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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双修”

城市更新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发达国家的

城市更新是与城市衰败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为

提升地区活力的一种城市复兴活动。这种城市更

新可以是物质规划的复兴，也可以是社会经济活

动的复兴。在中国，城市更新主要是针对旧城区

的一些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进行可持续改造的活

动，是将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

做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主要是物质空间

的规划建设，内容涉及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城

市更新活动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主要

表现在大规模的“三旧”改造上。这种“大拆大

建”的模式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的改建活动，以

经济利益为导向，通常表现为拆矮建高，大幅度

提高建筑容量，导致对城市文脉造成严重破坏。

“城市双修”则强调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两方面的内容。生态修复，旨在恢复城市自然生

态，制订并实施生态修复工作方案，有计划、有

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湿地、植被，

积极推进采矿废弃地修复和再利用，治理污染土

地，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改善生

态系统和人居环境。这是城市更新内容中所缺失

的。城市修补更倾向于城市微更新，不提倡大规

模的推倒重来，而是用更新和织补的理念，采用

因地制宜、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进行修补与更

新，通过完善城市设施、空间环境和景观风貌，

使城市功能体系及其承载的空间得到全面系统的

修复、弥补和完善。“城市双修”是新时期城市

转型发展的重要方法，有别于过去的更新改造，

不是单一、表面、片段的，而是一个全面、综

合、持续的过程，内涵更丰富。

二、桂林城市更新和“城市双修”面临的

挑战

（一）桂林城市更新回顾

桂林市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主要集中在1999年

至2001年三年期间。作为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

市，桂林市的城市风貌却一直被游客诟病为“美

丽的姑娘穿着破烂的衣裳”。老城核心区虽然有

大量历史遗存，但旅游职能不突出；而长期以来

中山路作为市中心南北向唯一的主干道，交通压

OBSERVE

桂林以山水闻名天下，城市风貌却一直被游客诟病为“美

丽的姑娘穿着破烂的衣裳”



70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编辑＿黄婉婵    设计＿刘文杰论道 DISCUSSION 观察 Observe

70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论道 DISCUSSION 观察 Observe

  2018.03 -  71    

OBSERVE

力极大。

因此，桂林市决心在中心城区实施大规模的

城市更新，主要表现为“拆旧建新，拆墙见绿，

显山露水”。1999年至2001年三年间，在保护

山水环境和历史文物的前提下，桂林市拆迁了大

量遮挡重要景观视廊、严重影响山水环境的破旧

建筑和违法建设。据统计，至2001年，仅老城中

心区就完成拆迁量1.5万户，拆迁面积约90万平方

米。中山路改造工程将双向四车道的城市道路拓

宽为双向六车道，道路两侧的公共建筑大都拆除

重建。同时还完成了解放路、民主路、滨江路等

近30条道路的改造建设，以及解放桥、文昌桥、

龙隐桥等多座桥梁的重建和新建，打通了城市交

通瓶颈，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加速了城市

用地结构调整，通过用地置换，共搬迁城市中心

区及周边无法满足环保要求、严重影响城市景观

和居民生活环境的工业企业10余家；并完善了水

厂等市政设施。三年城市更新，桂林市共实施城

市建设重点工程88项，其中新建、重建桥梁17

座；立交桥工程3项；广场2个；新建、改造道路

35条；新建、改造景区景点10项；清淤截污、引

水入湖等防洪环保工程3项；其他工程18项。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桂林城市建设初见成

效：环城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将“两江四

湖”水系贯通，恢复了老城区“千峰环野立，一

水抱城流”的美丽景象；“公厕革命”提升了城

市旅游服务品质；通过拆迁和建设，改善了居民

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实现了优化土地功能、

提高土地效益、提升环境品质的目标。这种“集

中成片改造”模式的城市更新，优点是快速、集

中、高效，缺点是对城市发展历史容易形成“格

式化”破坏，虽然考虑了对历史建筑的保留，但

对桂林老城区中大量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建筑

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些建筑也是城市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痕迹，对这些建筑

的一拆了之，导致了城市建设历程的“断片”，

切断了历史脉络，从而影响了城市整体风貌的     

延续。

（二）桂林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桂林大规模城市更新之后的近二十年，正是

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桂林的城市建设取

得了较大成就，但城市的快速发展扩张和相对粗

放的管理模式，也带来一系列的“城市病”。一

是生态环境遭破坏。城市与外围生态环境的绿色

廊道遭受威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绿楔空间不

断被挤占压缩；“山—水—城”融合的城市形态

遭受破坏，城市与山体、水体的有机融合格局没

有得到强化；山体、水体、湿地等生态要素的自

然服务机能被弱化；绿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绿地建设缺乏系统性；石山被开采，城市河湖水

