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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许多大中城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运

动，大量旧改项目在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同时，亦面临着无序和低效开发、城

乡区域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等诸多弊端，城市盲目扩张问题暴露。如何更好地开展城市更

新工作，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与规划设计单位须直面的课题。在国家新型城

镇化的背景下，城市面临转型，由以往摊大饼蔓延式扩张转向城市内部的升级、挖潜，即从增

量发展走向存量更新，这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应的，作为城市公共政

策之一的城市规划，亦要顺应城市的转型发展，探索一条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我们的规划专家、学者结合城市实际，研究新技术与新方法，积极进行探索和实践，并不

断总结经验，探寻新途径，为当前受土地匮乏等资源约束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动力，

这亦是城市更新的本质要求。如此，衍生出各类有针对性的规划设计类型，新理论、新思想、

新技术不断涌现，以我们的城市为舞台，构筑起声势浩大的阵列，演绎精彩的城市之歌。

山东省日照市因 “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地处黄海之滨、山东半岛南翼，是一个有特色、

有潜力、有后劲的城市。日照市历史文化悠久，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崇拜起源地之一，被誉为

“东方太阳城” “水上运动之都”，是联合国人居奖获奖城市。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总

结、梳理各地成功的城市更新经验，探寻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规划师》杂志社于２０１７年７月

在日照市举办 “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 《规划师》·日照经验交流会 （２０１７）”，邀请了来

自日照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大学、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赣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华建集团规划建筑设计院、浙江省规划

设计研究院等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规划设计师等，在大会上展开交流。

本书分为４个专题，分别从城市更新与日照实践、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城市更新实践与

实施、城市更新与旅游发展４个方面收录优秀论文３３篇，共计约５０万字。本书的出版，对我国

城市更新研究与实践将大有所裨益。希望读者借此可以对我国城市更新有进一步的了解，从中

得到更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谨以此作序。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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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城市更新与日照实践

“城市双修”视角下的开发区更新策略探索
———以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概念规划为例

□董春常，赵孟千

摘要：在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开发区逐渐由早期的创业与
迅速增长阶段向城市综合城区转型，城市开发区面临强烈的更新诉求。“城市双修”理念为开发
区的更新提供了系统性的工作思路，文章在此视角之下提出了城市开发区的更新策略，结合日
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规划中的城市更新实践，从布局结构更新、公共服务更新、交通体系
更新与城市风貌更新四方面进行 “城市双修”更新实践，以期为相关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双修；生态；开发区；更新策略

１　引言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与 “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我国城市建设迈入了转

型发展阶段；在２０１５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加强城市设计与城市修补工作，这是
“城市修补”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会议当中，标志着城市修补成为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２０１７年

３月６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 “城市双修”（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工作的建议。

“城市双修”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城市老城区的城市更新问题，但研究其本质，可将
其理念拓展到城市建成区范围。作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
“经开区”）经过近３０年的快速发展，在取得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的 “城市
病”，产生了功能布局分散、生态环境恶化与城市特色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相对于城市旧城区，
经开区具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及景观风貌可塑性较强等特点，是城市存量发展
阶段的重点工作对象与关键区域。因此，引入 “城市双修”的发展理念，提出经开区的更新策
略，对于塑造城市特色，保育城市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２　“城市双修”概念解读
“城市双修”这一理念是基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长期处于追赶建设与粗放开发

的发展阶段导致众多的城市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城市更新手段。２０１５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次以
三亚为试点城市开展 “城市双修”建设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三亚市的
城乡面貌取得了很大的改善。在２０１６年的城市规划年会中， “城市双修”作为热点词汇，引发

·３·



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了众多学者激烈的讨论，探索了城市的更新与改造、修复与修补等问题。

２．１　概念内涵

对于 “城市双修”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理解为存量规划背景下的一套系统性的城市更
新指导办法，包括目标层面、实施层面与保障层面三大部分 （见图１）。

图１　 “城市双修”内涵体系

目标层面为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两大基本目标，分别从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两方面提出了
控制要求。实施层面包含了具体的更新内容，其中生态方面包括山体修复、水体治理、修复弃
地与完善绿地等内容，城建方面包含了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出行条件、居住条件、历史文化
与城市风貌等内容。保障层面则包含了更新的政策措施，确保了落地的可能性，如组织领导、
管理制度、资金筹措、监督考核和公众参与等内容。

