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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色街区是城市内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效应的空间环境，特色街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街区的发

展进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发展。本文以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和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为研究

对象，对其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以后的整改方向，以便为将来开展特色街区

更新改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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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haracteristic block is a spatial environment within a city that has a certain scale and agglome-
ration effect.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a cit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block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aishang Old Street and Xili-
tuzhao-Dashengkui Block in Hohhot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explores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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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street renewal and transfor-
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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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特色街区是能够体现城市的文化特点、提高城市形象的开放式街区，它是以城市的道路为主要

骨架并具有一定规模并能够产生集聚效应的空间环境[1]。近年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城

市更新的研究越来越多，而特色街区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呼

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城市内

的特色街区多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主要地域文化的载体，因此对呼和浩特城市内的特色街区进行研

究，无论是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还是促进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于街区的更新改造进行了相关研究。Walmsley 认为，在进行城市历史街区更新研

究时，应引入绿廊，构建与自然环境以及城市的景观风貌相结合的街区框架[2]。Frochot 和 Hughes 通过

对城市特色街区服务质量管理的角度，建立了街区文化旅游开发模型[3]。Dutta 等人从旅游经济学角度出

发，对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街区更新改造时如何协调街区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研究[4]。Burtenshaw
指出，在对城市特色街区研究时，在注意建筑的保存状况以及历史发展状况等因素外，还应着重考虑街

区的功能特征[5]。 
我国学者主要通过对不同的城市街区进行研究，对现有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关改造建议和

策略方法。叶鹏和徐晓燕以北京垂杨柳中南街为例，指出街区存在交通拥挤、卫生环境较差、缺少环境

意识等问题[6]。曹苇指出，西安鼓楼街区由于保护意识不足等原因，导致许多年代久远的建筑逐渐减少

[7]。冷嘉伟和余爽通过对街区现状的分析，总结了我国街区在进行更新时存在的问题，并以歙县人民路

中段街区为例探讨了街区在进行更新过程中的手段方法[8]。周玮等学者选取南京夫子庙街区为案例展开

研究，为促进江南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参考性建议[9]。王承华等学者以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提出了街区进行微更新的方法策略[10]。 
对于呼和浩特市内的街区，赵赫、赵宇翔、孙宇、谷艳利、王旭等学者对塞上老街进行分析，并指

出该街区存在基础设施薄弱、整体形象欠佳、舒适度欠佳、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城市中的作用、缺少缓冲

空间等问题[11] [12] [13] [14] [15]。张正明学者指出，大召寺街区存在原有街道和建筑破坏严重、街道宽

度较小等问题[16]。申婷芳和郝占国、刘辛辛学者就“大盛魁”街区在文化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分析研究

其现存在的问题[17] [18]。希木力格和郝占国学者针对席力图召五塔寺街区现状存在的沿街建筑风格不一

以及缺少公共空间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更新改造策略[19]。 
本文在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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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塞上老街现状分析 

2.1. 塞上老街概况 

塞上老街始建于明清时期，兴盛于民国时期，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昭寺附近，全长 380 米，是

呼和浩特市一条拥有上百年发展历史的街区，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旅游和文化消

费的聚集街区，是呼和浩特市内唯一一条体现了归绥旧貌的老街道(见图 1)。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the Saishang Old Street 
图 1. 塞上老街区位图 

 
塞上老街整街建筑风格以明清式建筑为主，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塞上老街由于年久失修以及人为破

坏等原因，造成街区内建筑等要素遭到较大的破坏，因此在 2013 年，呼和浩特市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建

筑、提升整体风貌，对塞上老街内的道路进行铺设，对建筑进行保护式修缮。 

2.2. 塞上老街现状问题分析 

2.2.1. 建筑风貌不协调 
在以往的改造修缮过程中，大量的明清风格的四合院建筑被拆除，一些老建筑的风貌受到严重破坏，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风格的建筑。再加上街区内的路灯、标识等装饰物与周围环境不够协调，另外街区内

