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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当前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度研究缺乏居民参与路径，出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目的，将居

民满意度评价作为量化标准。[方法]以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整理历史文化街区活力

度要素，采用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和POI兴趣点的核密度分析作为调查分析方法，从居民生活的视角出

发，对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进行了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得分结合POI的数量与分布情

况，发现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存在停车场数量严重不足、医疗类设施数量不足、旅游景点给居民带来

不稳定因素的问题。[结论]本研究提出的设计策略可以改善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度情况，研究得出的

结论可以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为其他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社区活力，居民满意度，POI，核密度分析，设计策略 

 
 

Design of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Residen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A Case of Zhongshan Middle Roa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eighborhood in Hangzhou 

Zhuodong Sun, Qiwen Wu*, Yijin Wang, Xuexuan Chen, Fanhao Chen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239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239
https://www.hanspub.org/


孙卓栋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3.83239 1990 设计 
 

Art & Design Academ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ug. 21st, 2023; accepted: Sep. 15th, 2023; published: Sep. 26th, 2023 
 

 
 

Abstract 
[Purpose]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vitality of residen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eighborhoods 
lacks the path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eighborhoods, the evaluation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is used as a quantitative criterion. 
[Methods] Taking Zhongshan Zhongl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 in Hangzhou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lives by organizing th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 revitalization, and adopting the resid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POI points of interest a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residents’ satisfaction score combined with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POIs reveals that the Zhongshan Zhong Roa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eighborhood suffers from a serious shortage of the number of parking lots, a shortage of the num-
ber of medical-type facil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that bring unstable factors to the residents. 
[Conclusion] The design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improve the vitalit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and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man-
age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vitalit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in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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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正面临被拆除或者改建的危险。而这些历史

文化街区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特色与文化底蕴的体现，因此保护和活化这些街区已经

成为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然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活化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感

受。如何通过设计使历史文化街区既保持历史文化的魅力，又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杭州市历史悠久的文化街区之一，其保护和活化已经成为了杭州市政

府的重要工作。因此，对于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度进行研究，对于制定相应的保护和活化的设

计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活化设计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

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功能和价值逐渐被淡化和

遗忘。通过对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调研和分析可以为保护和活化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提供有益

的借鉴和参考，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城市的文化遗产，更是人们的生活场所。通过设计提升历史文化街

区活力度不仅能为促进其保护和活化，同时也能为街区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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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和特征 

2.1.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是指具有较为浓厚历史文化氛围和保存有传统建筑的城市街区，这些街区通常

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代表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1]。这些街区中保存的传统建筑物和

文化景观不仅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貌，而且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景点[2]。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古代城市形成的初期，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城

市中心区域建造房屋，形成了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这些街区通常被围绕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和政治中心

区域附近，成为城市的核心地带[3]。这些街区通常拥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布局，反映出当地的文化和历

史特点。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许多历史文化街区逐渐被破坏或改建[4]。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许多国家和城市开始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和修复[5]。在许多城市，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城

市发展的重点之一，城市管理者通过加强文化保护、改善基础设施等措施，逐渐提升了这些区域的品质

和吸引力，使之成为城市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6]。 
总之，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特殊区域，其演变过程反映

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进程[7]。保护和发展这些区域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意

义[8]。本文选定杭州市上城区的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是杭

州市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东起湖滨路，西至中河路，南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北至中河路。区域

内保留着丰富的传统风貌和文化资源，包括有大量的传统民居、古寺、古桥等历史遗存，是杭州典型居

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2.2. 影响街区活力度的因素 

活力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涉及历史文化街区的多个方面，如人口流动、商业繁荣、文化活动等。

通过对活力度的评估和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更加有效地促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和活化设计，对于城市规划和设计具有启示作用。在研究中，通过居民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社交活

动等方面了解历史文化街区的实际运作情况，从而针对性地做出更加科学和实用地保护和活化设计研究

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度进行评估，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街道活力的形成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是街道上人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另一方面是需要维系这些活动的街道空间场所[9]。
购物消费设施方面：例如商场、超市等，这些商业设施能够为周边居民提供丰富的消费选择和便利的购