系亟待治理。二是城市功能有待提升。空间管控

缺失，城市风貌没有特色；老城中心区的旅游职

能未能凸显；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出行模式单

一、公交出行率偏低；旅游标识系统导向性不明

确；城市内部缺乏足够的休闲空间；基础设施短

缺、公共服务不足等。

三、桂林市“城市双修”规划实践

（一）生态修复 

根据生态修复的定义，规划分别对山体、

水体、洲岛和废弃地等提出了治理和修复的要

求。通过生态修复，保护桂林“千峰环野立，一

水抱城流”的山水城市传统格局；注重城市整体

空间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有机结合；加强绿化、水

体与城市在生态意义上的相融性，强调“显山、

露水、透绿、美城”的理念。最终达到“保护山

水城，建设园林城，发展生态城”的生态修复总    

目标。

桂林生态保护的核心首先是城市建设应始

终注重保持与城市外围的自然山体、湿地水体等

生态背景的协调呼应，保护、修复和进一步提升

“五大生态背景环抱，六条水系绕城，多条绿楔

通景”的整体生态格局。

五大背景：指环抱城市建成区的外围自然生

态背景。分别为：（1）东部由尧山、桂海景区构

成的山体生态区，以峰林洼地为主的漓江风景名

胜区；（2）西部由凤凰林场低丘地区的山林生

态区；（3）北部由青狮潭景区的山林生态区；

（4）中部由芦笛景区、龙泉景区构成的峰林生态

区；（5）南部由会仙、清水塘湿地景区构成的湿

地生态区。对生态背景加以合理的保护与利用，

在保证其生态功能、景观质量的前提下，可因地

制宜地建设生态体育公园、郊野公园、生态绿

地、湿地公园等。

六条水系：指流经城区的漓江、桃花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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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河、良丰河、小太平河、四塘河等六条水体。

随着城市的发展，漓江、桃花江、南溪河等逐渐

由自然的河道变成城市中的半人工河道，对水体

的整治应强调并明确其沟通城市与自然、连通新

老城区的生态脉络作用，突出生态修复、强化功

能整合为原则，使其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骨架。

多条绿楔通景：依据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确

定六条通景绿楔：尧山桂海景区—七星岩绿楔；

芦笛景区—西山飞凤山绿楔；龙泉景区—琴潭—

黑山绿楔；凤凰林场—山水公园绿楔；清水塘湿

地—平顶山绿楔；会仙湿地—桂柳古运河—良丰

河绿楔。明确楔形绿地的保护范围，落实生态界

限的控制，对绿楔中的违法建设实施拆除，恢复

绿楔的生态功能。六条通景绿楔的控制，有利于

城市水源补充、水体净化、水土保持，强化城市

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

强化“山环水绕，绿廊渗透，绿串多珠”的

绿地系统结构；加强河流廊道的景观建设，积极

培育道路生态景观廊道，将城市中散碎的绿地空

间连接成片；增加设置城市结构性公园绿地，修

复城市重要生态节点：建设訾洲二期生态景区项

目，琴潭千亩荷塘湿地公园，黑山植物园二、三

期和建设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重点营造水

体两侧的绿带，完成漓江、桃花江、小东江、临

桂新区、两江四湖二期等主要水系两侧园林景观

的绿化工程；打造道路绿色廊道，对中山路、桂

阳路、机场路等主要道路加强“花化、彩化、美

化、亮化”工程。

（二）城市修补

以目标导向、特色营造作为桂林“城市修

补”工作的总体指导，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通

过总体把握、系统梳理，对“城市修补”涉及的

各系统要素进行整理和指引，进一步找到实施抓

手，选取重点板块、重点地区等作为近期示范项

目。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修补城市功能，提升环境

品质。

1.修补两江四湖旅游职能，打造“桂林·静

江府城”

依托2000年初期经过大规模拆建的城市更

新形成的两江四湖景区，结合“城市双修”的要

求，抓住桂林市行政职能由古城中心区西迁至临

桂新区的契机，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将 桂林为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将“桂林·静江府城”

作为整体景区进行打造，恢复古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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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静江府城”作为整体景区进行打造，恢

