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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北京老城
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以北京

老城区微花园为例

Landscape Micro-renewal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in Beijing Old City Based o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Multi-governance—Taking the Micro 
Gardens in Beijing Old City as the Example

摘   要：当城市进入存量发展的背景下，以公众参与为基

础、微小社区空间和公共空间设施为改造对象的局部更新方

式，成为城市更新的趋势。北京老城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

更加注重公众参与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社区营造强调公共

空间的参与性和过程性，是社区微更新的设计和实施途径；而

多元共治则强调公共空间的多元性和可持续性，是社区微更新

的实施和维护手段。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途径非常多样化，

分别体现在社区历史、文化和邻里关系原真性的保护和挖掘、

参与式营造设计和共建、社群协调与社区自组织培育和参与式

建立后期运营和维护机制等方面。基于以上思考，以北京老城

社区公共空间的典型类型微花园的研究和实践为例，从微花园

的观察记录到参与式设计，再到参与式共建和后期维护，探讨

北京老城区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的方法、策略和机制，论

证基于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北京老城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

新的有效途径。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社区营造；多元共治；社区公共空间；景

观微更新；北京老城

Abstract: when the city enters the period of stock development, the 

local renewal mode based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micro 

community space and public space facilities as the transformation 

object becomes the trend of urban renewal. The micro-renewal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ommunity building 

and multi governance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emphasizes the participation and process of public space, 

which i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way of community micro 

renewal, while multi governance emphasizes the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space, which i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means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 The ways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multi-governance are very diverse,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protection and excav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ommu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neighborhood relations, participatory 

building design and co-construction, community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cultivation, and participatory 

establishment of lat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bove think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icro garden in Beijing old city as an typical example,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and mechanisms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micro-

renewal in Beijing old city from observation records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sign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community-based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micro-renewal in Beijing old city.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mmunity building; multi-

governance; community public space; landscape micro-renewal; 

Beijing old city

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包含社区公共空间在内的

城市公共空间微更新从策划、设计到维护管理，

是一个持续的渐进过程，其核心是公众参与[2]。

社区公共空间的优化和提升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

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水平。此外，《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35年)》中也明确提出，对老城

区要进行“恢复性修建”和“整体保护”“开展

留白增绿、补齐短板、改善环境、提升品质的城

市修补工作”[3]。社区公共空间遍布于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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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城市更新和存量发展的背景下，

政府和民众的关注焦点由经济建设领域逐步转向

社会生活领域，社区层面的规划设计以及多元共

治更新获得了各界的广泛重视。以公众参与为基

础、微小社区空间和公共空间设施为改造对象的

局部更新方式，成为城市更新的趋势[1]。十九大

报告明确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放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位置，提出要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享共

侯晓蕾.基于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北京老城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以北京老城区微花园为例.中国园林，2019，35(12)：23-27.

连接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为了做到对老城区的

人、物、空间、构筑、绿植以及生活方式进行多

维度的综合保护，需要对老城区尤其是社区公共

空间的景观进行循序渐进的公众参与式微更新。

1 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的发展背景

社区(community)指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

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领域[4]，是人

群聚集的所在，指地区性的居住环境，以及附于



24 中国园林 / 2019年 / 第35卷 / 第12期

其上的生活、历史、产业、文化与环境等多向

度的意义，并且隐含着“故乡”的情感意识[5]。

“公共空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可居的公共城市空

间”[6]，社区公共空间则是社区内居民共有共享

的空间，是社区的核心和活力要素。伴随着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和对环境空间要求的提升，传统社

区的公共空间很难满足居民的多元物质和精神生

活发展需求。而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致力于

在风景园林的视野下，通过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

逐步实现社区公共空间的渐进式更新。

中国城市尤其是老城区的社区公共空间目

前存在边界不清、空间侵占、功能单一、秩序混

乱等问题，由于社区公共空间是承载居民日常生

活和活动的地方，因此其需要满足居民的真实生

活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而不应一味将“绿色景

观”和“环境提升”为最终目标。因此，如何探

索出一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社区公共

空间景观微更新模式，是当前业界的重要问题。

在以上海、成都、北京为代表的我国一些城市

的社区公共空间中，以公众参与为理念自下而上

推动的小微“都市农园”“社区花园”和“微花

园”等途径已逐步被政府和管理者所接受，受到

广大居民的欢迎，成为社会创新和社会治理的一

种共治新模式。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实际上

是一种空间选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多方平衡，有

必要探索一种适应当前时代要求的社区公共空间

景观微更新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2 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对于北京老城社区公

共空间微更新的意义

在城市微更新尤其是社区微更新的背景下，

注重公众参与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凸显出其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社区营造强调公共空间的参与

