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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下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行动框架

□　申　洁，李心雨，邱孝高

[ 摘　要 ] 文章在分析共享经济运行机制、总结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现状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公众参与意识与共享城市理念、
城市共享空间的规划审视、数据利用与创新三方面阐述了共享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内涵要求，并聚焦共享经济对
促进城市规划领域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多元途径实践的影响，构建了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和行动框架，
即利用共享经济发展的变革与契机，逐步形成可操作性强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保障体系，建立共享经济模式下多面向的参与
协作型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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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reaso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which we discuss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awareness of sharing 
city, inspection of shared space plan, data use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impac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improv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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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by sharing economy, formulating a feasible insuranc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participatory and collaborative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sharing economy.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Urban plan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 approach

0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基于位置的
服务 (LBS) 等快速发展，共享经济也迎来了爆发式的
增长。以 Airbnb 和 Uber 为代表的商业发展模式在全
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并以指数级扩散增长，对资源
利用方式进行了秩序性的变革。中国则出现以滴滴打
车、共享单车和第三方支付等形式迅速推广并不断演

化的新的共享经济形式。根据 CNNIC 研究报告，截
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51 亿，占全球
总数的 1/5，互联网普及率达 54.3％，超过全球平均
水平的 4.6％，且手机网民规模也达到了 7.24 亿。移
动通讯技术与服务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共享经济快速发
展，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营方式、经济模式与形态，还
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认知与理念、行为习惯及城市空
间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1]。共享经济的繁荣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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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行为本身带来了潜在颠覆性的影
响，共享经济在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机协
同、合作互惠与相互信任等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

1.1.3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公众参与社会

经济过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
受经济利益驱动，更多社会个体或团体
将自己所有的空间、物品或服务共享出
来给有需要的个体或团体；其次，有需
求的个体或团体受寻找更多更低价格的
商品或服务的驱动，更加主动地参与到
共享经济过程；再次，共享经济构建的
( 移动 ) 互联网、智能手机 APP 提供了
活跃的开放式平台，改变了传统的公众
参与模式；最后，随着共享共用意识逐
渐深入人心，更多居民对于参与规划由
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

1.1.4 利益主体多元化
共享经济能有效推动公众参与从较

被动模式向主动模式转变，促进参与主
体多元化，但也加剧了利益博弈的复杂
性：①在开放式平台和分布式整合的影
响下，不仅吸引了更多利益主体的参与，
还纳入了大量长尾分布的群体参与，而
这部分群体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特
征；②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利益主体可
以同时兼任多个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色，
并且可进行更快速的时空转化；③由于
多方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参与，参与商品
与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过程的主体种类增
加，同时共享经济催生了新的商品与服
务类型，增加了新型利益主体。

1.2 共享经济的运作机制
得益于平台化、开放性、高效化

和分布式四位一体的内涵延伸，共享经
济构架出了多个机制有机结合的运行框
架 ( 图 1)。同时，共享经济特殊的运作
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提升了资源配置效
率，主要体现在产品时空束缚被打破、
连接机制的建立、供需协同匹配、信任

展机制、公司运营模式、城市空间利用
模式与城市规划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带
来了新机遇。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是公众介入、监
督、反馈城市空间利用与布局的重要形
式，是推动城市规划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和核心要件 [2-3]。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领域逐渐受到
重视。一方面，公众的参与需求和热情
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及规划主管
部门从制度上和实践上积极鼓励公众
参与，致力于保障城市规划的科学化与
人本化。然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在我
国尚未形成稳定的、刚性的民主制度形
式 [4]。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
与框架已初具雏形，但与共享经济的发
展特征存在诸多背离之处。公众在城市
规划中仍处于边缘状态，规划过程仍以
科层式“自上而下”的调控模式为主，
公众参与还停留在调查访谈环节，并且
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特定项目对特
定人群的建议听取不足，事后反馈也不
及时。

共享经济理念下城市规划的公众参
与，是加强公众影响、降低政府和规划管
理部门控制权、重点反映公众切实利益、
实现以人为本 [5-6] 目标的必经之路。然而，
城市规划人本化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应鼓励渐进式的公众参与模式，分步
骤实现公众参与机制的更新与完善 [7-8]。