物体验，带动周边商业活力和就业机会。餐饮设施方面：例如餐厅，饮品店。这些商业设施能够保障居

民日常餐饮行为。生活服务方面：例如理发店，美容机构。这些商业设施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服务

行为。旅游设施方面：例如景点、历史建筑等，这些设施能够吸引外来游客前来参观，增加街区的知名

度和活力，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多文化交流和旅游体验的机会。医疗设施方面：例如卫生服务站、药

店等，这些设施能够满足居民生活中的医疗需要。文化设施方面：例如剧院、艺术中心、音乐厅等，这

些设施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文化活动和艺术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才前来发展。

交通设施方面：例如地铁、公交、停车场等，这些设施能够为周边居民提供更便利的交通出行和停车服

务，增强了街区的可达性和便捷性，促进了居民生活的便利和活力。而衡量街区内业态的活力程度，[10]
反映街区的功能集聚性和吸引力。常用的指标有 POI 数量、POI 密度[11]、核密度分析[12]等。反映交通

设施的通达性常用的分析方法有缓冲区分析等[13]。 

2.3. POI 兴趣点街区活力测度应用设计 

POI (“point of interest”的缩写)是指地图上标注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地理位置点，这些点通常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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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或娱乐相关。POI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如地图应用、导航应用、旅游应用、社交媒

体应用等。地图应用是最常见的 POI 应用之一，用户可以通过地图查找附近的商店、餐馆、公园等信

息。而 POI 的相关技术也广泛运用于街区活力度的测度方面。姜蕾提出的街道活力定量评估体系框架

(2013) [14]龙瀛明确了“街道”“活力”和“街道城市主义”的概念，且构建了街道活力定量评价的指

标体系(2016) [15]，崔真真等人利用 POI 数据研究城市生活便利度，将社区生活必需的公共服务设施

POI 划分为日常购物、教育、餐饮、医疗等８大类。[16]罗铮蒸、张樱子基于兴趣点(POI)数据，依托

ArcGIS 平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成都市主城区的活力空间分区进行研究(2021) [17]陈俊璋以街道网络

与街道周边设施的 POI 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空间系统对不同街道的活力进行等级的划分，并对

其街道活力进行分析(2022) [18]。 
笔者借鉴上述观点，通过采用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到居民对该街区的各业态数量和分布

情况的满意程度。依托 ArcGIS 平台查询 POI 产品性质及服务人群，以服务类型为标准判断 POI 的属性，

并结合 POI 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分析日常生活空间活力度的情况，从而得出了调查区域内业态存在的问题。 

3.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的研究方法设计 

3.1. 数据来源以及测度方法的选择和设计 

为了获取该街区内的各种业态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从网络上抓取了该街区

内的 POI 数据，包括购物消费、餐饮、交通、医疗、文化教育、旅游景点、生活服务等七种不同业态。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清洗、分类、统计和可视化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结果的呈现(见图 1)。 
 

 
Figure 1. Article technology path map 
图 1. 文章技术路径图 

3.1.1. 核密度分析设计 
核密度分析是用于度量空间要素在某区域聚集特征的方法，其原理是通过构建“核”函数对要素在

单位搜索半径内的值进行计算，最后将区域内各单位面积的值进行拟合得到光滑表面，以实现邻域度量

值之间的平滑过渡。“核”函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x 为输入变量，h 为单位面积的搜索半径，

n 为该区域内所有单位面积的样本数量，K 为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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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缓冲区分析设计 
所谓缓冲区分析，是指围绕某目标要素在其周边构建固定宽度的缓冲区图形，再通过该图层与样本

要素的相交叠加分析，得到样本要素与目标要素的空间邻近关系结果。 

4. 以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首先确定与研究相关的对象。根据上述研究理论分析，本研究招募的实验对象类型均为研究区域内

居民。问卷设置针对包括购物消费、餐饮、道路、医疗、文化教育、旅游景点、生活服务。七种居民生

活设施的居民满意度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居民对各种生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此次研究主要

