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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林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协办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比较
—以上海黄浦江东岸与巴黎塞纳河左岸为例

■ 章迎庆　孟君君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

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

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2017 年政府工作

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全域旅游从此成为一

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全域旅游首先是要打破旧的旅游空间格局，形成新的发

展格局，推动旅游空间域从景区空间为重心，向旅游目的地

为核心的转型。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

市旅游资源重要的拓展空间和开发资源，将会为城市旅游的

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全域旅游的发展也会带动着城市公共空

间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一、上海黄浦江东岸的空
间更新

上海作为我国发展速度快、水

平高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便捷化的

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极具现

代化的城市风貌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的到来。作为上海市的地标河流和

重要水道，黄浦江沿岸的滨水空间

是上海极具自然水景和岸线资源的

城市公共空间，随着时代的变迁，

黄浦江的滨江岸线从早期的生产沿

线逐渐转变为了如今的城市生活岸

线。在市民生活、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文化等多方面都反映着城市的整体风貌特征，在上海

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对于推进城市结构的提升、环境的优化、

全域旅游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由于国家体制与城市发展现状的限制，黄浦江沿岸的

城市公共空间更新主要由政府主导，由政府作为主要的资

金投入者、建设管理者与公众参与的主要引导者来推进更

新工作的进行。在更新过程中探索新的公众参与方式，以

市民需求作为设计出发点，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的更新实施机制，鼓励多方参与，将部分空间通过市场化

商业化的运作，利用多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来盘活城市的

滨水公共空间。

市政府充分听取居民提出的诉求，增加开放空间中的绿

图 1　艺仓美术馆（来源 ：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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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充分发挥集中绿地所具备的生态功能，在恢复场地

早期绿色基底的基础上，将闭塞的城市绿色景观资源置换为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的绿色共享空间，形成极具生态性和开

放性特色的城市绿色客厅。

由于场地更新设计的时间跨度大、范围跨度大、项目实

施主体不统一、实施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市政府将滨江岸线

的设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协调。针对慢行步道的宽度和

位置实行强制性的限制，确保整个空间环境改造的可操作性

和整体性。针对植物配置、公共艺术装置、地面铺装、照明

灯具、标识指示灯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引导，使得整个岸线呈

现协调统一的特征。

早期遗留下的煤仓及其附属构架物在改造过程中，原有

建筑主体被保留下来并赋予其新的使用功能，打造成一座现

代的滨江艺术馆。将当代艺术与城市更新联系起来，充分发

挥城市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灵魂作用。给予旧空间、老建筑

以新的功能和属性，赋予城市中被忘却的老旧建筑以新时代

的意义，也给予市民在公共空间中一种新的活动选择，提升

城市文化内涵（如图 1）。

上海市有关部门针对大众信息的反馈，以呼声最高的

慢行系统作为公共空间的表达形式，还滨水空间于市民，

设置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三种形式的慢行步道，丰富

居民户外活动的多样性。重新组织场地内的慢行交通体系，

为城市居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运动空间，以空间环境的独

特体验感来引导居民行为，吸引市民参与到户外活动中 ；

同时设置亲水漫步道、广场、运动娱乐设施等，为居民提

供更加立体化、多方位、深层次的滨水公共空间体验感（如

图 2、图 3）。

考虑不同人群活动需求，营造不同尺度、功能、材质的

休闲活动空间，促进公共交往的产生。结合各段的区位环境、

周边资源等特征划分 5 个主题区段，将不同区段打造为针对

不同使用偏好的空间，丰富人们的空间体验（如图 4）。

沿滨水岸线设置不同的活动场所，为居民创造亲水、休

憩、运动的多元化活动场所。局部规划布置配套公共设施、

小型餐饮服务、艺术馆、主题展览馆等，为自然景观资源丰

富的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注入活力。以艺术展览、创意生活为

特色的空间为市民欢庆节日、文化博览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同时，适量地开发地下空间做配套使用，创造更加丰富的竖

向地形变化（如图 5、图 6）。

二、巴黎塞纳河左岸的空间更新

巴黎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旅游城市。法国政府在

2008 年提出了“大巴黎计划”，而巴黎市也于 2014 年提出了

一项名为“巴黎创新计划”的项目，开始针对城市的局部区

域，以城市开放的公共空间、废弃空间等作为城市改造的切

入口进行城市更新，致力于将巴黎建设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

塞纳河畔作为巴黎的滨水公共空间、市民交流娱乐的重要场

图 2　慢行步道（来源 ：自摄） 图 3　亲水活动广场（来源 ：自摄）

图 4　黄浦江沿岸主题分段图（来源 ：网络）

图 5　小型餐饮（来源 ：自摄） 图 6　活动广场（来源 ：自摄）

图 7　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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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巴黎全域旅游空间域拓展的重要资源展。

在塞纳河左岸的更新中，巴黎政府充分吸收多方资金，

通过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来完成更新。在前期的建设过程

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中，政府联合了独立的私人项目公司

来配合完成整体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为城市居民营造了

开放、活跃的活动空间。同时，还联合民间团体、志愿者、

艺术家等组织免费的多种类型的户外活动，以丰富市民的城

市生活体验，激活空间活力。为了让市民更方便的地参与到

城市公共活动中，项目负责公司还开发了网址和手机 APP，

帮助游客在线查阅活动项目和预订场所（如图 7）。

早期的城市建设让巴黎这座城市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错

综复杂的街巷结构，在多年的城市增长与发展过程中，政府

对于新建项目始终严格把控，街区的改造始终遵循着城市建

筑外形以及街道的体量关系，使得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肌理如

艺术品一般保存了下来。在针对塞纳河左岸公共空间的更新

中，不再执着于城市的整体样式和历史肌理，设计师将现代

元素以新的形式融入到了城市公共空间中。采用严谨变化的

几何形式与自然结合的方式，使得城市在保证原有肌理的基

础上极具现代色彩，例如旧的水上交通仓库所改造的时尚设

计中心，这里集中了展览、工作室、屋顶平台、酒吧等各在

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巴黎和上海都在不断地探索公共空间的

改造方法，从未停止过城市发展的脚步。两个城市的河流都

是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特殊的轴线。在城市产业的不断发

展变化中，滨水沿岸也从工业化早期的工厂、仓库所占据的

岸线逐渐转变为了现在的城市客厅、城市开放公共空间，这

是城市功能结构重组带来的城市更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

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更新中两个城市都将“人”作为了主体，重点考虑“人”