共享经济对居民社会、经济和文化
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共享经济通过生
产要素的社会化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
为闲置的资源创造空间价值。其中，社
会化共享与分享过程是共享经济的核
心，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和共享意识 [9]。
本文在总结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发展现状和共享经济带来的机遇的基础
上，从公众参与意识、共享空间审视及
数据革新利用三方面系统解析共享经
济给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提出的新要
求，并构建实践路径。

1 共享经济概念与运作机制

1.1 共享经济概念内涵
1.1.1 平台化与开放性

共享经济是基于技术手段提升闲
置资源利用效率的新范式，具有平台
化、高效化、开放性和分布式的特征，
整合了多种要素及资源配置机制，是
一种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和增进服务
的重要举措 [10]。

共享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重
要特点是其极具开放性的平台化发展模
式。传统经济过程中不乏平台建设，但
平台具有一定门槛和限制，是封闭式或
半封闭式的，供给者不够广泛，对多方
需求者的吸引力不足。而共享经济利用
多方市场平台建立起了新的信用体系与
合作机制，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
离，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规
模效应，还覆盖了更广阔的生活情境，
提供了更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成为高效
活力的经济模式 [11-12]。

1.1.2 高效化与分布式
从共享经济的演进和内在逻辑看，

资源上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单一
资源固有的时空束缚，能有效降低成本
并提高收益。同时，由于闲置资源零散
分布特征与需求方零散分布式属性相一
致，闲散资源的供给方能够及时根据需
求者的时空需求提供和调整资源供给，
促进了供需的高效耦合。

共享经济的资源共享及高效使用的
内在理念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逻辑之一。狭义上，共享经济是
以个体之间的分享、交换与协作方式等
行为为基础，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与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商
品、服务、数据和知识等共享的经济模式。

因此，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信息技术
条件下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人的
交互。共享经济不仅实现了经济行为上
的共享、交换与协作，还对个体行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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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用体系重构四个方面。
(1) 时空束缚解压下的所有权与使

用权相剥离。
信息技术使得产品与服务的时空束

缚逐渐被打破，使得所有权和使用权暂
时分离，共享经济将闲置资源的所有权
暂时转移，并促使其得到高效的使用。
原因在于互联网降低了使用权获取的信
息成本，聚集了大量闲置的资源，降低
了所有权的价值，甚至使所有权的价值
低于使用权的价值 [13]。在这一背景下，
独占式的所有权向共享式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演进，同时闲置资源的有效使用及
其长尾效应的发挥，使得更多群体受益
于共享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2) 连接机制的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缓解了闲置

资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闲置资源能够
较快地转化成有效的社会资源，并呈现
出一定的公共性。网络或移动互联平台
作为共享经济的核心支撑，有效促进了
闲置资源的时空属性在多个供给方和需
求方之间的高效匹配，打破了传统经济
模式下供需方的固有中介方式，构建了
有效的连接机制。

(3) 协同消费与需求供给侧的有机
匹配。

在供给侧方面，主要通过信息技术
支撑下的平台聚集功能，利用技术和运
营机制等降低供给成本和交易成本，尤
其是边际成本的降低，促使了共享经济

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降低。加之信息
技术支撑下的社会网络集聚效应使得服
务供给更易取得规模效应并促进下一步
的专业化细分。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方、
需求方及第三方均在此过程中获利。

(4) 信任与信用体系的重构。
第三方平台将多个供给需求方连接

起来，重建了中介媒介及其机制，促进
了闲置资源的重新集聚和再分配。在这
种供给与需求匹配互动的机制下，信用
问题成为关键 [14]。共享经济通过第三方
技术平台建立了新的信任和信用机制，
在此过程中，经济效益多元化推动了各
供给方、需求方及平台方等多元主体利
益的扩大化，缩短了市民个体间的交流
距离，提升了社会信任度 [15]。

共享经济四位一体的特征和新的多
元化构架给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带
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城市管理与规划
提出了诸多挑战，在共享经济模式下急
需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模式和机制进行
新的调整。

2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体制束缚
及共享模式下的新机遇与挑战

2.1 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体制束缚
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发展相

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才逐渐得到稳步推进。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构建了我国