采用线下形式发放问卷进行抽样调查的形式。所收集数据需要保证真实有效，最后进行相关问卷填写。

在确保问卷的可用性与有效性以及依据 SUS 问卷模型要求基础上，对发放的 150 份问卷进行筛选，最后

获得有效问卷 100 份，详细样本数值见表 1。 
 
Table 1. Details of respondent information 
表 1. 被调查者信息详情 

变量 项目 人数/人 占比 变量 项目 人数/个 占比/% 

性别 
男 52 52% 

学历 

小学毕业 20 20% 

女 48 48% 初中毕业 38 38% 

年龄 

0~18 岁 11 11% 高中毕业 17 17% 

18~24 岁 8 8% 大专毕业 17 17% 

19~35 岁 10 10% 本科毕业 7 7% 

36~59 岁 45 45% 研究生及以上 1 1% 

60 岁以上 26 26% 

平均月收入 

2000 以下 6 6% 

    2000~5000 56 56% 

    5000~8000 26 26% 

    8000 以上 12 12% 

4.1.1. 量表变量及问卷题项设计 
评价质量因子的评价方式均采用李克特 5 分法量表进行测量并分别打分，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

般、满意、非常满意。李克特五等份量表是一种常用的心理反应量表，用于测量人们对某个主题或对象

的态度或看法(见表 2)。它由一组与测量主题相关的陈述组成，每个陈述有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

满意、非常满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 1、2、3、4、5。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

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 

4.1.2. 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的可靠准确性。从表 3 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776，大于 0.7，因而说明

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良好。可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效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

据的设计合理性。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表 4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885，KMO
值大于 0.8，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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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etting of scale variables and items 
表 2. 量表变量及题项设定 

变量 指标 指标内容 

数量满意度 

T1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生活服务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T3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购物消费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T5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餐饮类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T7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医疗类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T9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旅游类景点数量是否满意? 

T11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交通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T13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内教育文化设施数量是否满意? 

分布情况满意度 

T2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生活服务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4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购物消费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6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餐饮类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8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医疗类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10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旅游类景点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12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附近的交通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14 您对中河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内教育文化设施分布情况是否满意? 
 
Table 3. Cronbach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3. Cronbach 信度分析 

Cronbach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T1 0.790 0.733 

0.776 

T2 0.550 0.748 

T3 0.473 0.755 

T4 0.543 0.748 

T5 0.387 0.763 

T6 0.626 0.740 

T7 0.526 0.749 

T8 0.610 0.742 

T9 0.468 0.755 

T10 0.463 0.755 

T11 -0.435 0.828 

T12 -0.382 0.825 

T13 0.484 0.754 

T14 0.611 0.744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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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KMO and Bartlett tests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0.885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49.832 

df 91 

p 值 0.000 

4.2. 结果的呈现和分析 
 
Table 5. Industry satisfaction score table 
表 5. 业态满意度得分表 

业态 变量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业态平均值 

生活服务设施 
数量 T1 4.070 0.913 

3.950 
分布情况 T2 3.830 1.146 

购物消费设施 
数量 T3 3.840 1.152 

3.825 
分布情况 T4 3.810 1.152 

餐饮类设施 
数量 T5 3.690 1.042 

3.790 
分布情况 T6 3.890 1.136 

医疗类设施 
数量 T7 3.710 1.209 

3.785 
分布情况 T8 3.860 1.137 

旅游类景点 
数量 T9 3.730 1.238 

3.740 
分布情况 T10 3.750 1.250 

交通设施 
数量 T11 2.030 1.096 

2.045 
分布情况 T12 2.060 1.099 

教育文化设施 
数量 T13 3.840 1.170 

3.880 
分布情况 T14 3.920 1.041 

 

 
Figure 2. Bus and subway station buffer analysis map 
图 2. 公交、地铁站缓冲区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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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停车场数量严重不足 
T11 和 T12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交通设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分分别

为 2.03 和 2.06。(见表 5)在所有业态当中呈现出最低的水平。因此可以认为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对于