性和过程性，是社区微更新的设计和实施途径；

而多元共治则强调公共空间的多元性和可持续

性，是社区微更新的实施和维护手段。

2.1 以社区营造为途径的社区微更新

日本著名社区营造专家山崎亮在其《社区

设计》一书提出：“比设计空间更重要的，是连

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区营造的关键在于

人，社区营造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市民参与度的一

种发展表征[7]。社区营造的重要作用在于充当协

调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黏结剂。社区营造

始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随后，美国、德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也较早出现了社区营造的组织

和活动。社区营造的关键在于搭建人与人之间的

关联，表面上看似是在社区的范围，但是实际上

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因此是城市更

新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韩国推进

的“推翻围墙运动”“城市漫步运动”和“营造

想生活的城市计划”，都是由社区范围内开始推

行，逐渐拓展到城市范围，并影响了城市整体规

划和相关的管理条例等[4]。社区营造强调公共空

间的参与性和过程性，是社区微更新的设计和实

施途径，相关方式也较为多元化，例如市民论

坛、行动研究、参与式空间设计等社区微更新需

要从项目前期开始便融入社区营造的理念，从项

目可研、立项、设计到实施以及后期的运行和管

理，将社区营造的方法和理念全程运用于其中。

2.2 以多元共治为手段的社区微更新

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方式，包含多个利益相关方共

治的社区更新机制、设计、营建和维护管理。当

前，社会治理模式总体朝向多元主体发展，需要

研究社区和社群的结构、关联度和相互之间的组

织协作模式，“共治”理念被推行并逐步应用到

社区更新和建设中。在北京市尤其是老城区“整

体保护”的共识下，多年来形成了3种治理和推

动模式：基层政府主导、开发机构主导和社会组

织主导。基层政府主导的主体主要指街道、社区

和责任规划师，例如以东四南片区为例，以史家

胡同博物馆为基地，在街道社区的主导下通过风

貌保护协会联合各个专业机构共同推进社区文化

教育、胡同和院落公共空间提升等多方面工作；

开发机构主导的模式即以国企或民企搭建平台。

在大栅栏和白塔寺片区更新中，由开发机构作为

责任主体，与街道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形成联合

机制，同时联合多方机构，共同促进片区的更新

发展；在社会组织和公益基金会主导的微更新模

式中，典型者如北京大栅栏群学、四名汇智和中

社社区培育基金作为支持社会力量自发开展城市

更新保护活动的公益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这

些模式往往会形成合作联盟，结合挖掘社区能人

组建社群组织等，共同借助城市事件进一步推进

社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这个平台上，各个角色

“共商共治”，共同制定公共空间的发展策略并

推动其维护机制[8-9]。基于多元共治的社区公共空

间微更新需要将政府部门、居民、企业、社会组

织和专业团队放在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上，多个

利益方需要真实表达各自意愿和诉求，并充分调

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社区自治金”“社

区营造征集令”等多种方式让居民参与从旁观者

转变为主人翁，使其全程主动参与方案的前期分

析、具体制定、后期维护管理等多个环节[10]。

3 基于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社区景观微更

新策略

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途径非常多样化，

不同专业会以不同的方式切入。对于风景园林学

科而言，基于社区营造的设计介入对象经常是社

区中废弃或者边缘化的小而微的公用地，例如

可挖潜的闲置公共空间、无人问津的绿地、可提

升的老旧建筑等，设计介入的方式较为多元，可

以是常规意义上的“设计”，也可以是临时性的

装置、景观事件、公示与展览，甚至是访谈与调

查。其成果经常表现为非通常意义上的建成项

目，还可以是相关的活动组织等[11]。

3.1 社区历史、文化和邻里关系原真性的保护和

挖掘

城市空间布局和肌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记

忆信息，凯文·林奇的“城市记忆地图”恰当地

诠释了系统化的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可识别性，场

所精神和记忆文脉被嵌入到公共空间系统中。社

区空间是城市空间中最具人文价值和生活印记的

区域，需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其原真性。基于社区

营造的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强调保护与发展社区

文化，通过结合使用者和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保

障空间物质环境和居民生活的真实性。挖掘在地

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保护社区原真性的有效途径，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记录居民口述史等途径，并

