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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城市更新行动至关重要的一步，老旧小区改造持续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探索我国老旧小区

改造的可持续机制，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3~2021年中关于中国

老旧小区改造研究的一百七十二篇学术论文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绘制出关键词时区图谱、高频关键词

共现图谱和聚类图谱，来分析老旧小区改造的热点问题和趋势。通过分析老旧小区改造过程所存在的现

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研究结果可以为合理地制定老旧小区改造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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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rucial step in urban renewal, the renovation of old communities continues to attract th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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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on of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mechanism of the renovation of 
old communities in my country,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software, 
make a visual analysis of 172 academic papers on the renovation of China’s old communities from 
2013 to 2021 in the CNKI database and draw the keyword time zone map, high-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and cluster map to analyze the hot issues and trends in the renovation of old 
communities.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novation process of old 
communitie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ationally formulating old community reno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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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旧小区指的是建设日期在 2000 年以前，但因为配套设备滞后而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使得

居民对改造愿望较强的小区[1]。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确定，将完成 2000 年底以前建成的 21.9 万

户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改造目标[2]，并且能够在十四五时期完成。2021 年将计划新开工的老旧小区改造的

数量共有 5.3 万个；2021 年一月到十一月之间，我国实际新开工的老旧小区改造的数量共计 5.47 万个，

开工率达到了 101.4%之高。最近，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住

联合发布建办城[2021] 50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的通知》并公布《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衡量标准》，表明 2022 年，我国仍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同时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一刀切”，不满足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要求的小区也不能列入改造计

划，禁止以改造老旧小区为名而砍伐树木、搬迁居民和拆除古建筑。 
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大约有十六万户老旧小区，涉及 4200 多万户家庭。初步估算，全国要实

施综合改造的老旧小区的投入金额超过四万亿元，假如以五年为改造周期的话，一年所需的投入将增加

约八千亿人民币。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能够完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使居民获得幸福感，还能带

动一些产业的发展例如电梯、建材等[3]。但在改造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通过阅读文献发现，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面临如下问题：居民参与度低、意见难统一、资金筹措困难、小区人员组成复杂、

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后期管理工作困难等问题[4] [5] [6]，这些均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有效地改善城市整体市容市貌以及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老旧小区改造势在

必行。因此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样本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示了我国老旧

小区改造的趋势和现状问题[7]，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2. 老旧小区改造研究趋势 

(一) 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基于 CNKI 数据库，采取高级检索的方式，选取时间在 2013~2021 年之间并且主题以老旧小区

或老旧小区改造为检索条件，得出 198 篇相关文献，将其中重复、报纸、新闻等文献剔除，最终确定样

本文献 172 篇。将样本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分析工具，绘制关键词时区图、聚类图谱和高频关键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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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知识图谱，能直观的分析老旧小区改造的趋势和现状。 
(二) 知识图谱分析 
1) 老旧小区改造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老旧小区”(73 次)、“微改造”(11 次)、“改造策略”(6 次)是我国老旧小区改

造的热点问题，体现我国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注重改造策略，此外“居民参与”(5 次)、“物业管

理”(3 次)、“成本管理”(4 次)等频次相对较高，说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注重成本管理、小区物业的

管理以及居民参与改造的意愿等。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1.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介中心性 

1 老旧小区 73 1.11 

2 微改造 11 0.04 

3 公共空间 9 0.08 

4 改造策略 6 0.07 

5 社区治理 6 0.02 

6 居民参与 5 0.05 

7 影响因素 5 0.04 

8 改造 5 0.08 

9 成本管理 4 0.07 

10 城市更新 4 0.00 

11 物业管理 3 0.07 

12 共同缔造 4 0.09 

13 微更新 3 0.01 

14 综合整治 3 0.04 

15 可持续性 3 0.0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以很直观清晰的看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热点话题，也可以掌握老旧小区

