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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N RENEWALU

1999年就开始承建历史建筑保护修
缮项目的上海建工装饰集团 （以下简称
装饰集团），是国内较早进入城市更新领
域的探索者、实践者，其作品曾获得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杰
出奖。

作为先行者，装饰集团在25年的城
市更新实践中积累有哪些经验和体会，
对城市更新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城市更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城市更新绝不是简单粗暴，它是
赋予城市温度的一种行为，在促进城市
功能的改善和居民居住条件提升的同
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和文化
传承。作为国有企业，做城市更新的实
践者、先行者，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一种深植内心的情怀。”上海建
工装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利雄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5年前涉足城市更新

1999年，装饰集团承建了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汉口路 151 号原浙江第
一商业银行大楼保护修缮项目 （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由此
进入城市更新领域，并建立起在建筑遗
产保护修缮领域的先发优势。

“对于从事建筑设计相关领域的人来
说，汉口路 151 号这座建筑可能并不陌
生。七十多年前这座大楼建成时，因其
现代主义的前卫设计而闻名沪上；华东
院入驻后，这里又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各
大城市地标的设计策源地，许多优秀的
设计创意都在此诞生……”王利雄介绍。

之后，装饰集团先后参与了东风饭
店、和平饭店南北楼、外滩18号、外滩29
号等上海十余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
缮工程，为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保
护焕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2004年做
的外滩18号项目是装饰集团在保护修缮
领域首个施工总承包项目，这个项目荣
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
护杰出奖，装饰集团也成为全国最早一
批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装饰企业。

装饰集团在城市更新领域探索前行

的步伐十分坚定。2007年，为更好解决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技术难题，装饰集
团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分中
心，为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活化利
用、抢险加固等重难点工作做深入研
究；2010年，装饰集团获得了首个建筑
遗产保护修缮领域的科技进步奖，并在
2011年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设计与施工资
质；2017年，装饰集团承建了首个EPC
总承包改建项目——四川瓦屋山酒店，
标志着集团在城市更新领域真正拥有了
集设计、施工、采购于一体的项目总承
包服务能力……

技术的突破与资质的取得，让装饰
集团的发展跃上了更高的层级，城市更
新业务板块也从建筑遗产保护修缮，一
步步拓展到城市历史风貌街区修缮、工
业遗存与产业园区改造、城市大型公共
空间功能提升等领域。

2019年，全国首个地方文物保护工
程行业协会组织——上海市文物保护工
程行业协会成立，装饰集团被推选为会
长单位。“成为文保工程行业协会的会长
单位，这是业内同行对我们装饰集团的
认可和信任。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我们深知，装饰集团必须要在城市
更新领域承担起更多的引领作用。”王利
雄表示。

三类项目展现优势

回顾装饰集团这么多年的城市更新
实践，王利雄认为，装饰集团的能力优
势在三大类更新项目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第一类是重新开发的更新项目，基
本上是推倒重来的项目，但又蕴含着文
化传承。”王利雄表示。比如上海北外滩
贯通和综合改造提升工程 （又被称为

“世界会客厅”项目），其前身是一座始
建于1862年的“老码头”仓库。2018年
8月，装饰集团以“新老共生”的理念重
新打造这个地标性项目，转换角色，让
原先的“老码头”蝶变成黄浦江45公里
美丽岸线中一段别致风景。

第二类是升级改造的更新项目。这
类项目是目前装饰集团在城市更新中做

得最多的，体量也是最大的。“城市更
新，其实质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
在，城市中的一些纺织厂、发电厂、钢
铁厂等搬迁，其厂区旧址如何升级改
造？如何把‘工厂锈’变成‘生活秀’？
而这也正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也是我们
装饰集团的能力优势所在。”王利雄表
示。比如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船厂，曾
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
2005年船厂整体搬离后，旧址如何改造
焕新为世人所关注。该项目由世界著名
建筑师隈研吾、艺术家米丘、音乐指挥
家谭盾三位大师协作建筑设计与艺术策
划，装饰集团凭借着精湛技艺和大胆创
新，将昔日老船厂改造成占地2.6万平方
米的时尚艺术中心，把一座拥有 150 余
年历史的造船厂，成功变身为保留“工
业建筑遗迹”的文化商业综合体。

