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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居民自发开展的非专业空间再创造行动已成为常态,然而真切反映民生

所需空间却被视为更新改造项目中的障碍。面对既定的规制框架与官方更新策略,我们回溯并批判传统

规划模式,转而采纳一种以人为本的新视角——关注居民自主性空间运用。通过观察非正统空间现象背

后蕴含的深层社会议题,致力于揭示并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根本矛盾,倡导全方位、多层次的解决方

案,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充满创新的城市空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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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a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sidents' spontaneous non-professional space recreation 

actions have become the norm, but spaces that truly reflect the needs of people's livelihood are regarded as 

obstacles in renovation projects.In the face of established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official renewal strategies, 

we retrospectively and critique traditional planning models in favor of a new 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 that 

focuses on residents' autonomous use of space.By observing the deep social issues behind the unorthodox spatial 

phenomena, we are committed to revealing and solving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dvocating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solutions, and building an urban spatial ecology that is both 

warm and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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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前苏联在

规划方案中刻板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城市自下而上的非正规性

生长被自上而下蓝图式的城市建设暂时压制。进入市场经济时

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进入快

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伴随“民工潮”和城市空间的迅速外扩与

内部重组,城市中出现了诸如“、城中村”、“棚户区”、“浙江村”

等独立于正规城市规划之外的非正规性城市形态。亦出现大量

流动摊贩、自发搭建、破墙开店等寄生于城市建筑环境,根据自

身使用需求改变和利用城市空间的非正规性活动。城市的非正

规性空间成为弱势群体的居住和谋生的载体,城市的非正规性

生长与正规性建设“一起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的重要力量,引起学

界关注。 

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蔓延至世界各地,非正规空间的使用

价值与正规空间的交换价位发生剧烈冲突”,在新一轮城市土地

再开发中,矛盾逐渐显露激化,如何实现非正规空间的包容性发

展成为现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伴随着住房体制转型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城市居住格局

深刻演变。在市场导向下,新型住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而旧城

区域则日渐显露疲态,两者对比之下显得落寞不堪。城市建设的

过度扩张,加之商品住宅区空置率高企的现象,预示着这些楼宇

未来可能步入功能单一的老旧街区行列。同质化、标准化的社

区设计往往忽视居民个性化需求,促使居民采取非常规手段自

创生活环境,由此导致空间秩序紊乱。 

鉴于城市扩张的压力与空间品质的渴求,国家规划思路从

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过渡,广大建成区亟待改造升级。西安积极

响应趋势,近年大力推行旧城改造计划,特别是针对老旧小区的

空间微更新。然而,此类更新需突破固有思维,精准对接居民需

求,实现存量空间的高质量再生。 

老社区由于年久失修,难以承载新时代居民的期许。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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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居民自我创造空间现象蔚然成风,尤为突出的是缺乏物业

管理或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小区。居民对“脏乱差”标签之下的

空间进行自发性整饰,即便遭遇整治后亦屡见反复。老龄化加剧

及闲暇增多促使居民活跃于社区,对公共空间承载力提出更高

要求。国家提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自组织为核心的社区营造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西安市“三改一通一落地”会议标志着政府对老旧小区环

境改善的决心,提出了详实的指导方针。存量空间微更新研究依

托理论与政策双轨支撑,非正规使用下的老旧小区空间再生迎

来机遇。这不仅是一次硬件升级,更关乎人心回归,旨在营造贴

近生活、富有人情味的社区空间,体现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在

存量时代,城市更新的目标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善,更要重视居

民情感连接与社会网络的织补。唯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方能焕发

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居所。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居民视角,深度挖掘西安九大典型老旧小区

的空间改造困境,凭借扎实的现场调研,收集第一手数据,记录

居民自发利用空间的生动实例。借鉴环境异用理论,精细解析居

民行为与空间利用的关系,洞察影响非正规空间使用的物质环

境要素,以及居民的日常行为模式。特别关注多功能复合空间的

使用法则,提炼出一套以需求为中心的包容性设计准则,为老旧

小区微更新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汲取“社区营造”的精髓,直面非正规使用现象下社区治理

的挑战。针对居民个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孤立状态,以及政府主导

下社区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提出参与式空间规划与自

治理机制方案。倡导公众积极参与空间决策,增强居民对社区事

务的话语权,打破政府单向主导的格局,构筑多方协同的社区治

理体系,确保公共资源高效匹配居民需求,避免资源浪费,实现

社区服务供需平衡,助力社区生态良性循环。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重建社区纽带,激发居民主动性,构建宜