以展览和书籍编撰、宣传等途径，对相关历史内

容进行保护和挖掘。同时保护社区邻里关系的原

真性，促进社区公共精神的再生，塑造生活着的

真实的社区感。例如上海武康路的街区历史风貌

保护和微更新便是基于社区原真性的持续探索和

创新设计[12]。

3.2 参与式营造设计和共建

参与式营造设计和共建是社区公共空间微

更新的重要策略和实施路径。目前，参与式



25中国园林 / 2019年 / 第35卷 / 第12期

营造设计和共建的类型主要包括社区生活介入

型、艺术激活型、灾后重建型和历史古迹保护

型。各种类型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途径，多采

用参与式工作坊的模式进行持续推进，包括对

社区软件营造和硬件营造。参与过程包括项目

前期立项、设计到实施，以及后期维护。正如

喻肇青(2014)在《落地生根：台湾社区营造的

理论与实践》中将其细分为6个阶段：启动阶

段、酝酿阶段、发掘阶段、憧憬阶段、计划阶

段、执行阶段[13]。参与式营建的核心是社区居

民，引导方是街道、社区等基层政府，技术提

供方为社会组织和设计机构。以艺术激活的社

区微更新为例，其途径在于美学教育和都市美

学和生活美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更新契机，通过

制定核心议题和空间营造来实现艺术介入。在

对调研区域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与社区居

民进行参与式设计和参与式营建[14]。不同类型

的参与式营造具有不同的模式和途径。

3.3 社群协调与社区自组织培育

一般来讲，每个项目都需要征集一定数量

的社区志愿者，而在社区志愿者中，最重要的就

是挖掘社区能人，这是成立社区自组织的必要条

件。在设计师介入的参与式设计和参与式营建过

程中，需要持续的协调社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培

育和孵化社区自组织。在早期孵化阶段，建议引

入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来推进社区活动的组织

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社区自组织形成合

力，促进社群协调，推动社区营造。以社区花园

为例，除了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更需要通过

引导孵化，培育出花友会类型的社区自组织或者

部分社区能人来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社区自组

织的培育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社群的稳固

形成和社区的健康成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4 参与式可持续的后期运营和维护机制

社区景观微更新的后期运营和维护机制将直

接关联到社区营造活动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

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运营和维护机制。其

中社会组织和社区自组织应发挥重要作用。设计

过程应该充分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并在设计方

案和材料选择等方面体现低造价、低维护和可持

续性，需要持续进行公众参与式运营维护机制探

讨，坚持“谁主张、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

通过认领分包、街巷长制度、运营维护等机制促

进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维护和可持续发展。

4 北京老城社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实践探

索——以北京老城微花园为例

微花园是北京老城一种典型的绿色空间类

型，见缝插针分布在胡同街巷的各个角落，形成

了胡同中特有的绿色景观。微花园面积虽然小，

但数量庞大，在老城几乎司空见惯，反映出居民

对环境的自发改造和改善。微花园研究和实践的

核心思想是关注社区公共空间，提升老城居民生

活景观。几年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十七工作室的联合团队与

在地居民一起进行参与式设计，希望通过设计和

艺术的微介入，使这些“平民的景观”得到提

升，同时保留其原有的质朴，改善老城胡同居民

的生活环境。

4.1  北京老城微花园的观察和记录

我们运用“图述学mapping”方法来研究

北京老城区的微花园，即用感知设计的视角去观

察和记录生活中的景观现象，发现北京老城社区

公共空间中的自发景观，探寻这些自发景观的背

后原因，并分析其空间结构构成和容器材料以及

植物材料等。我们发现，这些微花园都具有共同

的特点：采用旧物进行种植、低造价和低维护、

图1  记录观察和mapping的北京老城区微花园(李师成、孙昆仑绘)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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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设，植物材料多具备“实用“和”食用“的

特点。有着老城区独有的特点和居民记忆，遍布

于老城区的街巷胡同和院落中时，虽然每一个

都不一样，但从整体上又能够感受到统一性，

与老城区的整体建筑、空间和氛围完美融合。从

2014年起至今，我们已经记录了近300个遍布

于北京老城区胡同街巷中的自发微花园。我们持

续用速写、分析、摄影、摄像等方式对这些微花

园景观做了更详细深刻的观察和解读，并分析其

空间原理和构成要素。我们始终认为，与居民进

行参与式设计和共建，需要对这些自发花园进行

充分的了解认识，并能够理解其中内在的特点、

规律和价值观(图1)。

4.2  北京老城微花园的参与式设计

在对北京老城区微花园进行连续几年观察记

录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参与式设计。以参与式

社区营造活动、设计展览和设计工作坊为方法，

带领居民一起进行微花园互动设计。在北京老城

区里，利用旧物种植是居民普遍采用的方式，但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环保又近乎艺术装置

的做法，是来源于生活最真实的艺术形式，我们

希望在居民原有自发花园的基础上与他们一起对

其进行原汁原味的改造和提升。2015年至今，

我们在每年的设计周都联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和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关于微花