“第三类是重大文保建筑的修缮，我
们做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里很多
建筑的保护修缮就属于此类。”王利雄介

绍。令装饰集团特别难忘的是上海展览
中心 （原名中苏友好大厦） 修缮工程。
中苏友好大厦坐落于上海延安中路与南
京西路处的繁华地段，建成于 1955 年，
是中苏友谊的见证，也承载着无数老一
辈上海人的记忆，是上海著名地标性建
筑。装饰集团项目团队秉持“修旧如
旧”的原则，将多种数字化测绘查勘手
段叠加运用于上展中心水刷石外立面的
修缮，让老建筑重焕历史风貌特色。“修
缮中的一大特色是开放了部分公共区
域，市民可直接‘走进’‘走近’展览中
心，近距离欣赏这座优秀历史建筑，零
距离感受其特有的红色基因和历史风
采，为市民真正提供一个‘可漫步、可
阅读、有温度’的宜人城市公共空间。”
王利雄表示。

倾情培育三种能力

“城市更新与一般建筑项目是不同

的，它不是简单地去按图施工，而更要
讲责任，要懂专业，要有情怀。作为国
有企业，不仅要勇于做城市更新的实践
者，更要善于做引领者。”王利雄表示。
为了当好引领者，这些年装饰集团一直
在倾情培育三种能力。

一是培育设计及技术创新能力。针
对城市更新对设计、对施工技术能力要
求较高的实际，早在2014年，装饰集团
就成立了全国装饰行业领先的数字化建
造技术研究所，率先提出像工业化造汽
车一样做装饰的理念，大胆应用三维扫
描、3D 打印、CNC 雕刻、BIM、5D 可
视化等技术，坚持走工业化、数字化、
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科技之路。

二是培育传统工艺与新材料有机结
合的能力。装饰集团认为，城市更新尤
其是保护建筑的修缮，既要讲求传统工
艺工法，又要融入新的绿色环保材料。
比如在上海海鸥饭店 （现称上海海鸥丽
晶酒店） 改建工程中，装饰集团的工程

师团队就以超凡智慧，突破重重专业壁
垒，攻克了 280 余种材料难关，最终才
呈现了精致绝伦的“玻璃盒子”，令海鸥
振翅“重生”。

三是培育项目策划能力。“这是一种
集成能力，这方面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一直在努力探索，像新世界商城大丸百
货、枫泾镇长三角路演中心等都是这样
的项目。”王利雄介绍。尤其是上海金山
枫泾镇长三角路演中心项目，这里曾是
宋代的驿站、明代的砖窑、解放后的上
海第七印绸厂老工业基地。伴随着时代
的发展，这片土地开始寻求它新的定位。

“其实，当我们得到金山区枫泾镇要
搞一个长三角路演中心的信息时，国内
几家知名设计院已经先我们一步介入，
但他们做的策划方案业主并不满意。而
这也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机会。”

到底什么是“路演”，业主心目中的
“路演”是什么样的？装饰集团与枫泾镇
的领导进行了多次深谈交流：路演可以
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可以是室
内的，也可以是室外的；枫泾是江南水
乡，也可以是水上路演……在方案中，
装饰集团从枫泾古镇吴越文化汲取元
素，将古镇的记忆符号抽象化，让起伏
的屋脊、庭院连廊、邻水的建筑等元素
融入到厂房建筑改造中……为业主描绘
了怎样让一个竖着40多米高烟囱的破旧
厂房“脱胎换骨”，变身为一个时尚的、
有利于产业导入的魅力中心，引领当地
经济发展的故事……创新而完美的方案
最终赢得了业主的青睐，装饰集团由此
为业主成功打造了长三角地区路演门类
最齐全、路演服务最专业的路演中心。

回眸这些年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在城
市更新领域的探索之路，王利雄十分感
慨：“25年来，装饰集团一步一个脚印，
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专业技
术，做了很多城市更新项目，赢得了较
好口碑。城市更新是我们的国家战略，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要讲
责任、讲情怀，不仅要做城市更新的实
践者，更要去做引领者，这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城市更新，是责任也是情怀”
——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利雄访谈