改造过程中的总体状况和各方面研究重点之间的关系。导入样本文献数据后，将一年设定为时间切片，

设置时区为 2013~2021 年，并利用关键词共现频率数据构造出关键词出现的相关知识图谱(见图 1)。从图

1 中可看到以老旧小区为中心的研究，其关键词为城市更新、综合整治、策略、可持续性；以改造为中

心的研究，其关键词为旧居住区、基础设施、停车；以政府引领为中心的研究，其关键词为公共参与、

激活市场、共同缔造等。 
2) 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词时区视图 
图 2 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词时区视图，为老旧小区改造高频关键词在时间横坐标上的投影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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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能够清晰地表现出老旧小区改造的发展趋势与过程(见图 2)，可以发现，老旧小区的改造主要被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3~2015 年)主要围绕对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和资金运营问题以及住宅小区的改

造问题，要根据老旧小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物业管理形式。第二阶段(2016~2018 年)主要是围绕对

老旧小区的建筑节能改造和对老旧小区进行综合整治以及对老旧小区进行社区治理。第三阶段

(2019~2021 年)要注重对老旧小区公共空间的利用和老旧小区品质的提升以及注意人口老龄化问题。 
 

 
Figure 1. The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图 1. 老旧小区改造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2. The time zone map of key words for the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图 2. 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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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旧小区改造的聚类图谱分析 
以数据文献中关键词为网络节点，时间分割设置为一年，并选择每次时间分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十五个个名词，生成聚类视图(见图 3)。从图三中可以发现，老旧小区的改造问题主要分为五大类：聚类

#0“老旧小区”、聚类#1“影响因素”、聚类#2“公共空间”、聚类#3“微改造”、聚类#4“改造”。

因此，有聚类图可知老旧小区改造的热点主题为影响老旧小区改造的影响因素以及老旧小区公共空间的

利用和对老旧小区进行微改造等。 
 

 
Figure 3. The cluster map of the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图 3. 老旧小区改造的聚类图谱 

 
(三) 研究趋势分析 
由上述老旧小区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词时区图分析，发现在老旧小区改

造首先针对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展开，反应出这一阶段学术界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的探讨。其次是

围绕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展开，优化老旧小区户外环境。最后，老旧小区改造的热点问题为适老化改造以

及老旧小区品质的提升，要注意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问题，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由于老旧小区建设年代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在改造过程中所存在的现状与困境也是不同的，从而针

对老旧小区改造的现状与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3. 老旧小区改造的现状与困境 

(一) 改造现状 
1) 老旧小区人员构成复杂。主要由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构成，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使得物业管理公

司很难收取环境、健康、安全等相关费用。这给物业管理公司日常的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并且当政府

想要进入老旧小区改造时容易受小区居民的经济条件和消费观念所阻碍。 
2) 基础设施差，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大多数老旧小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老旧，

管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雨水污水不做分流处理，下水道出现严重堵塞，每到台风暴雨的季节，小区

积水影响居民正常出行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缺乏公共基础设施，并且老旧小区已经无法适应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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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发展。 
3) 服务成本高，且物业管理人员无法进入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主要由老年人和一些租户组成。老人

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和惯性生活习惯，对社会物业的要求也较低，不愿意支付额外的物业管理费。物

业管理的有无不会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老年人并不希望物业的入驻。此外，租户的经济状况

普遍较差，他们更不愿意支付物业费，所以也不希望物业入驻。 
4) 缺乏统一的管理，执法受到阻碍。老旧小区缺乏统一管理使得一些业主体现出自私的一面，存在

私自修建停车场、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非法装修改造房屋等安全隐患。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执法难度

大，执法次数多，导致社区公共绿地遭到破坏有的居民甚至破坏绿地改造成小菜园、私搭乱建的现象随

处可见，由于当时执法不严、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原因增加了当前的执法难度。 
5) 混乱不堪的所处位置。在建设初期，居民主要依靠步行或者自行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汽

车逐渐变多，导致道路更加拥挤狭窄，安全隐患问题严重。针对居民日常步行等问题，步行空间明显不

足，无法保证居民日常出行安全，交通事故频发，老旧小区交通设施落后，需要加强改进策略。 
6) 绿地存在问题。虽然有些老旧小区有物业管理公司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也进行了绿化工作，但