园主题相关的多次展览，在展览中融入参与性调

研和设计互动。在此基础上，举办了2届“微花

园景观社造论坛”，论坛的核心思想是关注平民

的景观，百姓的生活。探讨在当下社会和时代背

景下，如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思考公共空间的设

计，如何通过设计营造的途径实现绿色景观空间

营造。“旧物改造盆栽”活动(图2)是我们的一种

重要的社区营造活动，设计师与居民一对一地进

行旧物改造盆栽，实现艺术的再造提升。通过参

与式设计和持续的社区培育孵化和营造活动，居

民和设计师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和理解，同时也

提升了居民对于微花园的认识和兴趣、对美学和

绿色景观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热爱，普及了微花园

的知识，将生活美学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从2017年开始，联合团队开始对史家胡

同及周边的多处微花园进行了公众参与式设

计。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居民提出了对微花

园进行改造提升的意愿。与居民共同讨论改造

提升的可能性，并进行不断修正和改进，与居

民一起探讨微花园的改造设计方案。在设计工

作坊过程中，设计团队为居民提供了艺术审美

和景观设计等方面的美学和空间营造指导，从

空间造型、植物配置、雨水利用和节约能源等

方面与居民一起探讨出了专业方案，帮助居民

低造价的、简单而实用的对微花园进行有效提

升。在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和居民参与式共同

探讨、共同设计得出设计方案。同时，还一同

深度参与到花园的改造工作中。每一个花园都

凝结着居民、设计师的汗水和智慧，花园改造

完成后，居民也格外珍惜。通过充分的公众参

与，催生居民长期维护微花园环境的积极性，

而不仅仅是一次性改造。例如，在史家胡同15

号微花园“老时光花园”改造提升中，居民全

程参与方案设计，将家中原来堆积的旧马桶、

老砖老瓦、腌制咸菜的罐子、旧鸟笼、废弃的

玻璃等元素拿出来与设计师一起运用到花园设

计中，这些蕴含着丰富故事的旧物不但使老城

百姓的生活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而且艺术

性和审美得到极大提升，彰显了花园的老时光

味道(图3)。

4.3  北京老城微花园的参与式共建和维护

多元共治的方法能够有效保证北京老城微

花园得到多方参与的建设和后期维护。微花园的

多元共治涉及参与各方，包括制度建设方、设计

方、建设方、投资方、街道社区和居民。本着

共同出资、共同建设、认领式维护、低造价微更

新等原则，居民尽可能提供旧容器和旧材料进行

种植的方式形成共建和维护模式(图4)。通过居

民、社区和规划设计师多方一起的参与式设计方

案和相关机制的协商，进入到多方参与的共建和

图2  旧物改造盆栽社区营造活动场景

图3  史家15号微花园改造前(3-1)后(3-2)对比

2-1

3-1

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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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过程。对于老城社区公共空间而言，一部分

空间为胡同街巷空间，一部分为大杂院共享空

间，其空间属性都有一定的公共半公共特点。其

中很多空间约定俗成的为特定居民维护，这些关

于空间权属规则需要应用于微花园的参与建设和

维护中。以史家胡同54号微花园为例，这处微

花园是位于胡同中的一处公共空间，但是由在旁

边居住的一户居民在此进行日常种植，因此具有

一定的维护基础。但是由于居民没有营造景观的

意识和经验，之前只是简单的放置了一些盆栽进

行种植，有很多杂物堆积。不但没有对胡同景观

起到促进作用，还影响了景观风貌。在多方的协

商和支持下，确立了微花园的改造途径并与居民

一起共同完成了微花园的建设，后续经过协商，

居民自愿继续维护这个家门口的公共花园(图5)。

这个案例为老城区的微花园的多元共治和维护模

式摸索了一个可推广的模式，可以实现老城社区

公共空间的可持续性和长效性(图6)。

5 总结与展望

北京于2017年首先在东城区开始推行“责

任规划师”制度，目前几乎覆盖到各个区，逐

步推进到街区和社区更新工作中。结合责任规

划师工作的微花园设计实施方法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图7)。与北京的情况相似，上海分别于 

2015和2016年启动了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和城

市更新四大行动计划。通过大规模推行“社区

规划师”制度，在社区规划师的引领下推动社

区的公众参与和共管共治[15-16]。伴随着责任规

划师制度的逐步完善，街区更新工作将进一步

落实到社区的小微空间环境整治等方面。一方

面，老城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需要落实到微小

的点上；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工作需要在更大

层面上进行统筹，并且落实到“街区”和“社

区”联动的层面上，从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城

市更新。在当前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进程中，

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和空间营造，鼓励和激发社

会与社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基于社区营造

的综合实践的重要内容[16]。北京老城区微花园

研究实践正是探索一种源于生活、顺应民意、

回归美学的微花园绿色景观微更新途径。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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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与居民一起共建微花园

图5  史家胡同54号微花园改造前(5-1)后

        (5-2)的对比

图6  与居民一起探讨后期维护

图7  责任规划师工作框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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