目前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基本框架，
并强化了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16]；
1991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开
始重视吸引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过程；
深圳市 1998 年颁布实施的《深圳市城
市规划条例》首次将公众参与以制度的
形式加以明确。

公众参与发展初期，人们在城市
规划的实践中并未对公众参与进行深入
的理解和应用，甚至有时公众参与还会
异化为某些掌握丰富资源群体的寻租机
会，导致大众的意见无法在城市规划中
得到反映和反馈，特殊利益群体过多干
预城市规划过程并影响其他利益群体或
大众的权益。当前，我国的公众参与仍
停留在象征性参与阶段，参与形式有限
且多流于形式，缺乏立法保障和制度保
障，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作
为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主体，公众的
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 [17-18]。

此外，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存在
若干体制束缚。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
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社会经济转型，
公众群体逐步多样化、差异化，公众需
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当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时，加剧了各方利益协调的
难度；另一方面，公众的参与意识仍然
淡薄，公众参与能力较差。公众参与的
制度与执行方面也存在缺陷，如缺乏
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支撑，缺少监督机
制和监督主体，以及规划师的核心作
用发挥有限等。

2.2 共享经济模式下公众参与的新
机遇与挑战

在渐进式公众参与模式下法律法规
亟待完善，应在法律法规层面切实保障
公众在城市规划中的主人翁地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虽然构建了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框架，但是没
有以法律条文方式明确公众参与的权利
和公众参与的流程，仍关注于政府及规

图 1 共享经济特征内涵与机制关系框架图

协同机制 连接机制

平台化

共享高效化 开放性

信任机制长尾效应

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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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法国的《城市
指导法》各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条文
立法流程则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例如，
细化落实公众参与法规条例，建立良性
的公众参与和城市治理机制，切实保障
公众利益；在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区分
公众与利益团体，并对不同群体的公众
参与执行方式进行划分，以最大限度地
吸纳公众建议。

共享经济推动了利益主体多元化，
促进了个体或群体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
参与，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通道。
但是利益主体多元及其角色的不断切换
使得利益主体博弈过程日益复杂。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协调各利
益主体的利益：①建立良好的公众参与
及监督反馈机制，一方面公众能有效地
将自身的建议意见反馈给有关部门，另
一方面有关部门可通过良性的互动机制
对协商过程和结果进行公示。②在城市
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加强规划人员与公
众的沟通，征求群众意见，将政府、规
划管理部门与公众有机联系起来，协调
多元利益主体，促使良性公众参与和高
效协商机制的形成。③大数据技术的运
用促进了城市规划对公众参与社会经济
生活的再理解、再思考、再响应。将公
众社会经济生活数据运用到城市规划
中，通过大数据推进城市规划的人本化
进程。

    

3 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中的
公众参与框架构建

共享经济本质是在新的信息技术条
件下实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人的
交互过程。共享经济的运行与利益共享
机制主要包括连接机制、协同机制、长
尾效应及信任机制。其中，连接机制打
破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壁垒，解决
了闲置资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协同
消费行为及信任机制一起推动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 ( 图 2)。共享经济的连接机制
和协同机制给闲置资源的时空利用带来
了更多可能，推动了共享空间和共享设
施的实现，促使城市规划更加重视对各
利益主体权益的平衡，以吸引更多群众
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此外，共享经济的
长尾效应尤其关注社会尾部群体或弱势
群体零散的、个性化的需求，更有利于
促进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过程的公正。

3.1 共享经济与公众参与意识的革新
共享经济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化，是

顺应时代需求，满足社会经济过程中公
众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产物 [19-20]，其
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意识在社会—经济—
科技领域的实践和变革。同样的，共享
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对公众的意
识、思维，以及逐渐构建起来的群体的
共享理念与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共享主
体实施复制、运营与创新的过程中，消
费主体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共享意
识及相关联的意识逐渐形成了共享经济
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

共享经济鼓励将私有的生产资料或

资源相互共享，当人们将私有权生产资
料共享出来时，人们会更加关心这些共
享资源的使用和运行情况，将更主动地
参与到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真正成
为城市运营、治理与规划的主体。