是大多数都是自然生长，绿植缺乏相应的修剪与养护同时也缺乏绿化建设的保养维护工作。老旧小区的

组成成员以老年人为主，他们更愿意将绿地改成小菜园，栽种各种蔬菜，这不仅对小区环境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也破坏了小区绿地的统一管理。 
(二) 改造困境 
1) 筹措资金困难。老旧小区改造需要予以大量的资金支持，虽然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已经给予了大力

财政支持，但是各地依然存在着财政资金“投不起”和资金总体不足的情况，因此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资

金很难满足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所需要的巨大资金需求。由于社会资本投资收益得不到保障，导致社会

资本不愿意投资到老旧小区的改造中[8]。此外还有部分小区也存在着居民参与投资的方式，但在实际实

行过程中容易面临许多抵触，由于大部分老旧小区多以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租户为主，对老旧小区改

造后所产生的效益漠不关心，另外租户居无定所、老年人也没有养成良好的缴费习惯，在投资方面缺少

积极性。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财政资金“投不起”，社会和居民都不愿意投资导致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筹措资金困难、后期管理资金缺失等问题。 
2) 居民意见难以统一、多方利益难以协调。由于老旧小区的建设时间较长，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居住

时间较长的老年人，也有一些是租客。因此，有必要就居民的意见达成一致在老旧小区改造前，但是想

要统一小区居民的建议，协调多方利益往往非常困难。协调社区业主的难点和重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首先在改造成本方面意见很难统一。第二，改造完成后物业的相关权益也会得到改善。居民需要

利益平衡，这也会影响居民意见的统一。最后，居民对改造有不同的需求，导致了有争议的后果。例如，

在旧社区停车场和上下排水管道的重建中，居民经常会产生有不同排水的需求和是否有车辆的纠纷，由

于以上各种纠纷导致老旧小区长期处于一个无法进行改造的状态。 
3) 改造过程不清晰，组织体系不完善。到目前为止，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实

施指南。由于老旧小区的现状各不相同，因此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因此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改

造范式。谁领导、谁应用、谁投资、谁管理之间没有明确合理的界限。协调、融资、设计、审核、反馈

等环节的安排不够具体不够和详细，老旧小区改造整体协调不够，改造效率低下。此外，相关工作人员

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造内容和施工组织计划，导致居民不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对此居民对老旧小区改造持

有怀疑的态度。由于老旧小区建设时间较长，先前的建设标准和要求与当前的建设标准和要求截然不同

存在很大冲突，比如消防、安全、节能等指标都不达标也不满足当前建筑标准，会导致改造成本过高的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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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造内容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9]。由于缺乏顶尖设计的指导，我国至今都未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技

术体系。老旧小区改造没有标准可依，出现了改造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与新建建筑的标准和规范相比，

也很难实现照明、绿化、停车。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只是做了表面的工作，只是一种形象上的改正。还

有一些只关注单体建筑改造的老旧小区，没有考虑到社区的老化改造、综合改造和可持续发展。此外，

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因此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中新观念以及新技术应用较少，不利于老旧小区的可持

续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5) 很难形成可持续动力机制。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其中大部分为

“净投资”，政府压力较大。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很难继续大规模投资于老旧

小区改造，导致部分地区存在畏难和拖延回避的想法，在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的过程中主动性和积极性都

不高。由于资金的有限性，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平性问题。还有部分基础设施的

改造不会产生收益，例如道路、水管、电线、燃气、绿化等改造内容，因此它对社会资本没有吸引力，

导致社会资本根本不愿意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因此，这些成本费用都需要政府来承担。增加停车位等

投资回收期长，因此社会资本也很少参与其中。 
6) 后续长期管理问题困难。老旧小区改造后，对老旧小区进行长期的管理是比较困难的。老旧小区

改造是一项需要长期管理同时也需要长期建设的工作，老旧小区改造成功与否不仅包括硬件环境的改善，

还包括改造后的有效和长期管理。只有同时提高管理水平和建设水平才能有效地促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可

持续发展，造福人民。从那些已经完成了改造的老旧小区来看，小区面貌呈现出崭新的状态，居民的生

活水平、质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的物业水平却很难得到提高。 

4.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的对策及建议 

(一) 政府主导、吸引社会力量 
政府部门要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科学的谋划好老旧小区改造的全过程，大力提倡