街区范围内的交通设施满意度水平低。通过 poi 数据组成可以发现交通设施主要由地铁、公交站、停车场组

成。依托公交站和地铁的 poi 数据进行缓冲区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内的公交站和地铁站辐射范围均在

500 m 半径之内，分布情况相对合理。(见图 2)研究停车场的 poi 数量和分布情况，得出居民对该业态满意度

低的原因可能是停车场的数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在问卷受访者中，年龄在 36~59 岁年龄

段的占比最大，为 45%，为车辆持有率最多的年龄段。可以认为该区域内交通设施中停车场数量严重不足。 

4.2.2. 餐饮设施数量与分布情况正常 
T5 和 T4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道路设施的数量、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分分

别为 3.69 和 3.89。平均得分为 3.79。(见表 5)根据 poi 数据分布可得知，研究区域内餐饮类 poi 高度聚集

在青年路北面周边和中山北路南面周边，在浣纱路和国货路交会处和中山北路中段也有呈现较高密度的

聚集。在光复路和青年路南面呈现一般密度地聚集。其余餐饮类 poi 沿西湖大道有零散分布。餐饮设施

数量与分布情况均正常(见图 3)。 

4.2.3. 购物消费设施数量与分布情况正常 
T3 和 T6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购物消费设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

分分别为 3.84 和 3.81。平均得分为 3.825 (见表 5)，在所有业态中平均得分较高。购物消费类型 poi 主要

沿青年路和中山中路大量分布，并在中山中路中段大面积高密度聚集在青年路南北面以及开元路与浣纱

路交会处小面积高密度聚集并且围绕这些区域的周围有较高的密度聚集，一般密度区围绕高密度区辐射

分布，在中山中路南端和其他区域也有零散分布，但聚集程度不高。(见图 3)在问卷受访人群中，月收入

在 3000~5000 元的人群最多，占比为 56%，可以认为该区域居民收入水平正常，购物消费需求正常，购

物消费设施数量与分布情况均正常。 

4.2.4. 旅游景点聚集在居住区给居民带来不稳定因素 
T9 和 T10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旅游景点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分分

别为 3.73和 3.75。平均得分为 3.74 (见表 5)，旅游景点类型 poi高密度聚集在奎垣巷附近和中山中路附近，

较高密度聚集在辐射分布在高密度区域，以及比胜庙巷国货路、东平巷积善坊巷等区域。旅游景点类型

poi 高密度聚集在奎垣巷附近和中山中路附近，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迹。较高密度聚集在

辐射分布在高密度区域，以及比胜庙巷国货路、东平巷积善坊巷等区域，这些存在着旅游景点的区域同

时也分布着大量的居民住宅。(见图 3)旅游景点类型 poi 高密度聚集在住宅区附近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

噪声污染和人流密集等问题，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大量的外来游客也给本地居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Figure 3. Dining type, shopping and consumption type, tourist attraction type facilities poi analysis map 
图 3. 餐饮类型、购物消费类型、旅游景点类型设施 poi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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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生活服务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正常 
T1 和 T2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生活服务设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

分分别为 4.07 和 3.83。平均得分为 3.95 (见表 5)，在所有业态平均得分中最高。生活服务类型 poi 高密度

聚集在光复路小区周围，青年路南端及中段、开元路与浣纱路交汇处。较高密度区分布在高密度区周围

以及东平巷小区靠近中山中路的位置。一般密度依附较高密度区分布，其他区域也有零散分布。调查区

域南面分布较少。(见图 4)在问卷受访人群中，月收入在 3000~5000 元的人群最多，占比为 56%，可以认

为该区域居民收入水平正常，生活服务需求正常，生活服务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均正常。 

4.2.6. 医疗类设施数量不足 
T7 和 T8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医疗类设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中得分分

别为 3.71 和 3.86。平均得分为 3.875 (见表 5)。医疗类 poi 高密度集中在积善坊巷西端处，较高密度区和一

般密度区呈中心辐射状向外扩散分布，国货路与浣纱路交会处和中山中路南面也有一般密度的聚集，其余

poi零散分布于研究区域的各处，不具有明显聚集性。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医疗设施 poi 整体高度集聚在中部，

