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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实现精
细化管理，让城市价值再生？城市更新的
各方主体又该如何协同？8月20日下午，
由《建筑实践》、上海市建筑学会、上海市
天平街道联合组织的“价值共生的城市更
新实践案例”分享交流会在上海市天平路
街道“66梧桐院·邻里汇”举行。此次交
流会以线下线上形式同步进行，不仅聚集
了在城市更新领域深耕多年的青年建筑
师、规划师、开发商、咨询师，还有社区工
作者和市民代表热心参与，参与各方分别
从不同视角分享更新经验，并与热心市民
积极互动。

精细化管理落到社区层面

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在致
辞中指出，上海拥有大量不同年代的居住
区，在存量时代背景下，社区更新是城市
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落实的重要依据。作为建筑学会第一
次在社区内举办的活动，让青年行业专家
走进社区，将社区作为建筑师的驿站，打
造具有品牌效应的专业建筑讲堂甚为重
要。拉近市民与建筑师的距离，让建筑师
的情怀与居民的需求紧密结合，共同推进
街区层面的城市更新。

2020年7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与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沪签署《共建超大城市
精细化建设和治理中国典范合作框架协
议》，上海的经验和创意将有机会成为中
国的示范，而天平街道所在的衡山路-复
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上海中心城区规

模最大、优秀历史建筑最多、历史风貌格
局最完整的片区。

上海市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争介
绍说，天平街道历时三年的治理工作试点
包括7大类、38个小类，从传统街区管理
到精细化治理，深度强调居民的广泛参
与。天平社区风貌治理共同体平台也在
这里孕育，居民代表、社区规划师、职能机
构等力量共同参与，开展协商、共话治
理。前不久，上海市建筑学会与徐汇区天
平街道合作成立了“上海市建筑学会衡复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整合城市、建
筑、历史等领域资源，未来将定期开展相
关的学术研讨、科普宣讲、艺术展览等活
动，服务市民群众，激发社区活力，帮助更
好地推进相关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风
貌治理共同体”增砖添瓦。他希望通过学
者、专家和居民的共同参与，让多元的社
会力量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而政府的角
色也将从大包大揽到平台的搭建，共同营
造具有活力、品质和温度的社区，为留住
文脉、保存记忆、提升品质共同出谋划策。

案例分享

本次交流会共有五位嘉宾分别从项
目开发、规划政策、设计探索、投资运营等
视角，剖析了城市更新的不同侧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既有建筑更
新研究设计中心总监周健分享了其正在
参与的三个实践案例：一是以具有重要历
史文化意义的老市府大楼更新为代表的
外滩 160 街坊更新项目；二是在“共享社

区”的探索下，将原电子学校更新为区档
案馆和街道社区文化中心的更新试点项
目；三是成片风貌居住区的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他从建筑师的视角分析这些有趣
的更新实践过程，讲述了其间容纳着的生
活和正在进行着的故事，尤其是更新历史
空间对提升当下城市公共性的作用和意
义，在链接时间和嫁接空间的基础上，整
合人的诉求，还城市于人民，用建筑的手

段去创造合宜的新价值。
水石设计城市再生中心总监董怡嘉

以价值驱动为切入点，结合其多年的项目
实践经验，解析了“城市再生”中的四种典
型模式：以都市街区的功能转型为代表的
上海红坊的二次更新实践；以文旅地产的
价值重塑为代表的郑州长安古寨更新实
践；以工业城市的活力再造为代表的长春
水文化生态园的一体化管控更新实践；以

历史城区的有机更新为代表的宜兴丁蜀
镇再生更新实践。从复盘研发、标准制定
等多维视角，阐述其对城市更新项目在驱
动背景、价值挖掘、策划、设计、管控及运
营多个方面的理解。

作为上生新所和黑石 M+两个新晋
网红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操盘亲历者，上
海幸福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朱凌从开发经营的视角，详细介绍
了两个项目的共性和个性，探讨在当前上
海城市风貌和历史建筑保护力度空前的
大环境下，如何共融更新项目的社会价
值、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活化利用
历史建筑，以及如何植入新兴业态，激活
既有环境活力。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城市景观风貌规划设计所副主任规
划师邓潇潇以西安大明宫周边片区的风
貌控制为例，探讨在历史风貌区更新中的
几个议题，包括控制风貌的原因，风貌的
传承内容，传统和现代如何协调，如何对
城市风貌进行管控，从而实现多元性和创
造力等。解决策略包括对于城市风貌基
因的提炼，研究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方
式，探讨刚性控制和弹性引导的双重作
用，解析实施路径和规划过程中的难点，
从规划师的视角揭开城市更新背后的规
划故事。