的使用需求 ；将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作为更新过程中的重

点，充分发挥独特的城市地域文化元素在公共空间中的重要

作用 ；活化利用场地既有资源，引入各类艺术文化元素激发

空间活力 ；凭借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为城市全域旅游空间

域的拓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因落地实施后产生不可逆的

后果，河道左岸的公共空间更新采用了弹性的设计手法，赋

予了城市更多的实验机会。设置了漂浮花园、集装箱、帐篷

等可拆卸、可移动的、非永久的主要活动设施。保证在特殊

图 8　时尚设计中心（来源 ：网络）

图 9　儿童游乐场所等户外活动空间。（来源 ：网络） 图 10　滨水步行空间、沙滩（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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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所有的设施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拆除。同时，保

留原有道路同行，做到对于城市交通产生最小影响的基础上

建构完整独特的慢行空间体系（如图 11）。

三、两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更新比较研究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巴黎和上海都在不断地探索公共

空间的改造方法，从未停止过城市发展的脚步。两个城市的

河流都是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特殊的轴线。在城市产业的

不断发展变化中，滨水沿岸也从工业化早期的工厂、仓库所

占据的岸线逐渐转变为了现在的城市客厅、城市开放公共空

间，这是城市功能结构重组带来的城市更新的必然结果。也

是城市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更新中两个城市都将“人”作为了主体，重点考虑“人”

的使用需求 ；将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作为更新过程中的重

点，充分发挥独特的城市地域文化元素在公共空间中的重要

作用 ；活化利用场地既有资源，引入各类艺术文化元素激发

空间活力 ；凭借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为城市全域旅游空间

域的拓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更新机制

由于社会经济背景与国家发展体制以及政策的不同，

我国的更新机制与巴黎有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的土地国有

制使得在城市更新中涉及的城市土地需要通过政府的划拨

才能获得，更新建设的主体也主要为政府，在更新中政府

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致使其城市的发展模式沿着行政的

轨迹执行，而非跟随城市自身的内力元素发展。而巴黎土

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使得城市的更新更富有弹性，更容易

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方式。更新机制中很明显的差

异在于巴黎的城市更新道路是以社会为主导的，而上海则

是更加政府化的更新。

2. 更新手段

巴黎和上海两个城市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方式都将

城市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放在了更新的重要位置，将公共空

间作为了承载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空间资源 ；更新中着重

收集和分析场地使用主体的需求，以居民的诉求为导向对

空间进行合理的设计与更新，尽可能满足居民多元化、差

异化的使用需求 ；与此同时，将场地中的局部空间做市场

化处理，在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激发公共空间的

活力。

3. 空间体验

在空间体验的提升上，黄浦江东岸将大众信息的搜集和

反馈作为空间更新的主要方向，将滨水空间作为市民的慢性

步道，设置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等，为居民提供了主

要的户外活动空间。同时，沿岸设置步道、广场、艺术馆等

丰富人们的空间体验。

塞纳河左岸则以城市街道为主轴线，在沿岸布置公园、

广场等不同类型的活动空间，将城市、河流、街道、公园、

广场等形成滨水步道和海岸沙滩。两座城市在更新的方法上

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将人们的需求与空间做了统筹考虑，营

造了舒适、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

4. 空间体系

黄浦江东岸在空间特色的建构上，将岸线分为了不同的

主题区段，丰富岸线的空间结构。同时将艺术介入其中，带

动沿岸滨水公共空间的活力，将早期的废旧厂房、机器等消

极空间转变置换为了展示馆、艺术馆、小型餐饮等。通过商

业来往、艺术展览、创意生活、文化活动等行为活动为滨水

公共空间注入活力，丰富城市的滨水岸线，建构独具城市文

化特色的空间体系。

塞纳河左岸在空间特色的建构上则采用了弹性的设计

手法，结合巴黎人民的出行方式占比，将城市滨水空间归

还于“行人”本身，赋予城市新的更新实验方式。在每年

的夏季将沿岸的快速机动车道关闭，为城市创造出临时的

步行空间和滨水沙滩，保留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设置可移动

的、非永久的活动设施，赋予了空间极具特色和弹性的步

行空间体系。

上海和巴黎都用实践证明更新是一个城市空间不断更新

和重构的过程，在城市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属

性。伴随着城市属性和组成元素变得复杂，城市更新也涉及

更多的主体，因此在更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城市的社会、

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要素都纳入到考虑范围。

城市的发展就如同人一样，会有蓬勃发展的时期，也会

有衰老沧桑的时期。而“更新”无疑是城市“抗衰老”的一

种重要方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在不断为城市注入活力的同

时也促使着城市公共空间的不断更新与前进。而城市公共空

间所独具的可识别性和形象代表性也是全域旅游空间域拓展

的巨大潜力空间。

图 11　可拆除的活动设施（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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