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2), 67-73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184  

文章引用: 翟梓含, 刘剑伟. 上海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策略[J]. 设计, 2024, 9(2): 67-73.  
DOI: 10.12677/design.2024.92184 

 
 

上海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策略 

翟梓含，刘剑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31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8日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的重要阶段，老旧住宅区公共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城市中的老旧社区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些居住空间的普遍特性就是基本

功能仍可继续使用但社区活力值以及居民参与感和公共设施机能有所欠缺。艺术文化与科学技术有效结

合创造出来便捷又便利的美好社会。本文会从城市发展转型及参与式设计策略的融入，以人群行为活动

为导向，进一步探索社区营造的新方式、新形势。从而促进社区营造进程及基层治理共同探索的新路径、

推动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以此为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与高校教学互动的创新思维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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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enters an important stage of stock optimization, public spaces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renewal.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number of old communities in cities has increas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residential spaces is that their basic functions can still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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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functionality of pub-
lic facilities are lacking.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art,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es a 
convenient and beautiful societ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new ways and situations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participatory design 
strategies, guided by crowd behavior activities; thu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is will inspire innovative thinking for urban renewal, community building,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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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微更新转型语境下，围绕着“存量社区微更新”这一主题，“共同缔造”是其微更新的重要

理念。在有限容量的空间范围之内，对城市的空间景观进行优化设计并且改善人们的公共空间用来满足

日常的需求。促进邻里互动，从空间营造延展到社区参与，合理的空间营造和参与式设计策略能提升社

区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效益，促进社会资本的培育。本文从艺术的“融合与重塑”出发，深入探讨了在城

市更新中参与共创的营造策略。在理论研究中，结合“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一

系列相关营造策略。结语部分结合城市空间发展趋势对未来的空间规划进行了合理展望。 

2. 城市微更新的背景及释义 

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的建设发展正在经历从大拆大建的增量扩张到小修小缮的存量提升的转

型。城市规划建设的工作重心从开发土地、推倒重建，到对已建成的城市建筑的改造、城市设施的修缮

治理。以前大尺度、高成本、急增长的城市扩张模式转变到小尺度、低成本、渐进式的城市微更新模式

[1]。在城市更新“逆生长”的理念下，近年来各地城市都陆续出台了城市更新实施方案，城市更新话题

越来越受到行业关注。而社区作为构成城市的最基本单位是城市居民最先接触也最易接触到的公共空间。

社区层次的微更新往往具有空间尺度小、规划条件模糊与功能定位和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特征。城市小

微公共空间的类型特点小微公共空间以不同类型、不同尺度、不同功能等分布在城市空间中，相互联系

并形成系统，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层次结构。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视角出发，将城市小微公共空间

分为：社区微小公共空间、街区微小公共空间、边界空间[2]。 

2.1. 微更新与传统城市更新的差异 

城市更新中不同于传统改造模式的大拆大建，微更新的理念相继出现，而传统的更新模式会比较偏

向大拆大建和增设新型公共设施，传统城市更新往往是大规模、由政府或大型开发商主导的重建项目，

注重广泛区域的规划和设计，需要大量资源和长时间周期，而城市微更新则是聚焦在点位和小型空间，

通常是老旧小区，历史街区等。针对特定区域或社区的小规模、多方参与的改进策略，强调社区居民的

参与、灵活性和渐进式的优化，需求较少的资源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看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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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区更新与城市发展的关联 

社区，作为城市结构的基本单元，承载了大量的居住、文化和社会功能。因此社区的状态直接影响

到整个城市的健康和活力。社区更新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石[3]。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社区由于各种原

因(如老化基础设施、过时的设计或人口变动)而逐渐衰退。如果不对这些社区进行有效的更新和改造，它

们可能会成为城市的贫困和犯罪的温床，从而阻碍整个城市的进步。通过对这些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更

新，城市可以确保其持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许多旧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都不符合现代的环保

标准，这可能会导致能源浪费和污染。通过对这些社区进行绿色和可持续的更新，城市可以减少其碳足

迹，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社区不仅是城市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持续、有针对性的社区更新，城市才能确保

其长期的繁荣和可持续性。因此，对社区更新的投资不仅是对单一社区的投资，更是对整个城市和其未

来的投资[3]。 

3.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 

社区是居住、商业、教育、医疗及行政于一体的综合体，完善社区的基础设施，打造功能完备的社

区空间是提升社区完整度的关键所在。社区的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场地，属于微更新的重要

研究对象。目前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设计仍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3.1. 公共空间功能设施较为缺乏 

城市居民多数时期都是在居民社区中度过的，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社区中的停留时间将更加的长、

这就要求公共设施及区域的完备情况，社区中的空间要将休息、健身、娱乐、健身、文化等集为一体。

以人的需求为主要中心。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老旧社区由于早期的设计水准限制，以及对于场地选择，

人群调研等情况不充分，居民在使用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使用需求得不到很好地满足。如老旧小