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工作，增加中央财政资金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老工业城市的更新、

改造、开发和建设同步进行，提出结合城市功能以及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安排相应的资金补贴等建议，

支持中央其他相关专项项目。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方面，提倡社会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加入到老旧小区的

改造更新的过程中，借助规模效应，将改造质量和进度作为前提，不仅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要吸

引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公司加入到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的工作中来[8]。建立健全以社会力量相互协调、

居民自治为主体、社区治理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体系。依照小区业主都同意的方式，成立社区讨论组织、

协调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管理模式、综合治理方案、标准和费用。 
(二) 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人是社区服务的主体，同时，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因此想要把老旧小区改造

的工作做好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走群众路线。社区中的个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居民经济条件的不同和

社会背景的多样性，造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的难度增大。如何满足居民的需求，更好的保护居民的权益，

是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关键问题。首先，从规划开始就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参与情况来确保参与权，组织

居民进行讨论是否变更或者如何变更等问题，鼓励居民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让居民参与到老旧

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其次，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整个过程中，居民的利益、参与权、监督权、选择权以及

参与权都应得到有效的保障。最后，不仅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例如：社区、街道、委员会等，

还要积极借助媒体的引导作用，形成合力。 
(三) 建立多元的资金筹措体系 
由于老旧小区数量较多，在改造过程中需要予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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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老旧小区改造所需要的资金，建立多元化的筹资体系。以下五个方面可以筹集到老旧小区升级改造所

需的资金：1) 居民的个人贡献；2) 社会资本投资；3) 政府财政资金补贴；4) 电信和电力公司的投资；

5) 金融机构贷款贴。引导重建后的老旧小区居民可以自觉分担部分重建费用如加装电梯、房屋内的大部

分维护费用由政府财政资金补贴，其中一小部分需要居民自行解决[10]。燃气、自来水、电信、供电等管

道及配套设施的改造，管道单位可承担维修费用。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金融机构贷款两种方式来解决蔬

菜市场、停车场、幼儿园、购物中心、养老院以及超市的建设成本费用。营业收入可以用于偿还贷款，

所有权或一定时期的经营权可以被社会资本扣除。财政补贴资金对于车行道、人行道等道路工程的改造，

垃圾分类收集、照明设施等纯投入部分进行投入。 
(四) 监督和管理贯彻始终 
政府各部门要加强管理，确保改造内容、施工组织、规划设计公开化，实施改造过程透明化[11]。在

项目初始阶段，严格规范项目改造投资的标准和审查方法，确保招标程序的合理规范性，同时也要保证

改造全过程的公平、公开和透明；并且在选择公司时要选择那些施工质量合格、资质较好的公司来进行

老旧小区改造的实施工作。在项目改造过程中，改造主体应该接受阶段性检查。只有确保了工程安全、

质量、工期的统一，才能保证施工单位能够按时、保质的完成各阶段的任务。如果施工过程中出现施工

质量、延误完工等问题，建设单位应当负责追究过错方的责任。项目建设完成后，既要考虑建设项目的

质量，还应将居民满意度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重要检验指标，以及要及时管理和监督那些给老旧小

区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的施工项目。 
(五) 相关政策落实到位，深厉浅揭，寻求差异化解决方案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习俗、住房条件和政府财政资源差异巨大。比如云南、四川西部、新疆的一

些地区，以及陕、甘、宁、青等地区都处于多发地震带，因此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应增强有关抗震的

设计理念。而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杭州以及上海，政府的财政资金实力相对较强。来说杭州和上海都

位于长江下游，政府的资金实力比较强。因此，老旧小区改造的时间相比于其他地区来说相对较早。然

而，由于地震烈度较低，居民建筑节能意识较北方较强，加强抗震和节约能源两方面在改造过程中不是

重点改造对象。所以，地方政府在指导北方地区确定改造内容时，应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环境

改造，而对于智慧社区和海绵社区，要根据当地财政的实际情况，重点关注的升级改造内容有电梯安装

等。根据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和老旧小区居民的意见，实行“一区一策”甚至是“一动一策”的政