共享经济在城市的实践将促进城市
居民共享意识的提升 [21]，城市也逐渐成
为共享经济的实体，而城市空间、城市
资源和城市环境本质上作为实体与内容
是被城市居民所共享的。共享城市应有
机地将多元利益主体与城市空间、城市
资源和城市环境等要素通过共享、共通、
共荣结合起来，而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
则应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加以体
现 [22]。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享经济参与
者中中产阶层仍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因
此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要着力保
障低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权益，建立“全
民共享”“全民参与”的市民社会和城
市规划公众参与协同机制。此外，还需
平衡、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权益，使得多
元主体参与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中，逐步
实现“利益共享”，促进共享经济与共
享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图 2 共享经济模式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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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共享经济与城市空间规划的革新
共享经济对城市土地利用、公共空

间尤其是共享空间的使用产生了巨大影
响，并对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师等
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类型的
划分提出了挑战。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 原有的土地利用类型无法
满足新形势下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需
要，需要一套将一种单一土地利用类型
作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灵活性应对方
案，不同的时间尺度或不同的季度土地
利用类型都可能发生变化。在共享经济
模式下，土地利用的重新分类、规划与
使用是增强城市活力、充分利用有限土
地资源的有效途径，能创造土地多功能
综合使用价值。基于此，城市规划应在
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划分土地利用类
型，实施土地利用规划。

其次，共享经济下会形成很多共享
的城市空间与设施，如交通道路、城市
社区和公共服务场所与设施等，城市规
划只有切实结合公众参与，才能准确界
定这些区域并有效协调共享城市空间内
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从而实现城市规
划的科学化、人本化，促进城市存量空
间活化、城市品质提升。

最后，共享经济对城市空间和公众
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塑在资源使用与服务
等软性层面的作用比较明显。人本导向
的城市规划应结合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实
践和时空利用情况，重新审视城市规划
和社区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鼓励
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只有
在充分理解公众意见、协调好各主体利
益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公共服务和共享
服务品质的提升，提高城市规划的质量
和服务水平。

3.3 共享经济与城市数据使用革新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社会化

过程不仅依赖于公众理念的变化、城市
空间的再审视，还依赖于数据的共享与
使用。大数据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分
析与实践路径，城市规划也在大数据的
洗礼下不断革新和突破，形成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城市规划新模式和思路。而共
享经济时代公众参与和数据共享为城市
规划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居民社会
经济生活、城市空间、公共设施与服务
提供了支撑。

共享经济促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诞
生，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形成
了基于这些社会经济活动的数据。基于
对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数据的分析，
一方面规划师能掌握公众的社会经济活
动特征，结合公众提出的意见，可以制
定更适宜的城市规划方案并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及时发现当前城市
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减少
了全面听取公众意见调研的成本，又提
高了问题反馈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4 结论与讨论

共享经济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提升效率的有力助推器，也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基石。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经
济系统、政府管理和城市规划等提出了
新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区块
链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的
发展更难以量化 [23]。未来共享经济的
不确定性将给经济、社会和城市秩序带
来重大变革，将促使城市管理走向治理，
强调社会各方的参与，并推动利益相
关方及大众参与到城市规划过程之中。
新的技术手段也将促进公众参与城市规
划，如互联网技术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的
建议机制，VR 模拟城市规划过程将鼓
励公众亲身体验城市规划并及时提出反
馈意见 [24]。这种多方或普遍参与方式
将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
方式，促进规划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可

问责性 [25]。
共享经济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扩大了经济社会价值，
促进了社会经济过程的演变和升级。首
先，共享经济本质上是生产力和资源的社
会化，而公众参与本质上是城市规划的
社会化，两者都是资源、物质或实践的
社会化，这两者内在统一且相互作用 [26]。
其次，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土地利用、
城市空间、公共设施与服务发生着重大
变革，为应对这些重大变革与挑战，城
市规划急需公众参与其中。最后，城市
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公众参与意识和制度保障的制
约，而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促进城市
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人本化和科
学化具有重要价值，是提升城市规划品
质的有效途径。因此，公众应当在城市
规划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体作用。政
府可利用共享经济发展的变革和契机，
逐步形成可操作性强的城市规划公众参
与保障机制，建立完善的参与式城市规
划机制和模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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