区的公共空间缺乏连续性、步行能力受限、公共设施老化、缺乏开放的绿地广场和公共空间开放性较低

等问题[4] (如图 1)衡山路位于上海市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内，街道由于不可拓宽和改建的原因，内部有

着诸多设施问题，公共空间没有合理的利用，外墙脱落以及水管外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 
 

 
Figure 1. Public space of old community on Hengshan Road 
图 1. 衡山路老旧社区公共空间① 

3.2.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问题 

高度的参与度意味着居民能够直接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影响，实现真正的“由社区，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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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造[5]。然而，实际上，多数社区在更新和规划过程中面临居民参与度低的问题。原因多种多样：包

括信息不对称，居民可能不知道如何参与或认为他们的声音不会被重视；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

以及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等。这种局面不仅可能导致规划和实施出现偏差，更可能引发社区

内部的冲突。上海市由于城市特性的原因导致外来人口较多，所以社区的居户密度也会随之增加，这些

外来居民可能在文化、语言、经济和教育背景上都有所不同，使得社区更加多元化。 
由于外来人口的流动性较高，这意味着社区的居民组成可能经常发生变化，这为持续和一致的居民

参与带来了挑战。因此，提高居民参与度，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其声音和需求得到真正的反映，

是社区更新中需解决的问题。 

4.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策略 

社区微更新是指通过对社区建筑的改造和维护、零散低效土地的再利用、闲置资产的挖掘、社区文

化的培育等方式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治理模式，社区微更新也相应有不同的参与模式与策略。

社区更新的内容不仅包括基础设施改造、环境品质提升等物理环境的更新，还要兼顾社区原有的历史

文脉、社区文化、邻里关系等文化属性的延续发展[6]。我国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针对

空间、人群、以及活动三个层面展开，迫切需要从基础物理空间、社会活动、人群文化属性等多个层面

进行探索。 

4.1. 公共物理空间焕活策略 

空间内部的艺术介入能够梳理概念并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融入生活，传统模式下住宅区域或公共区域

的建设是有严格的制定标准以及所属策略，在满足交通人流以及人员需求的基础上融入艺术形式能够加

大的完善城市的功能属性。从社区内的小空间开始，设计的置入激活整个片区的活力，营造多样化的社

区空间。艺术的融入能够传递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比如艺术的多种形式的介入能够以符号的形式融入

居民的生活，可以通过与人们的情感和记忆产生联系，创造更深层次的体验。符号的选择和表现形式以

激发人们的情感反应，引起共鸣，并与他们的经历和情感联系在一起，使观众产生共鸣和理解。 
 

 
Figure 2. Watershed·encounter-Jing’an Peng Yuepu Shanghai urban space art season practice exhibition 
图 2. 流域·邂逅–静安彭越浦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实践展② 
 

如静安区彭越浦滨江大道上开展主题为流域·邂逅的实践展览(如图 2)，以公共艺术的形式改造场地

及墙面，原先破旧的围墙以涂鸦的形式进行改造，搭建出了一场美妙的相遇——滨水空间与社区公众的

邂逅，活动根植于社区内部，以改造和公共艺术为主，以人为中心实现富有现实意义的社区重塑，从过

去到未来借艺术之手塑造滨河两岸社区的新风貌。社区公共艺术深刻地体现了当地文化、公众互动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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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社群的特色。作为一种组织、创作和管理活动的手段，艺术不仅桥接了社区中的人与人、人与空间

的互动关系，更是作为提高公众参与热情的媒介。鉴于社区公共艺术所承载的独特意义及其在实践中的

影响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推进公众深入参与，培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加强社区的团

结和合作，以及鼓励居民在社区更新中的共同参与。 
公共艺术是置于公共空间中，富有文化价值及人文理想的艺术项目，其核心是公共性，强调公益性及

社会福利性，旨在以艺术作品为公众带来社会服务，协调公共领域的各种问题，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7]。
公共艺术的形式可以是景观、雕塑、装置等物质形态，也可以是活动、事件、展演等非物质形态。公共艺

术对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新类型公共艺术扎根于社区，以社群为基础进行，所以也被

称为社区公共艺术，是社区更新与公共艺术相结合的最早探索。公共艺术对社区微更新的介入，使社区公

众在公共艺术创造的情境中交流互动，缩小认知和价值观的差异性，在居民间形成共同话语，打破异质差

异，改善邻里关系。社区的改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和物理空间，更是通过公众参与的过程，使居民找到归

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使社区居民真正成为“共同体”，形成睦邻友好的社群，人与环境共发展。 

4.2. 社会文化活动主导策略 

公共文化活动以其显著的包容性、交互性和公众参与度受到欣赏。通过空间艺术化、设施的艺术转

化、公共艺术作品的植入或表演展示，这类活动不仅为社区注入了活力，还赋予了空间新的意义。公共

文化活动的融入为社区在经济、文化和教育各方面都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传统上，我们更多地

将社区的文化特征与公共设施、雕塑、壁画和社区景观关联，但近些年，如互动装置和短期社区活动，

以及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等新形式也逐渐受到关注，并在社区更新的过程中展现了其独特价值。在