居、和谐、充满活力的现代社区。通过细致入微的社区空间改

造与创新治理模式,呼应居民期待,实现空间价值最大化,促进

社区整体福祉提升,打造真正的“民心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居

民不仅是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参与者,共同编织社区文化,营

造归属感与幸福感。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存在,更是情感与记

忆的载体,承载着每一位居民的梦想与希望,成就社区的多彩

篇章。 

2 西安市老旧小区空间非正规使用调研分析 

在本次调查覆盖的九个典型老旧小区中,其规范空间大致

可分为七大核心类别：居住单元、附属设施、步行通道、车辆

交通、专设停车位、绿化地带、休息场所与体育锻炼区。这些

功能性区块的分布与组成,受到建设初期社会经济背景与特定

需求的影响,既反映出时代烙印,也取决于小区规模,意味着功

能区域数量随具体情况而变。以下分类概览旨在综合概述,具体

至各小区,则以其现实布局为准。 

非正规使用现象源于居民对“衣食住行”及储藏、休憩、娱

乐、栽培等日常必需品的直接追求,当正规管理体系或法规约束

遭遇个人生存智慧时,居民本能地通过简便易行的手段寻求并

塑造空间。此类行为看似违逆规定,实则是对现有规则的补充与

拓展,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活韧性与创造力。然而,这些非正统

的空间表现时常成为物业管理与社区改造中的棘手难题,甚至

在旧区改造浪潮中,被视为须清除的负面对象。 

此现象触及的根本问题是规则与人性需求之间的张力,以

及制度僵硬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冲突。在社区更新的过程中,如

何调和这两股力量,兼顾规范化与个性化的双重需求,成为探

索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通过深入了解非正

规使用背后的动机与效果,可以启发更包容与创新的空间设

计思路,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实现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 

西安市老旧小区空间非正规核心问题在于规则体系与个

人需求间的微妙博弈,以及刻板制度与社会活力之间的潜在

摩擦。城市更新之旅,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巧妙平衡秩序与

创新的艺术。深入解剖非正规使用行为的本质与成效,能够为

我们提供灵感,激发更加宽容且前瞻的空间设计理念,推动和

谐共生的社区建设,真正贯彻“人民至上”的理念。从根本上

关注居民活动与空间需求,才是未来居住空间设计与改造的

核心考量。 

正如前述,老旧小区因建设年代久远,原始设计往往未能充

分预见人们的日常行为需求,导致室内外空间配置失调。尤其在

居住、储藏、烹饪等活动方面,室内空间的局限迫使部分活动不

得不移至户外,转化为户外必要活动之一。这种从室内到室外的

空间迁移,凸显了对额外空间的迫切渴望。面对正式空间供应不

足,如停车难等问题,居民出于上下班、上学、货运等日常出行

所需,会自然而然地采取非正规停放措施,反映出空间非正规使

用的必要性。实际上,许多非正规行为源自普通生活需求,是对

常规空间使用的一种补充与扩展。 

3 非正规使用下老旧小区的微更新策略 

在非正规使用背景下,对老旧小区进行微更新不仅是物理

空间的修缮与再设计,更需融入居民的真实生活轨迹,倡导以人

为本的社区进化论。此策略主张以社区为画布,居民为画家,共

绘一幅宜居生活的美好图景。 

首先,倾听至关重要。深度挖掘居民的内心世界,开展细致

入微的社会调研,理解非正规使用背后的深层需求与情感寄托,

为后续规划铺平基石。在此基础上,搭建多元化参与平台,诸如

定期举行的工作坊、专题研讨会,邀请居民、专家与设计师面对

面,共同绘制社区蓝图,确保方案贴近人心,反映真实诉求。 

其次,空间的重塑需立足于社区肌理,注重功能复合与灵活

性。一方面,融合多种用途于一体,将零散的非正规使用转化为

空间亮点,例如把休闲、运动、聚会功能无缝衔接；另一方面,

引入绿化元素,增设生态景观,不仅美化环境,也为居民提供更

多亲近自然的机会。艺术装置与公共艺术的点缀,赋予空间独特

的文化韵味,提升社区的美学价值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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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安管理层面,科技与人文并重。安装智能化监控系统,

构建安全保障网,同时组建居民志愿者队伍,发挥邻里守望相助

的传统美德,强化社区凝聚力与自治能力。财务透明与资源共享

机制的建立健全,保证更新项目的持久运行,避免资源浪费,确

保资金合理分配,惠及全体居民。 

最终,此战略的核心在于创建一个充满活力、包容且可持续

的社区生态系统,居民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与受

益者。通过非正规使用的微更新实践,不仅提升物理环境,更促

进心理与社会层面的连接,共同编织属于每一个个体的故事篇

章,实现从物理空间到心灵家园的完美跃升。 

4 结语 

在非正规使用的独特背景下,老旧小区的微更新不再仅仅

局限于物理空间的重构,它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治

理的创新体现。透过居民的实际需求与行为习惯,我们洞察到社

区最真实的声音,理解那些被官方规划忽视的角落,以及它们对

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以居民为核心,以非正规使用为切入点,推动老旧小区焕发

新生。我们强调,微更新不仅仅是修复破损、填补空白,更是在

原有基础上织补缺失的情感链接,打造一个既有温度又具现代

感的社区环境。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秉持谦逊的学习态度,倾听

每一位居民的心声,尊重他们的创造力,将社区的“毛细血管”

与整体脉络有机融合。非正规使用的边界不断拓宽,微更新战略

也应与时俱进,保持其灵活性与前瞻性。我们期待,通过不断的

尝试与优化,能够让每一个角落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每个居

民都能在其中找到归属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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