而四周分布较少，且集聚性不高。(见图 4)居民对医疗类 poi 的满意度不够，可能是因为该区域的医疗类设

施数量与居民组成成分不匹配。在问卷受访者中，年龄在 36~59 岁年龄段的占 45%，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占 26%，可以认为该区域内人群老龄化较严重，该区域内医疗设施需求较高，而医疗设施数量相对不足。 
 

 
Figure 4. Transportation type, living service type, medical typ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ype facilities poi analysis map 
图 4. 交通类型、生活服务类型、医疗类型、文化教育类型设施 poi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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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文化教育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正常 
T13 和 T14 两个问题针对居民对文化教育类设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满意度而提出，在满意度问卷

中得分分别为 3.84 和 3.92。平均得分为 3.88 (见表 5)。文化教育类 poi 高密度集中在开元路和青年路的交

汇处和定安路与西湖大道的交汇处，青年路与国货路交会处以及中河中路辅路附近也有少量分布。(见图

4)在问卷受访者中，学历在专科及以下的占比 91%，在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占 8%，研究生及以上高知群体

仅占 1%。可以认为该区域内平均文化水平一般，文化教育设施需求正常。 

5. 活力度提升设计策略 

增加道路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提高道路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拓宽、改造、

修复道路，增加照明、标识、隔离等设施，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优化道路设施的规划和管

理，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特点和需求，保护和提升街区的风貌和氛围。采用与周边建筑、景观、

文化遗产等协调的道路设施设计，体现街区的历史文化特色；与公共交通、停车场等配套，方便居民

的换乘和停车。增加餐饮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提高餐饮设施的数量和种类，满足居民的饮食需求和偏

好。增加餐饮设施在街区西南部的分布，缩短居民就餐的距离和时间；加强餐饮设施的规划和管理，

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特点和需求，保护和提升街区的风貌和氛围。建立购物消费设施的社会责任

评价和激励机制，奖励和表彰购物消费设施的社会责任典范和先进案例。规范购物消费设施的经营活

动，要求购物消费设施考虑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优化购物消费设施的经营活动，

加强购物消费设施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协作，支持和参与社区公益、环保、志愿等活动。优化旅游景

点的分布和布局，避免过度集中和拥挤，平衡旅游资源的供需和利用。利用空间规划和区域协调等手

段，引导和分散游客，形成合理的旅游网络和结构。加强旅游景点的管理和服务，减少交通拥堵、噪

声污染和人口密集等问题，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生活服务类型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增加生活服

务类型设施在调查区域南面的分布，缩短居民享受生活服务的距离和时间；增加生活服务类型设施的

质量和标准，保障居民享受生活服务的安全和效果；增加生活服务类型设施的种类和多样性，适应不

同居民的需求和偏好；优化生活服务类型设施的规划和管理，促进生活服务类型设施与居民的居住地

点、工作地点、出行方式等的匹配和协调；增加医疗类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提高医疗类设施的数量、

质量、种类、便利性等方面，满足居民的期望和需求。增加医疗类设施在调查区域四周的分布，方便

调查区域中各社区居民就医；增加医疗类设施的质量和标准，保障居民就医的安全和效果；加强医疗

类设施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协作，了解和满足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增加文化教育设施的建设，引导文

化教育设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和保护相结合。 

6. 总结 

本研究基于生活型历史文化街区居民生活视角，以生活型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围绕居民生活

满意度展开。通过问卷和地理信息分析，针对现有的问题进行了设计策略的提出：增加道路设施的投入

和建设，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优化道路设施的规划和管理，保护和提升街区的风貌和氛围；

增加餐饮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满足居民的饮食需求和偏好；建立购物消费设施的社会责任评价和激励机

制，规范购物消费设施的经营活动；优化购物消费设施的经营活动，加强购物消费设施与社区居民的沟

通和协作；增加生活服务类型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缩短居民享受生活服务的距离和时间；增加医疗类设