□记者 张高青 李兴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
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

过去一年来，多部门出台了支持城
市更新的政策，各级政府积极推进城市
更新工作，国家层面城市更新相关政策
文件也陆续出台。近日，中国城市规划
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
事长、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超大城
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城市更
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伍
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他
对城市更新政策方面的最新解读。

记者：去年您关于城市有机更新的
价值取向、实施路径和技术保障的18条
内容引起很大的反响。时隔一年，城市
更新政策层面又有许多动态，您在这方
面是否有最新思考分享给大家？

伍江：当前，全国特别是中央对于
土地财政越来越警惕。国家没有那么多
的土地资源可以消耗，靠土地财政会坐

吃山空。所以，从国家层面就
开始出台文件，不许再扩张
了。那么，现在许多地方就把
旧的建筑拆了再造。本来城市
更新是为了防止大拆大建，是
为了让城市进入一种更加健康
的有机更新状态，如果它又变
成大拆大建，就事与愿违了。
所以，我一直呼吁，谨防城市
更新行动成为新一轮的大拆大
建。

换言之，我觉得现在的城
市更新要从概念进入实施的阶
段，要给它创造路径，设计政
策，让它有实现的可能，否
则，城市更新又会沦为新一轮
的大拆大建。

关于这 18 条，我现在也
在反思。现在的城市更新主要
问题需要从几个层面来解决：
首先，要在价值取向上取得高

度的社会共识。从快速、大规模、破坏
环境质量、不顾历史文化发展的模式，
转变为一个更加理性的、以强调质量为
主的发展模式。从顶层的决策者就要开
始认识到空间资源、自然资源、土地资
源不能这么消耗下去。从我们国家本身
来讲，我们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
走过的那一条野蛮扩张的道路，所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自觉自愿去约
束对于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的掠夺。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城市更新
会比过去的城市改造或者城市扩张难多
了。一是经济上遇到瓶颈。过去那种靠
卖地赚钱再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管用
了。二是制度上遇到瓶颈。过去我们延
续了几十年的土地批租开发的制度，在
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是有效的，但是现在
都是既有建筑更新，在城市里建城市，
而非大规模建设，有很多新问题待解
决，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既有机制得到解
决。三是技术层面的制约。许多问题需
要用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虽然现在的
科技创新很多，但是许多成果没有直接

转化为城市更新的需求服务。技术保障
不充分，同时因为新技术用的人不多，
就非常贵，这也是一个制约。

所以，今天谈城市更新，我们要从
思想观念上明确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
这一点非常重要。先解决价值观的问
题，再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我认
为，目前最为急迫的是城市更新的政策
设计。

记者：今年1月2日，上海市举行全
市城市更新推进大会，会上透露出许多
重要信息。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伍江：任何一种路径，任何一种政
策，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单独解决城市
更新中的问题，其中重点是经济、利益
方面的统筹。现在城市更新的政策设计
缺的是经济数据。规划师建筑师不懂经
济，画出的图好看，但解决不了很多社
会经济的问题。过去整个社会与经济相
关的企业、人才不少，但也没有统筹到
城市规划里。今年初，上海市委书记陈
吉宁在报告中提到了“五个统筹”——
加强更新任务、更新模式、更新资源、
更新政策、更新力量的统筹。最近，上
海市也在推进“三师联创”——责任规
划师、责任建筑师、责任评估师。这说
明整个社会开始重视城市更新的统筹协
调，加快城市更新的队伍培养和建设，
想办法把各类人才都置于城市更新背景
下，一起来解决经济瓶颈问题。

“五个统筹”最终要落实到制度设
计。没有制度设计，没有法律设计，前
面讲的都做不到。如果制度设计有问
题，城市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紧张，越来
越不够用，活力也会越来越差，而城市
更新恰恰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在 2021 年
就实施了。该条例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城
市更新中的机制、政策难题，但是不足
之处是，它也回避了许多问题。各个部
门再跟着条例去做一些细则和操作办
法，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让城市更新步入更加理性、健康的