２．２　概念延伸

对三亚市 “城市双修”的试点工作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 “双修”的主要对象为城市老城
区，而其工作的本质则是城市更新。通过上文对于 “城市双修”概念的解读，可以认为其提出
的背景不应仅局限于老城区的城市更新，更应该着眼于建成区乃至区域层面的城市发展模式与
开发理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城市双修”的内涵可以延伸为覆盖微观、中观与宏观多个空间层级，包含生
态、生活与生产多个功能层次的系统性的城市更新体系。在生态修复方面，不局限于山体与水
体，也应包括城市整体生态架构的修复与培育；在城市修复方面，应包括结构优化与功能布局
等方面。因此，“城市双修”理念的提出，为城市构建出了 “点—线—面”的更新与优化模式，
也为存量规划提供了可实施的方法指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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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城市开发区更新与 “城市双修”
自１９８０年确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４个经济特区之后，在此后的３０多年间，我国的

城市开发区建设经历了从起步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经开区设计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促进经济增
长、增加就业岗位与拓展城市空间三方面，其在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目前存量规划的背景之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且克服自身的发展缺陷，城市开发区的
建设方向也转入转型调整阶段。

３．１　现阶段城市开发区空间特征

功能布局杂乱，空间效率低下。长期以来，由于发展条件的制约与政策的相对不足，多数
开发区的发展策略为低成本土地出让，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偏低，走上了粗放的发展道路。这种
发展方式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产生了
大量的空置土地，同时也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品质；另一方面，在开发区空间规模不断扩张的同
时，工业空间也不断扩张，形成了对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的合围与压迫，造成村庄零散分布
于开发区内、服务设施不成体系等现实问题。

用地结构调整，城市更新诉求。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作为支撑，而经过多轮
的空间增长，城市开发区可用于支撑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的增量用地十分有限，后备土地资源
不足，必须探求存量发展模式，以往低效混杂的用地结构模式与外延的空间扩张方式已经不能
适用于转型阶段开发区的发展，城市更新诉求强烈。

３．２　“城市双修”对于开发区更新的意义

基于对开发区现状条件的分析，反映了明显无序化的空间特征，其根源在于城市开发区的
无序扩张。一方面，无序的扩张造成了开发区的定位模糊、布局混乱与生态退化等问题，开发
区发展的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城市开发区虽面临发展困境，但其仍然肩负着引领经济发展、
带动产业转型的重任，因此城市开发区更新的重点在于系统化格局的构建。

引入 “城市双修”这一理念，对于城市开发区的更新意义重大。首先，有利于功能整合。
通过 “城市双修”充分整合开发区的现有资源，盘活存量土地，进行合理利用与开发，符合新
常态下城市的发展需求。其次，有利于区域协调。通过 “城市双修”实现开发区与老城区之间
的衔接与联动，使开发区成为老城区的有效补充。最后，有利于生态修复。通过 “城市双修”
可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品质，再造开发区的生态基底，重构生态格局，将开发区打造成
生态特色城区。

４　基于 “城市双修”的开发区更新策略
针对城市开发区的问题与诉求，从 “城市双修”的角度针对生态格局、功能布局、低碳交

通、开敞空间和绿色建筑５个方面提出更新策略。

４．１　保育生态格局

相比于城市老城区，开发区的生态资源一般比较丰富，区域内河湖水系发达，生态绿地众
多。但多年的无序发展造成开发区生态格局的破坏，本文由此提出保育生态格局的更新策略。

具体可从以下３个方面入手：首先，尽可能地恢复区域生态格局，通过水系与绿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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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生态网络，再现区域生态特征；其次，在生态格局更新中融入新的发展理念，如海绵城市
等，结合建设理念和技术方法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最后，将区域生态格局融入城市功能网络，
推进 “绿廊”“绿环”“绿楔”“绿心”等绿地建设，构建结构完整的区域绿地系统。

４．２　优化功能布局

优化功能布局，重点在于明确发展方向与现有功能整合。可从以下３个方面入手：首先，
调整开发区用地结构，从生产主导向生活、生产并重转变，逐步改变目前不合理的用地结构；
其次，集约土地利用，通过用地布局、用地结构及开发强度等指标的优化增强土地使用效率，
提高单位用地产出效率；最后，提倡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有机融合各种城市功能，增加城市的
活力与多样性，如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与工业用地均可实现一定程度的混合。

４．３　发展低碳交通

对于城市开发区，其交通问题在于与城区连接不畅、内部交通受现状阻碍较多，不成体系。
交通格局的更新，可结合自然山体、水系与城市公园建设连续的慢行系统，道路设计预留步行
空间，鼓励慢行与公共交通出行。