的道路存在破损现象。导致塞上老街街区的整体环境欠佳，不能够很好地体现传统商业文化街区的特征

风貌。 

2.2.2. 缺少公共空间 
塞上老街整个街区缺少绿地、广场等用于游客进行休憩的公共场所，导入功能较差。导致游客在游

览过程中不自觉地走到街巷的尽头，不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长此以往会导致街区发展活力降低，

不利于街区的长久发展(见图 2)。 

2.2.3. 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单一 
街区现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出售古玩字画以及蒙古族民族特色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为

主。与周边的居住底蕴氛围缺乏紧密的联系，文化产品的开发模式较为单一，不能够体现塞上老街街区

百年的文化底蕴。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3.123029


韩智超，张秋亮 

 

 

DOI: 10.12677/gser.2023.123029 316 地理科学研究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Figure 2. Map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aishang Old Street 
图 2. 塞上老街现状图 

2.3. 现状总结及整改建议 

塞上老街现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充分挖掘文化历史资源，再者用于人们游憩休闲的公共空间较少，

不能更好地起到引导人的效果，另外街区内部的基础设施仍需要不断完善。 
该街区在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应该进一步考虑并最大程度地利用街区现有的文化历史资源。如何既满

足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需求，又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是该街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着重面对的关键性

问题。在发展利用资源的同时，还应完善街区内的基础设施，适当增加公共空间。采用科学合理的手段

对街区进行开发改造，加强街区与周边的联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3.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现状分析 

3.1.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概况 

街区主要由席力图召、大盛魁文化创业园、现代居民区以及晋商建筑中国烧麦美食街组成。街区位

于大南街以东、石羊桥路以西、大东街以南、西五十家街、东五十家街和五塔寺前街以北区域，如图 3
所示。街区内主要以晋商文化为主，夹杂着蒙元文化，建筑以晋式建筑为主。其中，中国烧麦美食街东

起五塔寺后街与石羊桥路交汇口，经小召头道巷，西至兴盛街与大南街交汇处，全长 1100 米，于 2017
年正式命名。 

3.2.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现状问题分析 

3.2.1. 交通设置不合理 
街区内整体以商业为主，尤其是中国烧麦美食街和小召前街应该主要以步行为主，但是现由于道路

宽度较大，导致现主要为车行道，与此同时，道路两侧停放大量的车辆，步行空间较小，存在安全隐患，

不能给居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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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Figure 3. Location map of Xilituzhao-Dashengkui Block 
图 3.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区位图 

3.2.2. 文化脉络断裂 
街区的发展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导致各个古迹之间被强制分离，各个景观片区被孤立，整体呈现

出碎片化的效果。各片区之间的联系松散，凝聚力不足，不能较好地形成集聚效果，街区整体无论是景

观，还是文化脉络均存在断裂的现象。 

3.2.3. 环境混乱，景观较差 
街区内部环境混乱，尤其是位于街区中央的小召综合批发市场，一方面其位于中央，将街区的景观

轴线打断，造成街区景观不连续，视觉效果较差。另一方面，该市场内的环境卫生较差，对街区的整体

景观造成严重的影响。街区建筑风格混乱，不能够很好地打造连续性的景观效果，另外道路两侧存在车

辆乱停乱放的现象，街区整体混乱(见图 4)。 

3.3. 现状总结及整改建议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整体呈现出景观效果较差、文化脉络不能较好连接、体验感较差的效果。 
对于该街区在发展过程中应在保证街区整体文化脉络完整的前提下，打造街区景观，形成景观轴线，

合理设置街区内的交通组织，最大程度上做到人车分流，合理组织车辆停车，增强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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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Figure 4. Map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Xilituzhao-Dashengkui Block 
图 4.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现状图 

4. 结语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之一，因其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式以及地域文化特征，从而成

为地区重要的且集聚代表性的街区。历史街区作为展现城市文化的载体，如何在保护其历史的情况下对

其进项规划，成为一个重点、难点。 
本文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内两个特色街区现场调研以及研究发现：塞上老街在风貌、公共空间组织以

及文化资源的利用等方面，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在文化脉络、交通组织以及环境景观等方面存在着较