戴德梁行华东区写字楼部高级经理
解思谌以戴德梁行详尽的市场数据为依
托，分析了上海写字楼城市更新市场在参
与主体、项目数量、投资额、分布特征、业

态类型等方面的概况、趋势和特点，聚焦
写字楼更新的全生命周期，从市场策划视
角探索写字楼更新的驱动力、项目判断原
则以及更新的内在逻辑。

城市更新对症下药

嘉宾对谈环节，由上海都市再生实业
有限公司创始人凌颖松主持，嘉宾们共同
探讨城市更新实践中的痛点、难点。

开发商代表坦言，保护历史建筑同时
又要实现经济收益的目标目前是十分困
难的，很多时候只是赚个名声，而且既有
建筑改造也没法像做新建筑给建筑师明
确的任务书。

规划师代表表示，在具体项目中，规
划的博弈集中在公共资源以及容积率问
题 。有关各方需认真研究各地城市更新
的政策，比如容积率转移，从高成本中找
到突破点。

资产管理方则认为，对的客户带来对
的价值。在一个价值链中，要把后端的使
用者需求前置到业主开发中，形成一个闭
环。

建筑师代表表示，建筑核心主要是材
料、结构、建构、空间。建筑师的本职工作
是踏踏实实把房子做好，在材料经济化、
成本可负担的情况下，做出既有烟火气又
是高品质的作品。

虽然在城市更新领域探索中并非一
帆风顺，但是嘉宾认为，放眼全国，城市更
新领域还是有许多机遇。

多元参与 让城市更新兼具品质和温度
“价值共生的城市更新实践案例”分享交流会在沪召开

□本报记者 吴真平

2020年国际建筑奖获奖名单于近
日正式公布。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设计的广西南宁园博园园林艺术馆获
得其中的“展览馆及文化建筑”类奖项。

“国际建筑奖”由芝加哥雅典娜建
筑设计博物馆、欧洲建筑艺术设计与城
市研究中心等于 2004 年设立，致力于
表彰优质且意义重大的建筑、景观建筑
和规划项目。评审团来自爱尔兰皇家
建筑师协会、俄罗斯建筑师协会、芬兰
建筑师协会、美国建筑师协会等各国建
筑师协会。

园林艺术馆是第十二届中国（南
宁）国际园林博览会主场馆。该项目为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多元
文化的西部地域绿色建筑模式与技术
体系”项目（2017YFC0702400）重点示
范工程之一。园林艺术馆设计总指导
为崔愷院士。

用地内有两座小山丘，设计遵循
“自然优先，建筑隐于环境”的理念，将
山体开槽，一层展厅整体嵌入其中，减
小建筑体量对自然环境的压迫。二层
形成小展厅的聚落散布于山坡之上，营
造有地方传统特色的空间氛围。

园林艺术馆从西南多民族地域文
化中提取生态元素，获得与地域特征以
及传统的文化、生态理念相适应、融合

与衍生的方法，延续当地传统绿色建筑
智慧，建构绿色技术体系。

遮阳避雨的钢结构“天幕”覆于聚
落之上，延续山形走势，使建筑融入环
境。在利用自然风方面，聚落式布局使
各展厅之间相互错落，形成宽窄不一的
内街，为自然风提供了通道，引导自然
风贯穿建筑内部，“天幕”下部的建筑体
量和嵌入山体内街，共同营造出区域的
微气候，促进了建筑整体自然通风效
果。

利用地形环境的优势，打破自然与
室内展览的界线，将东西两侧的山坡作
为展园，让展示空间向自然延伸，形成
了“一馆对一园”的展览方式。访客可
以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感受园林艺术。

作为风景中的建筑，设计希望尽量
采用自然材料与本土材料来呈现建筑
表情。一方面，从地方传统建筑中提取
与转译有特色的建筑材料——夯土、毛
石、木、瓦等；另一方面，结合园区建造
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变废为宝，将碎石、
红土等原料，经过设计表达，成为重要
的建筑外立面材料。大量原生原料的
使用，使得建筑多了一层保温隔热的

“皮肤”，可以平衡温差，提高空间舒适
性。

（中国院）

南宁园博园园林艺术馆获得南宁园博园园林艺术馆获得20202020国际建筑奖国际建筑奖

近日，“趣村·港头”竞赛正式向全球
青年设计师发出邀请。该竞赛选取兼具
地域特色和发展潜能的广州市花都区港
头村的实际环境作为基底，面向国内外
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建筑学相关专业
的青年设计师、在校师生等以及跨专业、
跨学科从业者，征集有创意的空间改造与
业态策划方案。

港头村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
东镇，总面积2.83平方公里，是一座拥有
600 余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港头村的古
村落格局和建筑形制保存完好，同时兼具
独特的港湾式田园风光。村中现存有七
条古巷道，大部分宽约 2.4 米、长约 85
米。港头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约2万平
方米的明代、清代和民国古建筑，其中包
含民宅、公祠、古桥等功能，是一座“露天
的岭南建筑博物馆”。

