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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资源和产业发展方向，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村庄
旅游产品、农副产品和特色伴手礼。打造特色乡愁品牌
产品，推广乡愁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增强村民的文化认
同感，提高村民收入，助力村民奔小康。

4  结语
宜居环境是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重要空间载

体，“村落中的乡愁，应当留在哪里”是我们破解村庄
规划和有序建设的核心。注重村庄宜居建设中的乡愁元
素，在村庄公共空间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
面，注重创建个性鲜明的村庄，是让人记住乡愁的有效
途径[6]。

通过规划设计，孔元村经过多年打造，目前已经
成为福州市民周末游的重要选择，随着旅游人数增加，
村民收入和幸福感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做到“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返
乡创业，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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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治理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策略研究
——以广西贺州市平桂新城为例

□ 闫   麒    陆   洁

[摘   要] 本文在解读人本治理内涵和城市公共空间认识的基础上，解析人本治理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以广西贺州市平桂新城为例，通过梳理其公共空间本底及发展现状，总结当前贺州市平桂新城的问题与不足，并以问题为导向对城
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提出从人本规划、顶层设计、公园城市、共享元素4个方面的发展策略及建议，希望能加快推进贺州市平桂新
城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以期为贺州市其他片区和国内其他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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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本治理的内涵
人本治理理念是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的目

的层，从根本上强调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手
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智慧治理理念4
大治理理念统称为城市治理。我国城市发展现阶段，城
市的本质和基础都是人，从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思想方针，到如今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尤其
是2019年中央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指导思想。国际
上无论是规划、建筑等同行业以致其他行业的学者们，
存在大量从人本视角阐述城市治理的观点。如芦原义信
以人对空间的感受、舒适度来对城市街道、广场、庙宇
等空间尺度、质感、布局、秩序进行设计。刘易斯·芒
福德认为城市为文化容器，纵观历史及东西方思想，城
市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美好生活，城因人而生，人为城之
本，人本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思想[1]。

2  城市公共空间认知
城市公共空间具有“物质”和“社会”双重属性，

同时具有开放性、可达性、大众性、功能性等特质，狭
义上包括街道、广场、公园、体育场地、居住区户外场
地等，广义上包括城市中心区、商业区、滨水区、城市
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主要是城市中心、
街道（街巷）、广场、公共绿地、城市滨水区、历史
街区等。

3  人本治理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趋势和
要求

城市空间的“品”与“质”，通俗地讲就像人
的颜值与内涵，是“外形”特质与“内在”特色的结
合。城市的“品”主要指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形态、
道路交通、产业结构、居住条件、环境景观灯等外形
特质，而城市的“质”主要是城市历史、地域文化、
城市精神、管理水平、市民素质等内涵。本文从人本
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1  回归人本生活是根本
如今城市发展模式从粗放、机械地追求GDP增长模

式到如今讲究城市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传统城市发展
注重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忽略“人是城市空间最根本的
使用者”，导致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缺乏活力、空间品质
缺乏魅力、空间形态松散等系列问题。新城区虽然街道
宽阔整洁、环境优美，但是街道、广场、商业中心等公
共场所空无一人，缺乏活力，常出现“空城”的现象。
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应回归人本与生活，以
人居环境品质为核心，从粗放增长、形象塑造、空间构
建转向内涵提升、人文关怀、生活体验。

3.2  管控公共安全是焦点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众

多人员集中场所，因此城市的安全有保障是吸引人才集
聚的关键之一。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复杂庞大，在治理与
实践中往往会造成盲区。简·雅各布斯提出城市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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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传统民居建筑特征与现代的审美相结合，营造具
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乡土民宿，以特有的历史文化
及浓厚的地域特色，为游客提供难忘的经历和体验。桂
北地区乡土民宿设计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充分挖掘
乡土民居文化价值，为桂北地区乡土民宿的发展提供设
计思路和方案参考。

桂北地区乡土民宿设计不足：一是公共空间（一层
公共空间和庭院）的布局不足。设计虽然考虑了各个空
间的私密性，但是由于基址面积有限，公共活动空间面
积较少，导致游客在芭蕉空间中使用受限。二是空间装
饰研究不足。除了对建筑的型制、材料、空间功能等进
行分析外，未对地方特色的装饰元素进行深入分析。三

是在空间家具、灯具等造型的选用上分析不足。空间中
选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样式，却未对家具、灯具等空间元
素进行分析，因而室内空间的灯光效果表现略显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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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行道作为城市主要的公共区域，除了承载交通功能
外，根本任务是维护城市的安全。因此，在新时代背景
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中，公共安全的管控与认知
应成为焦点[2]。

3.3  展现地域文化是核心
城市的精华在于城市的街道、广场、河流、公园

等公共空间，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而
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文化是城市的特色与风貌的体现，
也是一个城市整体精神面貌的反映。城市公共空间的发
展中，不应追求“面面俱到”，应因地制宜，抓住城市
最核心的、最有亮点的特色，根据地域的民族文化、民
族特色，聚焦当地居民民俗生活与习惯，选择最能让人
产生印象和记忆的点来构筑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精神面
貌。可见，展现出地域文化才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发展
的核心。

4  贺州市平桂新城公共空间品质本底及发展现状
4.1  街道空间
平桂新城处于城市快速建设阶段，目前人行道空间

存在很多断头道，环境状况极其恶劣；沿街商店招牌简
陋、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电动车、小轿车在街边随意停
放，目之所及十分凌乱。整体而言，街道空间公共设施
配置主要以路灯和简易垃圾桶为主。