多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更新改造，并且对其在今后的更新发展中的侧重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再者，本文在现状基础上研究呼和浩特市内的特色街区，经研究，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市作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内现有的特色街区较少，在后续的发展中应合理挖掘城市文化历史，增加街区的数

量，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曼. 基于现象透明性的特色街区更新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15. 
[2] Walmsley, A. (1995) Greenways and the Making of Urban Form.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3, 81-127.  

https://doi.org/10.1016/0169-2046(95)02015-L 
[3] Frochot, I. and Hughes, H. (2000) HISTOQUAL: The Development of a Historic Houses Assessment Scale. Tourism 

Management, 21, 157-167. https://doi.org/10.1016/S0261-5177(99)00045-X 
[4] Dutta, M., Banerjee, S. and Husain, Z. (2007) Untapped Demand for Heritage: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y of Prin-

sep Ghat, Calcutta. Tourism Management, 28, 83-95.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05.07.021 
[5] Burtenshaw, D., Bateman, M. and Ashworth, G.J. (2021) The European City: A Western Perspective. Routledge, Lon-

don.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69901 
[6] 叶鹏, 徐晓燕. 北京垂杨柳中南街的改造更新[J]. 建筑学报, 2002(5): 52-54. 

[7] 曹苇. 西安鼓楼历史街区更新建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5. 

[8] 冷嘉伟, 余爽. 历史环境中街区更新的实践与反思——以歙县人民路中段街区的更新改造规划为例[J]. 现代城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3.123029
https://doi.org/10.1016/0169-2046(95)02015-L
https://doi.org/10.1016/S0261-5177(99)00045-X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05.07.021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69901


韩智超，张秋亮 
 

 

DOI: 10.12677/gser.2023.123029 319 地理科学研究 
 

市研究, 2007, 22(4): 55-61. 

[9] 周玮, 田苏雯, 王章霖. 基于城市记忆的江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以南京夫子庙为例[J]. 旅游纵览(下
半月), 2016(4): 210-212. 

[10] 王承华, 张进帅, 姜劲松. 微更新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6): 96-104. 

[11] 赵赫 , 李丽. 历史文化街区的地域性改造策略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改造为例[J]. 建筑与文化 , 
2015(8): 140-141. 

[12] 赵宇翔, 贾震, 庞亚洲. 基于景观更新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以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景观改造为例[J]. 
山东林业科技, 2016(6): 82-85. 

[13] 孙宇, 王卓男. 基于触媒理论的历史街区博物馆设计研究——以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博物馆概念设计为例[J]. 建
筑与文化, 2020(10): 121-122. 

[14] 谷艳利, 吴志成. 场所依赖理论视野下文化街区的改造设计研究——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为例[J]. 中
国储运, 2021(8): 131-132. 

[15] 王旭, 富志强. 基于触媒理论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地活化更新策略研究——以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及其周边地区为例[J]. 
住区, 2022(4): 35-43. 

[16] 张正明.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历史特色街区设计研究——以大召寺街区为例[J]. 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 28(3): 17-20. 

[17] 申婷芳, 郝占国. 基于社区营造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研究——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盛魁”晋商历史街区

改造设计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20(10): 150-152. 

[18] 刘辛辛. 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问题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大盛魁文创园为例[J]. 新西部, 2020(4): 
20-21. 

[19] 希木力格, 郝占国. 基于场所精神浅谈历史街区改造中的地方特色建设——以席力图召五塔寺区段保护更新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20(12): 119-121.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3.123029

	城市特色街区现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Characteristic Block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塞上老街现状分析
	2.1. 塞上老街概况
	2.2. 塞上老街现状问题分析
	2.2.1. 建筑风貌不协调
	2.2.2. 缺少公共空间
	2.2.3. 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单一

	2.3. 现状总结及整改建议

	3.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现状分析
	3.1.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概况
	3.2. 席力图召–大盛魁街区现状问题分析
	3.2.1. 交通设置不合理
	3.2.2. 文化脉络断裂
	3.2.3. 环境混乱，景观较差

	3.3. 现状总结及整改建议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