施的投入和建设，保障居民就医的安全和效果。同时，还需要引导文化教育设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

和保护相结合。通过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部门为提高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度、提升居民的生活

满意度的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同时可以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研究提供参考。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239


孙卓栋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3.83239 1999 设计 
 

基金项目 

浙江省公益技术研究项目(LGF22E080022)“碳中和背景下食物–能源–水系统与社区景观的耦合设

计方法及应用研究”；浙江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kcsz20220206)“共富共美共治共智”——创意工坊

设计实践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GG2023114)：共同富裕导向下“农文旅融合设计”

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吴翔华, 冯洁玉. 社区营造视角下居住性历史街区更新治理探索——以南京小西湖项目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 5(5): 125-130.  
[2] 梁学成. 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开发模式[J]. 社会科学家, 2020(5): 14-20.  

[3] 孙俊桥.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3, 60(2): 
59-74.  

[4] 廖开怀, 刘利雄, 朱雪梅, 乔稳稳. 历史文化街区微改造与活化利用的策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城市发展

研究, 2022, 29(5): 1-7.  

[5] 刘树鹏, 张君宇, 许熙巍, 董菁, 李晓东. 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及熵变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7): 84-93.  

[6] 陈羽峰, 胡翼青. 城市空间生产的媒介逻辑——以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新闻春秋, 2023(2): 
86-95.  

[7] 彭霞, 王云, 黄舟. 不同文化群体的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形象感知差异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8(5): 949-958.  

[8] 陈月, 雷诚.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问题与规划策略演进——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机制模拟分析[J]. 城市规划, 
2022, 46(S1): 84-95.  

[9] 姜蕾. 城市街道活力的定量评估与塑造策略[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10] 熊瑶, 朱彤, 翟婷婷, 朱永亭. 江南地区乡村公共空间景观活力提升研究[J]. 装饰, 2022(7): 124-126.  

[11] 王梓蒙, 刘艳芳, 罗璇, 仝照民, 安睿.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非线性关系研究——以双休日武汉

市主城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4): 716-729.  

[12] 陈玉涛. 城市商业活力、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5): 67-70.  

[13] 何峰, 史太润, 张诗语. 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4): 217-228.  

[14] 姜蕾. 城市街道活力的定量评估与塑造策略[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15] 龙瀛, 周垠. 街道活力的量化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为例[J]. 新建筑, 2016(1): 52-57.  

[16] 崔真真, 黄晓春, 何莲娜, 周志强.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生活便利度指数研究[J]. 地理信息世界, 2016, 23(3): 
27-33.  

[17] 罗铮蒸, 张樱子. 基于兴趣点大数据的成都市主城区空间活力分局分析[J]. 工业建筑, 2021, 51(10): 53-61.  

[18] 陈俊璋. 基于 POI 数据城市生活型街道的活力、问题与策略研究——以珠海市前山片区为例[J]. 建筑设计管理, 
2022, 39(10): 57-65.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239

	基于居民满意度的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提升设计
	摘  要
	关键词
	Design of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Residen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和特征
	2.1. 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2.2. 影响街区活力度的因素
	2.3. POI兴趣点街区活力测度应用设计

	3.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度的研究方法设计
	3.1. 数据来源以及测度方法的选择和设计
	3.1.1. 核密度分析设计
	3.1.2. 缓冲区分析设计


	4. 以杭州市中山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4.1.1. 量表变量及问卷题项设计
	4.1.2. 信度、效度分析

	4.2. 结果的呈现和分析
	4.2.1. 停车场数量严重不足
	4.2.2. 餐饮设施数量与分布情况正常
	4.2.3. 购物消费设施数量与分布情况正常
	4.2.4. 旅游景点聚集在居住区给居民带来不稳定因素
	4.2.5. 生活服务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正常
	4.2.6. 医疗类设施数量不足
	4.2.7. 文化教育类设施数量和分布情况正常


	5. 活力度提升设计策略
	6. 总结
	基金项目
	注  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