策。因此，在不同的地区和城市要进行深厉浅揭的改造，不可“一刀切、菜单式”的粗放式改造。 
(六) 改善绿地结构、提升小区绿化环境 
为了改善老旧小区环境问题，因此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增加了绿化和绿化美化效果的方式，给居

民营造出一种轻松的环境。同时，我们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应该做好初步调查，邀请相关

专家调查社区和制定一个实际的计划按照国家颁发的相关绿化标准，咨询居民意见，积极发挥业主委员

会的作用，保证工作的顺利实施。其次是房屋的优化和规划布局。由于系统的修剪了原植物，使树木的

园林功能和审美功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应该充分考虑人行道的遮蔽以及居民采光等问题区选择树木

种植的地理位置和树木的种类。乔木通常被用于作为行道树，中间则选用灌木，靠窗种植花草或草坪，

其他区域采用草坪覆盖，加强小区绿化景观的高、中、低层次感。将绿化工作落实到位，避免居民私营

化。最后，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绿色空间。 
(七) 建立管理机制、探索长效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要积极引入物业管理体系。在尊重居民意见和消费能力的前提下，逐渐形成长

效管理机制[12]。根据居民具体的收入水平，制定相应的专业物业管理服务。既要严格按照各城市的法律

法规加强管理，明确奖惩，惩处拒不缴纳物业费和各种必要公共设施维护费的行为，还要明确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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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日常维护的责任单位。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采用 PPP 融资模式，加强政企合作，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老旧小区维护管理。加强政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老旧小区

的维护管理中来。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具有长期的特点在一轮更新之后，新一轮将开始。无论是从资金来

源还是组织制度上，都要努力建立长效机制。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有必要提高

全社会对房屋维修重要性的认识，落实业主的维修责任，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 

5. 结语 

老旧小区改造对于加快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实现有效的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并且有利于促进经济内部循环、创造社会效益。同时，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直接影响着

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旧小区的数量不断增加，其改造工作将成为长期城市建设规划项目，越是尽

早解决老旧小区改造中主要矛盾和问题，越有助于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进程，使得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

更为顺利。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老旧小区存在的居民居住环境差、能源消耗大、交通不够便利等

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因此，本文首先借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分析了老旧小区改造的发展趋势以及热点问题，随后指出了老旧小区改造的现状以及在改造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困难，最后针对以上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政府主导，吸引社会力量、以人文本，

走群众路线、建立多元的资金筹措体系、监督和管理贯彻始终、相关政策落实到位，深厉浅揭，寻求差

异化解决方案、改善绿地结构，提升小区绿化环境、建立管理机制，探索长效机制。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20AJY004)。 

参考文献 
[1] 单军, 韩玮, 杨旭光, 等. 北京市“三供一业”供水接收工作实践浅析[J]. 城镇供水, 2021(1): 106-108.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20/content_5528320.htm, 2020-12-26.  

[3] 邵志国, 安安, 于德湖, 韩青. 基于CiteSpace的老旧小区改造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与展望[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2): 5-10. 

[4] 李德智, 谷甜甜, 朱诗尧. 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参与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现代

城市研究, 2020(2): 19-25, 41. 

[5] 宋凤轩, 康世宇.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的困境与路径[J]. 河北学刊, 2020, 40(5): 191-197. 

[6] 郭斌, 李杨, 曹新利. 老旧小区的管理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以陕西省老旧小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18(7): 
70-76. 

[7]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8] 徐晓明, 许小乐. 社会力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J]. 城市问题, 2020(8): 74-80. 

[9] 陈天. 科学推进老旧小区改造[J]. 小康, 2020(27): 43-44. 

[10] 刘垚, 周可斌, 陈晓雨. 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实施评估及延伸思考——实践、成效与困境[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10): 116-124. 

[11] 王健. 缘何要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J]. 人民论坛, 2019(35): 129-131. 

[12] 王承华, 李智伟.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实践与探索——以昆山市中华北村更新改造为例[J]. 现
代城市研究, 2019(11): 104-11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412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20/content_5528320.htm

	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老旧小区改造研究趋势
	3. 老旧小区改造的现状与困境
	4.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的对策及建议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