具体可从以下３个方面入手：首先，促进交通连接，根据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诉求，
增强区域间交通系统联系；其次，优化内部路网结构，完善道路系统，采用合理的道路密度，
满足不同功能布局的需求，形成完善的内部道路体系；最后，美化交通环境，提倡低碳交通，
根据道路的功能确定宜人的街道尺度，并确保完整的慢行空间与优美的交通环境。

４．４　分级设施配置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服务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城市开发区现状
公共服务设施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从 “城市双修”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以下更新策略：首先，确定层次分明、网状覆盖的
公共服务设施级别与布局体系，根据其规模与服务范围划分层级，注重设施的网状分布与均衡
布局；其次，构建多元配置、独立标准的类型与指标体系，因地制宜，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确
定设施的类型与标准，提高设施的有效性；最后，确定集约用地、整合资源的发展方向，逐步
整合集中同质或相似职能的服务设施，解决开发区无序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杂乱问
题，使开发区土地发挥最大效率。

４．５　体现城市特色

城市特色是城市特质的反映，也是城市形象提升与空间营造的基础。在以往的城市开发区
建设发展中，城市特色被忽略，导致了特色的缺失。要在开发区凸显城市特色，首先应加强总
体城市设计，挖掘城市文脉，优化城市形态，建立反映当地特色的景观框架体系；其次，针对
重要的街道、广场、滨水空间等主要公共空间进行节点设计，塑造城市场所空间；最后，加强
对于建筑单体的形态控制，贯彻建设方针，推广绿色建筑。

５　日照市经开区城市更新规划实践
本文以日照市经开区概念规划中的城市更新为例，结合 “城市双修”的发展理念，探讨城

市开发区具体的更新策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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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项目背景

日照市经开区自１９９１年启动建设，并在２０１０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过近３０年的建设发展，日照市经开区确立了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海洋装备制造与粮
油加工等特色主导产业，带动了区域内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日照市经开区位于日照主城区南部，东临石臼港和黄海，西靠近奎山客运枢纽与日照机场，
南部与涛雒镇相接。经开区是主城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生活服务主要依靠北部主城区，是主
城区重要的产业空间，但经开区自成体系，较封闭，与北部交通联系、功能互动有待加强。

５．２　布局结构更新

经开区现状主要为大量的三类居住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及工业用地，其中工业用地比例较
大，产业发展主导的地域特征显著。同时，存在用地零散、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用地功能亟
待整合。

５．２．１　发展空间更新
规划从未建设空间、可更新村庄空间与可更新工业空间三方面确定经开区的发展空间。在

未建设空间方面，崮河以东，受现状已建设用地和村庄用地占压，沿奎山南北视线尚有较为完
整的未建设空间，并有建设指标支持；其他空间比较零散且异形空间多，不利于开发利用。崮
河以西，未建设用地以农林用地为主，近期难以进行开发。结合建设用地评定，确定傅疃河以
东未建设用地１１．８５平方千米。

在可更新村庄空间方面，傅疃河以东城中村面临逐步改造，为城市用地选择提供空间。东
部村庄用地面积１　１５２．２公顷，人口８．５万，按照每人４５平方米居住用地进行安置，安置用地所
需空间３８２．５公顷，确定村庄改造可挖潜空间７６９．７公顷 （见图２）。

图２　可更新村庄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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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更新工业空间方面，综合经开区各片区工业用地功能定位及行动目标，低效工业用地
优化调整可采用保留改造、产业升级和功能置换３种方式。工业用地置换和搬迁可腾出用地

３１９．９公顷，按照５０％用地空间比对搬迁企业进行安置，需占用面积１５９．９５公顷，确定工业用
地改造可挖潜空间为１５９．９５公顷。

最终确定傅疃河以东未利用及可挖潜建设空间共２０．８平方千米，除去其中有证未建用地，
片区发展空间１９．８平方千米。其中，无证但有意向建设用地９．３３平方千米，其空间有待弹性处
置。傅疃河以西预留３～４平方千米用地作为城市建设发展储备用地 （见图３）。

图３　发展空间整合规划图

５．２．２　空间结构更新
规划充分利用生态本底，梳理山水格局，打造中心绿带，促进山、海、城相互渗透，塑造

“会呼吸”的空间结构 （见图４）。结合现状建设规划 “北居南工”的功能组织和组团化布局，规
划打通被兖石铁路阻碍的南北交通，形成 “两带、三轴、多组团”的功能布局结构 （见图５）。