复古城风貌。着重保护桂林古城格局及文物古

迹，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及保护建筑，分别提出保

护要求与保护措施。调整历史城区的业态，保留

历史街区脉络，恢复传统历史文化轴线，充分挖

掘、整合现有的历史遗存，丰富古城风貌区的旅

游内涵。重点推进“一片、四轴、一线”几大历

史风貌区的建设。

一片：王城周边历史街区的改造提升。对王

城片区的历史文脉及现状情况进行梳理，确立需

要保护、清理和改造的街巷空间。尽量将人车混

行的街巷调整为步道专用道；严格管控片区内的

地面停车，改善地下停车条件；清除城墙上加建

的隔墙或建筑，打通环城墙的游览路线；对城墙

周边进行环境整治及景观绿化。

四 轴 ： 正 阳 门 —— 正 阳 路 历 史 轴 ； 古 南

门——榕荫路历史轴；叠彩路——抗战文化历史

轴；东镇门——东镇路历史轴。组织编制《桂林

市特色街区保护利用规划》，挖掘各街区的历史

文化内涵，在“桂林·静江府城”中打造四条特

色历史轴线。

一线：结合现存鹦鹉山、铁封山、宝积山和

叠彩山的宋城墙遗址、藏兵洞、东镇门及城墙，

规划建设“宋城墙遗址公园”。结合遗址公园的

建设，建议恢复重建鹦鹉山与铁封山之间的宋代

瓮城，形成“桂林·静江府城”古城的北入口，

并对市民和游客开放鹦鹉山上的古迹——宋代碑

刻：静江府城池图。

2.修补城市交通功能，完善城市道路网络

城市道路的修补首先要强调规划的引导，坚

持从“宜车”到“宜人”，要在从中观到微观的

各个层面，全面加强对绿色交通理念的支持。其

次要注意“以人为本”的道路建设，不能单一以

保证车辆的通行和停放为目的，更要以人的感受

和体验为关注点。通过整合道路及两侧的用地、

景观、环境、街道家具、建筑前的区域等，营造

宜人的通行环境和公共空间。另外，规划关注的

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城市居民，同时也包括游客。

桂林市作为旅游城市，城市道路的设计应强调游

客的旅途感受，结合交通空间打造高品质的旅游

信息、旅游标识、旅游产品等。同时作为国际旅

游胜地，淡旺季差异较大，在交通设施和管理上

应注重平高峰期相结合。在交通修补中要强调道

路网系统的完善和修补，道路网要坚持提高密度

而不是增加宽度，尤其在老城核心区要注意加

密、打通支路网系统，形成微循环。

3.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完善旅游慢行绿道   

系统

桂林宜人的城市尺度、良好的气候条件、特

征性的山水格局与组团结构，为城市慢行系统建

设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性条件；同时，桂林作为国

际性风景旅游城市，其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建设

旅游慢行绿道系统的必要性。 

旅游慢行绿道系统的建设，有利于改变桂林

各旅游景点“散状分布、单打独斗”的现状，实

现旅游跨越式发展；是融合生态、运动、休闲和

旅游等多种功能的网络体系，对于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提高沿线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

展有重大意义；旅游慢行绿道将桂林中心城区的

酒店、景区、景点串联起来，可以形成精品旅游

线路，同时也为“自行车骑行”这种新的旅游方

式提供了空间。 

根据桂林市中心城区内部各组团的功能需求

和环境特征，结合主要的景区和城市开放空间系

统的建设，规划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城市旅游慢行

绿道系统，形成“点、线、面”相结合，“两纵

两横三心五片”的总体结构。桂林旅游慢行绿道

系统包括自行车系统、城市步行系统、公共交通

以及水上游览系统等交通出行方式。通过连续的

绿道系统，串联新老城区和主要旅游区，主要公

共设施和旅游服务节点，在满足市民基本通勤、

休闲、健身需求的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加轻松健

康的观光方式。

桂林20年前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在中心城区

已经初步形成与旅游城市功能相适应的城市空间

格局——“两江四湖”城市游憩区和便捷的城市

交通网络，但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又滋生了许多

环境生态问题，城市的旅游功能、基础设施和交

通职能也欠账严重。在“城市双修”理念的指导

下，桂林市对整个城市的山体、水体、洲岛和废

弃地进行治理和修复，也对城市中心城区的各项

职能提出修补要求和目标。经过城市更新和“城

市双修”两个阶段的发展，桂林城市功能和生态

功能将进一步完善，环境品质将进一步提升，从

而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发

展的变化和要求。

桂林宜人的城市尺度、良好的气候条件、特征性的山水格局与组团结构，为城市慢行系

统建设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