与众多传统村落一样，港头村也面临
着产业发展落后、资源亟待开发、人口流失
严重等问题。因此，该竞赛要求参赛者以
岭南地域文化为起点，将作品以最谦逊的

方式植入原始村落，以设计的力量推动村
落复兴，在传承乡村生活美学的过程中寻
找失去的文化记忆，重建乡村文化的自信。

该竞赛将以“趣村·港头”为题，征集
有创意的空间改造与业态策划方案，以提
升乡村建筑空间趣味性为核心，以摒弃大
拆大建的建设理念为指导，对传统建筑改
造并进行文创业态策划，功能自行决定，
对后期运营和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阐述。

该竞赛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主办，广东恒广投资有限公
司、CBC建筑中心承办，中共广州市花都
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协办，全球
城乡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学术支持，

《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作为媒
体支持。

该竞赛报名截止时间 2020 年 11 月
15日24:00（北京时间），作品提交截止时
间2020年12月1日18:00（北京时间）。

（CBC）

“趣村·港头”邀全球青年设计师为中国乡村发声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之际，近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
事长、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广东院士联合会理事孟建民接
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建筑设计要回归本
原、服务于人，不要过分追求外表而不考
虑建筑内在品质；同时，要大力推进科技
创新，发展装配式建筑，提升建筑业发展
质量。

秉承“本原设计”理念，实现建筑服务
于人

谈及建筑创作，孟建民表示，从最初
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建筑思想的

“仿学阶段”，到积累一定经验、开始反思
的“探索阶段”，再到经过反思探索、逐步
形成稳定成熟体系和文化自信的“原创阶
段”，中国的建筑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在中国建筑创作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出现过浮躁、过分追求外在形式而忽
略建筑内在品质的问题。”孟建民说。通
过反思这种建筑创作现象，他总结提出了

“本原设计”理念，通过“健康”“高效”“人
文”三要素诠释建筑的当代属性。他提倡
建筑设计要回归本原，不要过分追求外
表，建筑要服务于人、为人所用，不能为了

设计而设计。
孟建民认为，有些建筑看起来高大

上，却忽视其中的空气、温湿度、光照等环
境品质，健康是判断建筑优劣的基本要
素，因此建筑设计要将“健康”要素摆在第
一位；其次要考虑建筑的效率问题，这里
强调“高效”，表现在功能布局合理、交通
流线顺畅、建筑材料适宜等诸多方面，为
使用者提供好的体验；最后一点是“人
文”，这是立足于健康与高效的基础层面
之上，对建筑来讲是更具体的要求，在设
计过程中将人放在首位，考虑不同人群的
需求，例如医疗建筑设计，不能只考虑为
患者服务，还要综合考虑医护人员、患者
家属、特殊群体等需求。

多要素动态协同，实现建筑“一体化”
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
对现代建筑设计提出了全新要求。“建筑
设计分为策划、立项、计划等很多环节，过
去这些环节都是割裂的，现在需要统合起
来，为此我提倡建筑设计的‘全过程统
合’。”孟建民说。

孟建民表示，建筑设计需要“全方位
思考”，设计内容、形式与技术手段要周
全，为人提供周全的服务。除此之外，还

要落实“全专业协同”，避免多头管理、责
任不清，消除“边界扯皮”问题，将建筑设
计所涉及的专业衔接起来，提升工作效率
与设计品质。

作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总设计
师，孟建民表示，传统的城市设计管理，基
本上是以城市设计成果作为管理的依据，
本质上是通过节点的方式来推进的。而
现在强调城市总设计师制，倡导的是全过
程管理。总设计师制不仅仅是对照着一
套范式去做，而是全过程动态跟进，当需
求发生变化时可以随时调整、把控和协
调。在深超总项目的实践中，规划设计不
止局限在城市美学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交
通、市政、水务、物流、垃圾分类体系等城
市发展各方面的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
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面对当前科技飞速发展对生活模式
和工作模式带来的巨大变化，孟建民认
为，建筑设计要“站在未来，思考现在”，要
有预见性、前瞻性，做到未雨绸缪。“建筑
设计师要做下棋的高手，每步棋都要看到
未来十步甚至更远的布局，只有这样才能
适应未来建筑的发展趋势。”他说。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进装配式建筑
发展

疫情期间，“火神山”医院短期内完工
的“中国速度”,让人们感受到装配式建筑
技术的“硬核防疫”力量。“装配式建筑具
有工期短、品质好、高效、绿色环保等优
势，随着国家对建筑质量、节能环保的重
视，装配式建筑成为建筑业和城市规划建
设的发展趋势。”孟建民说。