发展模式，首要解决的是政策设计、制
度设计，而这跟规划、设计、建筑没有
太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经济界、金融
界人士介入城市更新领域，但是我觉
得，他们很多人可能从出发点就错了，
在价值认同上陷入误区。他们还是把城
市更新当成赚钱的机遇，拼命在动脑筋
想从中赚钱。如果陷入这个误区，将来
的城市更新也不会太健康。

记者：今年 2 月，上海成立了城市
更新专家委员会。您与其他一些资深专
家都在名单中，这个委员会将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

伍江：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担任
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还有五位副主任。
其中，三位是来自建筑规划界的，另两
位是经济、金融方面的专家。此外，还
有外籍专家，如鲍赞巴克，他参与了上
海许多的建设项目。名单上的人都是在
各自领域卓有建树，又对上海有足够的
了解。从中可以看出，城市更新不光是
规划的事情、城建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城市更新这条路，方
向已经明确了；但是路径并不明确。所
以，不能在短时间里有过于激进的动
作。不过上海作为超大城市，理应在城
市更新的政策设计、制度设计方面，给
其他城市提供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讲，
现在上海可能要转变观念，在城市更新
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记者：您认为，在城市更新中，建
筑师应发挥什么作用？

伍江：事实上，城市更新的大部分
问题和核心问题都不是设计问题，所以
单靠建筑师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

现在建筑设计市场，随着房地产市
场下行而下行，大家都在寻找新的赛
道。对于建筑师来说，要适应新的时代
需求，加强学习，不能依靠以前的知识
背景来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有这
样，建筑师才能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找到
新的发展机遇。

伍江：城市更新首先要在价值取向上形成社会共识
□本报记者 吴真平

4月30日，上海市虹口区重大工程多伦路城市更新项目开工
仪式暨立功竞赛、廉洁文化示范点启动会在中建八局东孚公司多
伦路城市更新项目现场举行。虹口区区委书记李谦、区长吕鸣，
中建八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章维成等出席开工仪式。

仪式上，李谦宣布项目正式开工，与会领导共同推杆，见证
多伦路城市更新项目开工。

会上，中建八局东孚公司多伦路项目负责人宣读了虹口区重
大工程多伦路城市更新项目立功竞赛、廉洁文化示范点创建方
案。与会领导为党员先锋队、工人先锋队、青年突击队授旗，为

“党员先锋号、工人先锋号、青年文明号”及廉洁文化示范点揭
牌。

据了解，中建八局东孚多伦路城市更新项目是山阴路历史文
化风貌区复兴首发作品，是中建八局重点打造的城市更新项目，
总建筑面积近22万平方米。整体开发周期为2024年4月开工至
2028 年 5 月项目竣备，共计 51 个月。项目包含三大主题片区：
灵感绿洲、雅奢社区和诗意雅境，根据整体设计规划，项目分为
一期和二期。

项目一期主要集中在秦关路、海伦西路、宝山路、横浜路区
域内，全部为新建建筑，四周交通条件好，规划打造以TOD为
主导的商务组团，涉及甲级办公、总部办公及商业业态。通过高
端的楼宇形象、大尺度公共空间、差异化产业导入、丰富的商业
配套，打造区域办公形象标杆。项目一期计划 2026 年 12 月竣
备，开发周期34个月。

项目二期通过将麦拿里、柳林里等有着百年历史的风貌里弄
与四川北路商业街进行贯通，定位为商服导向的文化风貌组团，
涉及单元式办公、风貌商业街区业态，打造集“人文街区、高端
商墅、品牌服务公寓、行政办公”为一体的雅致人文社区，并充
分挖掘历史“先锋文化”内核，导入人文、艺术、国潮元素，树
立国际知名的沪上文化新地标，将老建筑与现代商业、生活等相
互融合，重塑多伦路新定义、新形象，共同探索城市更新新路
径，推动风貌街区全新亮相、历史文脉赓续传承和商旅文体联动
发展，树立国际知名的沪上文化新地标。 （记者 王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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