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街道上，通过艺术活动的方式可以将社区更新的成果直接展现给居民，无疑能够提

升他们对所居住地的热爱与归属感[8]。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新华社区，举办的社区开放日活动(图 3)，邀

请社区成员参加快闪活动、参与调研和工作，创想疫情后社区韧性复苏的可能性，激发了社区巨大的参

与热情，也为项目的重启注入了信心和动力。该活动对外开放，这这里有二手市集，可以撸猫撸狗，和

社区的朋友一起运动聊天，小朋友还有水枪大战等。社区开放日的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在娱乐的同时开创

社区更新的多种可能性，社区空间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社区抒发自己的感想。社区内部不止于

第三方服务，社区营造中心作为参与枢纽平台，致力于支持居民进行自我服务。不同于政府主导投入，

社区营造中心积极进行自我造血，探索可持续的自主运营道路。不囿于固定空间功能，社区营造中心注

重居民体验，空间根据不同主题有多元灵活的迭代变化。这种“共享”的过程既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积极

性，也拉近了居民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社区新的人际关系建立。 
 

 
Figure 3. Shanghai urban space art season community open 
day activity 
图 3.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社区开放日活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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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区中独特的元素、传统与创新融合后的设计以及居民共同参与下的成果，通过展览的方式直观

展示，不仅展现了社区的魅力，更是强化了居民的认同感。这样的直观展示方法，能够触动居民的情感，

使他们更加珍视自己的生活环境。进一步地，这种展示方式不仅让居民感到自己的声音与参与是被重视

的，而且也激发了他们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展览还可以成为街区间交流的平台，鼓励居民分享自

己的想法和经验，共同为社区的未来构建更美好的蓝图。 

4.3. 人群参与式激活策略 

社区的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了进行日常生活和社交互动的场所，这种空间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成为构建社区“熟人社会”不可或缺的空间环境。作为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居民对自己的需求了如

指掌，因此他们能为这些空间提供最符合实际的反馈和建议。参与式空间微更新旨在通过交互性装置和

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社区居民与公共空间的深度互动和共同创造[9]。为实现居民的参与化融入，设计

师可以采取包容性的设计方法，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项目的各个阶段。这可以通过组织社区研讨会、座谈

会或工作坊等形式来实现。居民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想法、需求和意见，与设计师共同探讨空

间改造的可能性。他们的参与将有助于确保设计过程更贴近社区需求，并增加居民对更新项目的认同感。

图 4 为共治的景观参与式工作坊，他们自 2017 年就开始陆续通过共治的景观工作坊的形式为社区参与式

共创培训力量。2019 年初在创智天地政立路 580 弄片区实施“在地共创小组”计划，从两个方向进行部

署计划，一方面组织社区提出社区营造的提案及大致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出发点联络独立设计师，

研究者、在校大学生和部分社区创业者，收集多方力量以及想法，让有志于社区规划的学生和学者的理

想与专业技能落地，也让居民的诉求借助研究的力量被社会听到。根据计划，由居委会进行组织各小组

由各社区志愿者组成，分组后自行策划社区营造的内容、位置、规模和方案落实，大学生亦可自行提案，

提案相互支持的社区和大学生可联合组建小组。在此次社区共创营造中，小组提案已不限于社区花园，

而扩展到了与社区环境和文化相关的多类主题，比如增加围墙的立体绿化及休闲座椅等设施、做墙绘、

利用废弃材料制作装置、建设疗愈花园、发掘小区零散闲置用地进行利用以及社区戏剧和文化采集等，

反映出居民最实际和迫切的诉求。小组亦不断吸纳社区其他居民，逐步壮大在地自组织，协力建设维护、

合力监督，并建立管理团队成立社区社会组织。 
 

 
Figure 4. Collaborative landscap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orkshop 
to promote local groups 
图 4. 共治的景观社区参与工作坊推动在地小组④ 

5. 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微更新的融入能够在社区公共空间改造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不同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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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参与，以小见大，从微小的社区公共空间节点入手，因地制宜地进行投放设计探索，最终达到激

发老旧社区公共空间的整体活力，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城市更新模式已显疲态，以社区主导

和公众参与的“自下而上”模式逐步成为共识[10]。通过社区营造的方式营造出兼具文化特色、经济合理、

人文关怀的公共空间场所环境，有利于城市老旧社区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城市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

城市文化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在城市里的人们作为城市的观众，通过第三视角观看并且体验城市的文化

发展。而社区的变化更是人们建立情感连接的枢纽，是一个联系城市环境与人群之间的桥梁，参观者可

以在体验过程中体会到城市的发展变化，感受更多的文化底蕴。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拍摄 
②图 2 来源：网页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jY7G13hKV5wIwsl5kQj93g  
③图 3 来源：网页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HfRthqhX_ZuGmJ6p2XJ6vQ  
④图 4 来源：网页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0qnq8upHMvSaGh5N16rX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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