深圳作为国家级和省级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将装配式建筑提升到建设创新
型城市的战略高度，不断推进“装配式建
筑+绿色建筑+EPC（工程总承包）+BIM
（建筑信息模型）”的四位一体模式，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模式”。

当前，装配式建筑作为创新产业，呈
现出从起步到规模化发展的态势。孟建
民表示，发展装配式建筑需要政府引导与
支持，要加大对装配式建筑技术研发的投
入，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补
贴；在体制机制方面，要有试错和容错机
制，允许更多探索。

“过去装配率较低，成本比传统建筑
高，随着装配式建筑普及率达到一定程
度，会出现比传统方式成本低的现象，这
是一个过程。未来，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将
为城市绿色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动
力。”孟建民说。

（孙倩文）

孟建民院士：让建筑回归本原 实现高质量发展

前几年，上海市徐汇区定下一个“小
目标”：要在辖区内实现“邻里小汇”在居
民区全覆盖。经过近四年的打造，徐汇
区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5分钟家门口
服务圈为辐射半径，累计建成18家街镇

“邻里汇”，306 个居民区“邻里小汇”。
其中，以梧桐院“邻里汇”最具特色。

“66 梧桐院·邻里汇”作为去年刚
刚投入使用的社区邻里空间，丰富的活
动和复合的功能为社区居民带来生活的
趣味。它位于乌鲁木齐南路66号内，所
属天平街道，地处衡复风貌区内，人文历
史底蕴深厚，附近有夏衍故居、草婴书
房、黑石公寓、柯灵故居、丁香花园等多
处优秀历史建筑。

梧桐院“邻里汇”建筑占地 1200 平
方米，由三栋房子组成。其中1号楼是
一座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文保建筑，由
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修
建于1932年，最初是作为国际礼拜堂牧

师住宅 ，也曾经是徐汇区体育局办公用
房。近年来，徐汇区委、区政府为加强公
共服务统筹，将体育局机关整体迁出，调
拨给天平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使用，老房
子由此转型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站式”
社区综合服务引擎。

1 号楼一楼是面向居民、服务居民
的会客厅，附近居民可来此休憩、交谈、
饮茶。室内保留着老房子原有的格局，
小型壁炉，落地窗，墙上的照片展示着曾
与天平街道有着深厚渊源的沪上名人，
如秦怡、尚长荣、何占豪等。在一楼还有
一个小单间，虽小但布置精致，有咖啡座
椅，橱窗里展示着以众多上海优秀历史
建筑为主题的彩色釉面“海上砖”。街道
工作人员说，这个私密空间适合中医问
诊和心理咨询，也很受居民欢迎。

天平街道辖区内有着113处优秀历
史建筑，红色资源丰富，梧桐院“邻里汇”
也作为家门口的党群服务站成功运作
着。1号楼二楼主要作为党群服务站的
基地，宣传栏里记录下当年曾在该区域
活动的地下党员的光辉事迹，还展示着
吴良镛、叶叔华、姚明等院士、文化名人
与此地的渊源。二楼的会议室为辖区内
的党员过组织生活提供良好的场所，而
居民区好的工作理念也可以被制作为宣
传卡片陈列在墙上，并定期更换。

1号楼三楼主要作为小型图书室和
小电影室使用。小图书室为附近的居民
在闹市区提供了一个安静的阅读场所。

每天上午九点半和下午三点，居民可以
在“影吧”看老电影，而影片排片计划会
及时公布在梧桐院门口的大屏幕上。

2 号楼正在修整，今后将作为星巴
克社区公益店，可以让特殊人群在这里
做手工咖啡。

3号楼的邻里餐厅为
居民所关心的就餐问题提
供方便。工作人员介绍，餐
厅是以养老助餐为导向，每
天上午11点半之前是专门
针对社区老年人群服务，之
后对社会开放。另外，餐厅
在其他时间还可作为文化
空间使用。

梧桐院“邻里汇”毗邻
衡复艺术中心，《梧桐·名
家汇》在徐汇区委宣传部、
天平街道党工委支持下，
作为沪上文化品牌开展系
列活动，曾邀请芭蕾舞蹈
家辛丽丽、女高音歌唱家
黄英，以及琵琶泰斗汤良
兴等文化艺术大家与居民
互动。今年，天平街道和
上海评弹团进行“名家
坊+”公益文化联盟签约，
每周二、四、六在邻里餐厅
开展“梧桐书苑”评弹专
场，吸引众多居民到场。

到邻里餐厅就餐，在

“影吧”看老电影，到“四史馆”听讲座，感
受“邻里汇”的海派时尚，让梧桐院“邻里
汇”名声越来越响，精细化管理为城市更
新提供良好的思路。

（本报记者 吴真平）

老房子里的精致生活
—— 走 近 梧 桐 院“ 邻 里 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