图４　生态基底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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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功能结构规划图

５．３　公共服务设施更新

参照 《日照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分市级、片区级、居住区级、

居住小区级四级，结合日照经开区的实际情况，本次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按三级配置：片区级、
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

按照居住区规模３．０万～５．０万人、居住小区１．０万～１．５万人进行划分，经开区共划分为

８个居住区２５个居住小区 （见图６）。

衔接 《日照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依托居住区级设施，集中设置文体、医疗、
绿地等设施，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圈 （见图７）。满足文体部门提出的 “十分钟公共文化体育圈”

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半径为１　０００米。产业用地建设 “邻里中心”，服务半径为１　２００米。

图６　居住区及居住小区划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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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图

５．４　交通体系更新

片区整体较为孤立，干路网虽然已经形成，但受铁路阻隔与北部城区的连通性不足影响，
导致次干路与支路网密度偏低，且内部道路受河流、铁路、高速公路影响，断头路较多。

５．４．１　弹性支路系统
完善补充支路系统，根据居住、工业等不同用地功能确定支路网密度。对支路实行弹性控

制，居住用地尺度控制在２００～３００米，商业用地的控制在２００米左右，工业用地的原则上不超
过５００米 （见图８）。

图８　弹性支路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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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分类慢行系统
对于慢行系统的更新，采用分类慢行交通系统的策略，分为景观型、休闲型与通勤型３种。

生活区以休闲型为主，工业区以通勤型为主，沿主要绿化廊道形成景观型慢行交通。
沿傅疃河、崮河两岸，滨海道路、奎山周边和城市绿化廊道建设景观型慢行交通体系，强

调生态景观体验，感受城市绿色风光。沿城市生活功能性道路打造休闲型慢行交通，串联城市
主要商业娱乐和公共服务设施，满足居民休憩、生活需求。主要沿次干路和支路建立人车分流、
机非分离的通勤型慢行系统，通过增加绿化、突出标识等打造舒适、安全的慢行道路。

５．５　城市风貌更新

经开区现状以居住和工业功能为主，服务设施和绿地严重不足。城中村、部分中小企业建
设面貌陈旧，街道景观受到影响；生态敏感区保护不足，湿地边界缺乏，部分已被侵占为工业
用地；生态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山水格局构建缺乏统一考虑，绿地和生态廊道建设仅停留在
规划层面。

５．５．１　山水格局构建
（１）连山聚芯。保护经开区的奎山自然山体和周边生态绿色空间，并以奎山为中心构建连

通滨河绿地与城市内部的景观绿廊，组织城市望山景观轴线 （见图９），让山景山色渗入城市，
实现 “山景入城，连山聚芯”，打造山城融合的生态空间策略，提升城市景观环境。

（２）绿脉串珠。水是经开区鲜明的区域特征，依托傅疃河、崮河、沙墩河组织滨水绿化景观
廊道 （见图１０），利用现状良好的湿地资源及其形态特征，创造类型多样的滨水开敞空间序列。

图９　望山景观轴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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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滨水空间序列规划图

５．５．２　风貌定位分区
总体风貌定位依托经开区临水面海的自然条件，以奎山生态公园为绿化中心，以滨水景观

绿化廊道、交通绿化廊道为框架，创造海洋特色鲜明、山水景观凸显、富有现代城市风尚的生
态城市组团。根据片区土地使用、景观环境设计及城市特色塑造，规划确定６个特色风貌引导
区，包括滨水新城风貌区、现代生活风貌区、现代商贸风貌区、临山风貌区、科技研发风貌区
和产业综合风貌区。

５．５．３　绿色廊道修复
（１）滨水生态廊道。建设开放式城市滨水湿地公园，复合休闲游憩功能，形成线面结合、

空间丰富的滨水景观 （见图１１）。维持和修复原有自然生态型岸线，重点营造生态景观，保证生
态廊道的开敞性，同时设置木栈道、亲水平台等休闲游憩设施。

（２）城市休闲绿廊。结合奎山绿心打造 “十”字形休闲绿廊 （见图１２），形成较为开阔的视
野，满足居民日常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游憩玩耍等活动需求。保护原有生态，种植低矮灌木
并结合配置零散乔木，同时对绿化进行人工处理，适当增种花卉，提升景观效果。

图１１　滨水生态廊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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