的再强调，对于城市生

活的再塑造，景观更新注重城市文化基因的赓续，深度发掘存量空

间中的人文与自然要素，凝练与塑造城市存量空间的场所精神，提

取具有城市记忆、地域情感的景观元素，注入场景化景观模式对口

袋公园、老旧楼院、背街小巷进行针灸式微更新，凝练城市意向重

塑存量景观的内在价值，为其营造特定的场所情感。 

借鉴成都城市场景体系构建经验，公园城市场景营造的路径以

“15 条营城策略”为脉络，创新构建“1+5+21”场景体系，推动

科创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生活空间有机集合，加快完善创新赋能、

空间赋能、生态赋能、开放赋能、治理赋能的新动力体系，不断完

善构建政企社协同转化服务体系、丰富和完善场景与社区理论内

涵、厚植社区社会资本。 

2.2.2 便民化模式更新景观融入日常生活 

城市存量空间的景观环境通常失衡于大尺度城市空间中对于

人性化设计、城市生态品质的关注，在存量空间景观更新中应注重

提升适老化环境改造、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全龄段无障碍环境的景

观更新质量，融入城市的步行适宜性环境背景，拓展对“一刻钟生

活圈”、“一米高度看世界”等提升日常生活品质的探索。 

在景观更新中注重将地域性文化元素、组织文化活动注入基础

设施更新之中，完善市民日常精神文化层面需求，从多样化的便民

空间营造出发，吸引多元化人群使用空间，以激活存量空间环境。 

对于诸如桥下空间等城市消极空间，其景观更新着重于以满足周

边使用者日常需求为核心，集约开发节地模式组织构建社区邻里空

间、体育文化活动空间、口袋公园等，提升公共开放空间的土地利用

效率，满足使用者对于城市空间的体验感，改善存量空间景观形象。 

2.2.3 艺术化模式提炼景观润入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中诗画意境的融糅，是以景观化的方式对城

市生活品质展开美育浸润，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需要梳理、凝练

城市文脉中艺术化要素，将其转译为景观元素，成为链接公众参与

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纽带，使艺术成为提升城市景观文化服务能力

的有效载体，以艺术化的景观设计手法介入城市更新，通过艺术化

的空间再生手法将主题墙绘、装置艺术作品、景观装置植入城市景

观，利用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城市美术馆等组织文化活动、社会活

动。 

3.2.4 商业化创新景观植入日常生活 

“商业植入公园”的概念，意在借助公园作为游憩的聚合点作

用，带动营商环境的综合潜力。其一，利用公园的景观特性提升密

集商业环境的空间个性与形象特征，创造多元化的商业环境体验。

其二，利用公园游园路线组织空间的方式，规划商业模式下的消费

场景动线关系，以可视性强、可达性强的动线路径更新消费体验与

空间环境体验。成都太古里商业街、成都 REGULAR 源野、日本代

官山、韩国滨水商业街仁川松岛极致精品存量改造社区商业等均以

“公园+”的模式创新商业场景新的购物价值观，以场景化审美体

验盘活商业项目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脉络。 

如大连天津街更新改造项目秉承大连百年历史风貌街区的文

化精神，以“公园+商业空间模式”整合市民舞台、阶梯休闲广场、

下沉庭院等市民活动空间，满足市民“户外游玩+演艺娱乐+休闲购

物”等多元化生活体验，还原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公共属性，重塑

城市商业区域的“烟火气”。 

3 结语 

城市存量空间的景观更新是激发城市活力的必由之路，通过对

存量空间针灸式微更新激活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参与

性与获得感。在城市存量空间景观更新过程中，将景观环境作为整

合城市存量空间的有效手段，注重多学科融合，多部门协调统筹，

由点及面综合统筹形成城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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