街道空间沿街界面连续性不强，特色不突出，缺
乏形象特征、层次感；建筑外立面杂乱、绿化景观粗
放；片区公共停车场所不足，路边乱停车现象严重；
两侧商业步行道缺少景观配置与休息小品，行人舒适
感较低。

4.2  公共开敞空间
4.2.1  城市公园

平桂新城的城市公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平桂新
城整体存在绿量不足的问题，可达性较差，缺乏社区级
公园。二是公园的深度体验性差，很多区域对市民活动
引导过于强调步行和观赏体验，缺乏文体活动的组织引
导。三是城市公园缺乏足够的设施以满足市民的休闲活
动，存在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公园中也缺乏
小商业、小娱乐等业态功能[3]。

4.2.2  城市滨水空间

平桂新城目前有两条主要水系贯穿整个片区，一
条为东西向的富江，另一条为南北向的西湾河。平桂环
山拥水，生态本底优良，但是对于整个山水格局利用不
佳，滨水空间利用较为简单粗暴。滨水空间局促、沿江
建筑高度失控、可达性较差、景观绿化效果不足、滨江

空间缺乏吸引力与驻留空间、休闲配套设施不足。
同时，现状滨水空间的驳岸形式单一、功能单一且

防汛能力较差，缺乏对生态生境的保护，存在城市安全
隐患。

4.3  公共设施室外附属空间
4.3.1  会展广场

会展广场虽作为平桂新城重要的公共建筑，是平桂
的门户，展示着平桂新城的城市形象。会展中心的公共
空间本应是城市居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节点，但现实
状况不尽如人意，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入城大道景观性
不强、标识性不明显；二是两侧建筑杂乱，风格不一，
环境质量一般；三是景观色彩单一，绿化杂乱；四是存
在卫生死角，严重影响空间品质。

4.3.2  历史文化片区

1938年10月1日，广西平桂矿务局应运而生，全权
办理平乐、桂林两区所产锡砂之收购、提炼及精锡之营
运事宜，平桂故此得名。随着城市发展建设，平桂工人
电影院、平桂矿务局、平桂总工会大楼、平桂工人文化
宫这些记载着平桂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物质遗产已遭拆
除破坏，仅存留在平桂人的记忆里。

旧区建筑多为两层，为岭南特色骑楼建筑、青砖
黛瓦的传统建筑及灰白拱窗的西式建筑，城市尺度宜
人，生活气息浓，但建筑密度过高，绿地和公共空间
严重不足。

5  面向人本治理的空间品质提升思路与策略
5.1  人本规划先行，引导城市发展
以“人、空间、人的活动”为基础，推动以人为本

的规划行动，启动平桂新城规划设计事项，如城市干道
综合提升规划设计、城市门户地区改造提升设计、重点
区域城市设计、城市更新改造等一系列规划。在规划层
面以人的需求、人本尺度为前提，通过对交通组织、街
道公共空间进行改善，选取城市重要门户地区，对道路
设施、建筑物、景观绿化等进行规划设计。围绕平桂新
城发展的重点区域，从景观界面、建筑形态控制、开发
强度展开，以指导新区建设，管控城市形态，针对现状
问题对城市进行更新与改造，以此改善市民生活环境，
增强城市活力，提升城市整体品质。

5.2  做好顶层设计，强化城市张力
以城市更新新理念探索城市老旧建筑改造，针对承

载文化内涵、建筑特色、城市记忆的历史遗留建筑和街
区，联合高水平的设计师、开发商对其进行再设计、再
改造，将之打造成能承载城市记忆的城市公共建筑或文

创空间。对城市中失去活力的空间，如平桂市民广场、
文体中心等，进行再设计和利用。开展“微改造”，从
空间的功能、景观绿化、环境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人文
化、地域化、艺术化改造，重新打造发展为多元化的娱
乐和服务等公共活动空间。艺术空间则体现空间的设计
感、美感，满足现代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5.3  创新城市公园，助推公园城市
创新传统公园发展模式，助推从“园”到“城”

的自我改造。利用城市现有公园，如平桂山体公园、中
心公园、滨水公园等，探索发展新模式，结合城市更新
与旧区改造，坚持人文关怀为本，以生态为底、人文为
魂，结合科创、城市运动，将之培育成为“微型公园城
市”，驱动“城市活力细胞”，恢复本底生态格局、重
塑空间公共性。将之建设成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以
生态公园为抓手，推进生态、文化、服务相融合的公
园城市建设，实现满足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发
展目标。

5.4  培育共享元素，增加城市活力
打造城市新的共享区域与空间，培育共享元素与

氛围。平桂作为贺州新城发展，应在新城中增加丰富有
趣、多元多样、高效便捷的公共空间，促进市民交往，

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综合考虑居住、
人文、地域、商业等因素，打造具有高质量、高品质的
公共空间，疏通城市公共脉络。如利用一些街道共享空
间和互联网等新平台，营造具有文创特色的微街区、微
街角氛围，打造共享空间、共享服务、共享平台、共享
生活的活力空间。

6  结语
“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在新

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更应实现“人、空间、城市”
的良好融合发展。本文以“人本治理”为核心导向，探
讨了贺州市平桂新城的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策略，以期促
进开展以人为中心的日常活动，为城市公共空间注入活
力，通过项目建设落实公共空间品质要求，实现城市生
产、生活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于涛,张京祥,罗小龙,等.人本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动力与治理

创新——基于南京实证研究[J].城市规划,2018,42(3):50-58.

[2]杨绍波.上海提升城市品质的内涵及其路径[J].科学发展,

2019(8):59-69.

[3]王兰,王静,徐望悦.城市空间品质评估及优化[J].城市问题,

2018(7):7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