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海静安区文元坊为例 

基于城市人际交流需求的社区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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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关键词：社区    社区要素   社区特征   城市社区   

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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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发表《共同体与社会》 
• 社区的空间范围更多的应该由居民的感知，而非强

行划分来确定 

社区 
• 社区成员、区位地域 
• 社会结构、制度和社会心理 

社区要素 

• 社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空间性 
• 社区是社会与空间的统一体 

社区特征 
• 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中一定的物质空间基本单位，居

民在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关系能促进居民良好的社会
互动，其成员有着各种稳定的社会和心理联系的地
域生活基本单位 

城市社区 

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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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关键词：深圳蛇口招北地块概念设计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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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招北地块位于深圳蛇口老城区中心（建成度接近 100%），总用地面积约 
2.95 公顷。这块用地有几个特别之处：  
 

（1）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基地西临新落成的网谷科技创新中心，西北紧邻育

才中小学，南部是南水村，是原住民聚居的“城中村”，东面是招北小区，
为 20 世纪职工住宅小区。 
 
（2） 兼顾城区功能需求。除了多样适应人群的需求以外，用地处于蛇口自贸
区红线范围内，除了单纯解决居住问题以外，还要应对城区发展的需求，提
供更紧凑形态、更密集交往和更高品质的环境。  
 
（3）现状条件提供了社区转型的机会。用地现状是一个临时的绿地公园，本
身具有的公共性和通达性是成为社区级交往空间的良好基础，可以作为招北
片区向社区转型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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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方案框架（设计目标）： 
 
 
（1）合理功能配置与聚合。在这样一个高度建成区中，社区改造是功能和空间
马赛克式的组合。方案选择了符合社区需求及尺度限制的功能，如社区之家、国
际学校、小型公寓与创客办公，并实现了功能性的复合，让这个空间融入网谷产
业社区、招北居民小区中，同时为南水村和育才学校提供公共服务。 
 
  
（2）公共环境的预置。在开放性和公共性上，考虑了交通流线和视线通达性，
并且尽可能创造了足够数量的交往空间与游憩设施，成为社区文化交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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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释放地面游憩通廊，提高地面的使用率。  
         通过建筑的抬升，开放整片地面空间作为公共游憩场所，以功能集聚和技术创新来换取释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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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2）搭好空间框架，与周边公共环境流畅衔接。 
         与周边居住社区无缝连接；地块内部流线通勤和游憩路线分离；关注公共空间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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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3）延续邻里人情，充分发挥社区的自组织作用。  
        设计中特别尊重了招北片区的原住民对场地原有的利用，如老年人合唱、散步、家庭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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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的论述 
•         交通、场所营造 
 
•   注重人的作用与具体的特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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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关键词：社区社会构成   公共活动场所    静安区  文元坊 
                
                 

研究背景、基地现状与场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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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关键词：社区社会构成    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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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 
 
购物方式、出行方式等等 
 

社区社会构成的变化 

生活方式 

当前人际关系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人际关系的走 
 
向呈现出工具性与感情性的结合 

人际关系 

社区虽然依据价格门槛，将处于同一层次收入水平的 
 
城市居民在社区空间聚集起来，但与传统体制下作用 
 
下形成的社区相比，社区内部具有更大的异质性。 

研究背景 

社区社会构成 

  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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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关键词：基地人的行为  安全性  归属感   社区老龄化 
                  

基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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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五个节点作为调研的地点： 
出入口与居委会、幼儿园以及部分道路交汇处 

基地调研点 

        调研基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文元坊。
文元坊--愚园路608弄，文元坊是愚园路
靠近镇宁路的新式里弄，建造于1938年，
砖木结构。里弄里面左右两边的房子风
格各异，一边单体，一边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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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现状1：社区中人流量的分析 

 
 
 
由图可知： 
       1.里弄中主弄人流量大于支弄， 
       2. 公共场所的开放程度越高，人
们的人流量就越大； 
        3.在部分节点；幼儿园以及社区
居委会等公共场所，人流量明显增
大。 
 
 
 
 
 
 
 
 
 
计数方法： 
 
抽样  观察点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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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同类型身份人群行为
注记的调查与人流分析呈正相
关性 。 
     除此之外，在对人们行为
量化分析后显示，人们在幼儿
园及居委会等需要瞭望感知的
空间中缺乏相应的感知与可驻
足的景观设置。 
         此外，在调研中极少看
到该群体的活动。 
 
 
 
 
 
 
分析方法： 
 
  行为注记 
  体验景观分析 
 

基地现状2：社区中行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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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缺乏归属感与对
社区的信心与感情 

基地现状3：理论报告 

人们安全感下降不得以雇
佣临时的安保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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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龄人较多 
 
 
 
 
 
道路大多狭窄被占用， 
缺少可用的公共活动空间 

基地现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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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绿化率与人均活动场地、绿地在建设低，社区生活 
 
的展开。私家车占用道路停车。 

社区的安全性与归属感 

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缺失 

全小区一共4000人，60岁以上的人占33%。90岁以上的 
 
人有90人，百岁老人有2-3人，70多个孤寡老人，但在 
 
社区中却没有看到相应的建筑设施。 

社区老龄化加速与相应设施的缺乏 

原有住户的外迁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文元坊 
 
原有人际关系因时空距离而松散、现今又未建立新的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 

基地现状3：访谈与文献资料总结 

安全性归属感 

公共活动场所 社区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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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关键词：居民现实需求   特殊人群对场地需求 
                 

场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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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人们缺乏与邻里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却渴望与其交流。 

 
 
 
 
 
 
 
 
 
 

社区居民迫切希望能有更好公共场
所以及更宜人舒适的景观环境。 

基地现状3：理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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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现实需求 

特殊人群需求  

静安区的居民对交流与合理舒适
的公共空间的改造的需求迫切 

特殊人群需求  
老年自身状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 
 
促使了老年心理特征的形成。求 
 
生、共生、回归与眷恋、内向与 
 
孤寂、恐惧与焦虑。 

场地需求 

居民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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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关键词：使用行为与交往空间的整合   老龄人口的活动场所 
 
                
                 

微更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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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关键词：基地人的行为   触发媒介 
                  

使用行为与交往空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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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居委会所在地 

 

公共场所节点 

在职青年人 

老人 

家庭妇女 

儿童 

买菜途中、办事地点、接送小孩、
运动.······· 

约定地点、上学地点 

在工作途中、接小孩.、约定地点 

散步途中、闲聊地点····· 

基地微更新 方案一：对需社区公共环境场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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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居委会 

     快递收发处 
   公共活动场所 

微更新方案 

  住宅 

 
     优美的景观 
     有趣的路径 

丰富的人文活动 
舒适的运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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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关键词：老龄人口特殊的行为方式与心理 
                  

老龄人口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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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道路 增强道路的导向性 沿途足够的休息空间 

 尽可能的保持道路的平整无障
碍，提高道路的安全性，增加
道路至重要节点的通达性 

 在道路的转折处和尽端,要设置
明显的标志,如比较特别的植物、
园林小品等,以增强道路的导向
性; 

 老人的舒适行走距离是成年人
的一半,每150 m,设置途中休息
处。 
 

基地微更新：方案二  老龄人口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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