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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城市更新——以赤峰市红山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为例

南　希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120

摘　要：以实例赤峰市红山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为例，对其中的城市更新专题进行了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基于城市

的运行特点，做好存量更新工作，提出赤峰市老城区的城市发展应结合自身文化特征和发展需求，以人为本，坚持存量提

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同时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提升城市更新建设效果，使人

民群众参与其中，为城市的更新发展提供保障，促使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发展，为其他北方小城镇提供一定的城市更新设计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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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 Take the overal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roject of Hongshan District of Chifeng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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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overal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roject of Hongshan District of Chifeng city as an example, the special 
topic of urban renewal is studied. In practical work, based on the ru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do a good job of stock renewal, 
Chifeng city old urban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needs, people-
oriented, adhere to the stock 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cremen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short board, and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urban renewal construction 

effect, make the people involved, for the urban update development, promote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other 
northern small towns to provide certain urban renewal design experience.
Key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rban renewal; Stock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引言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

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造重建工作。城市在

人类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包含文化、经济等活动，具

有高度聚集的特点。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也在不断

地发展与建设中，城市中的建筑物、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与人都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变化

的重要组成，体现出城市发展的速度，同时也展示出时代

发展对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需要

维持原有建筑风格，为城市注入新的功能，为城市更新与

发展提供动力与保障。就当前情况来讲，城市更新主要在

存量建设用地、存量房屋建筑再开发、新使用，通过对房

屋功能的开发与更新，实现城市的更新与完善，为国家建

设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一、项目背景

1. 社会背景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

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在城市更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做

好内部空间的合理规划工作，加强房屋建筑的功能开发，

为城市更新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项目背景

我们眼中的红山区具有重要的区位特征，是赤峰市传

统的中心城区，也是北方重镇；三山环绕，三河汇流，具

有优越的生态特征；同时也是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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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清文化、民国文化的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就是这样一

座具有悠久历史沿革的北方小城，经历历史长河的洗礼，

也进入到城市更新这个必经阶段。

二、红山区项目概况

1.规划范围
本次城市更新以红山区 11 个街道现状建设用地的覆盖

范围，主要包含老城区、东城片区、桥北片区。其中重点

研究范围为老城区，主要包括清河路以西、英金河以南，

铁南以北、松州路以东区域，总面积 12.74 平方公里（图 1）。

图 1 规划范围示意图

2. 红山区城市更新现存问题

（1）用地布局杂乱

老城区由于历史原因，整体布局存在建设杂乱，人居

环境较差、公共秩序混乱等典型的“城市病”（图 2）。

重点表现为：用地结构失衡，居住比例过高，部分区域内

工业、物流仓储等生产用地与居住混杂，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绿地广场用地严重不足，成为市民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之一（图 3）。

图 2 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 3 现状用地平衡表

（2）社区品质参差不齐

老城区整体社区质量参差不齐（图 4），既有 2008 年

后新建的环境品质优越的社区，也有部分年代较久的老旧

小区及城中村存在建筑质量较差，居住环境差，生活配套

设施匮乏、景观环境局促等问题，此外绿化空间、停车空

间也不能满足人民需求。

 

图 4 小区年代示意图

（3）道路交通问题

老城区是赤峰市传统的生活区，现有城市主干路 7 条

（段），次干路 9 条 , 道路网密度 3.6km/km²（图 5）。大

量人口住在老城，工作在新城、松北和桥北，在早晚高峰

期产生大量的过境交通流，老城区与新城的联系主要依靠

钢铁街、哈达街，与桥北和松北的联系主要依靠昭乌达路、

新华路、火花路和清河路，但钢铁街在东西向交通中经历

两次车道减少，其中与昭乌达路交汇后由双向四车道变为

双向两车道，使得两条重要的主干道交汇处成为城市堵点。

解放街道路级别较低，且未能通达火花路，无法起到疏解

新城方向交通的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老城区的街区体量普遍偏大，缺乏联

系主次干路的支路，支路无论数量、质量还是交通组织都

相对较差，使得车辆都集中在本就饱和的主次干道上。

老城区公共交通覆盖率建设情况较好，但是受限于道

路现状，公交通行效率较低。

“停车难”问题突出。区域公共停车场的缺口巨大，

配建停车场数量严重不足。大部分 2008 年前建造的居住区

都没有配建老旧小区、城中村基本没有配建停车位，商业

中心的停车位配建也无法满足市民需求，车辆大都停放在

小区周边的城市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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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交通现状图

（4）景观环境问题

老城区有多处公园，但大型公园绿地仅有长青公园一

处，北环路滨水绿地利用率不高。人们日益增长的绿化美

化需求难以满足，绿地系统不成体系，老城区优越的山水

景观资源未融入到城市的景观系统中，城区与两山割裂，

山体作为重要的景观识别要素没有和建成区内景观绿化建

设取得联系，滨水景观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城市

各景观空间缺乏足够的联系和呼应，松山区松州公园和桥

北滨水绿地可为老城区服务，但缺乏步行联系线，在空间

上与老城区割裂。

（5）文化遗产保护欠缺

老的九街三市格局中，九街尚存七条街道，但三市已

经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历史建筑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

产濒临消亡。现存的能够鉴证城市文化的历史资源仅剩鲁

班庙、清真北大寺、天主教堂、老北大桥。建国后的重要

建筑如老火车站也已经拆改为赤峰南站，但仍然是重要的

城市记忆和城市肌理要素点。钟楼保存完好，但缺乏相关

的保护利用措施。

（6）其他问题

老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对较为齐全，医疗卫生、

教育设施等公服配置较为合理，缺口主要在文化设施和体

育设施等方面。

另外，红山区是赤峰市的传统活力中心，虽然新华步

行街周边依然是赤峰市辖区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新城和桥

北的崛起使得老城区作为活力中心的功能逐步衰退。老城

区除新华步行街区域外，缺乏次级活力中心，活力集中、

停车设施的匮乏导致哈达东街-昭乌达路的交通拥堵严重。

针对红山区老城片区商业核心地带——新华步行街、昭乌

达路、长青公园周边地区进行分析，除维多利等少数大型

商场外，整体呈现了产业形态“低小散”，主要的经济支

撑为中小型规模的企业。产业类型传统，缺乏新的行业来

引领经济增长。

三、规划框架及更新策略

1.城市更新核心诉求
（1）应美好生活之需

本次规划片区最亟需解决的也是地段破败和人民生活

质量落后的问题，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崤函走廊重要节点

城市、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红山区市北部门户、毗

邻商业中心等区位优势，激发地区活力。

（2）补历史发展之账

红山区老城存在着不同发展时期的历史欠账，要针对

老城的问题不能一刀切粗暴解决，要针对不同问题提出对

应的更新策略。

（3）挖文化特色之脉

从老城发掘文化特色是本次旧城改造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方面，是成功改造的捷径，但也是改造的难点所在 。需

要研究如何挖掘黄河文化、虢国文化、工业遗产文化等，

并将文化特色进一步延伸到场所、感受 、文脉等文化性上，

进而体现城市的内在神韵。

（4）承转型发展之机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我国已经由重视 GDP 的工

业文明向重视环境保护的生态文明转型发展，传统的以工

业为支柱的城市发展建设模式已不再适合红山区的发展。

新的时代背景下，红山区亟需新的发展模式凸显其自身的

特殊价值。

2. 六大更新策略

（1）交通体系——打通南北，贯穿东西

形成“一环三横七纵”的城市片区主干道交通网络，

对昭乌达路、火花路等城市主干道进行提质改造，加强与

周边城市组团的通行能力的交通联系；提升海关胡同、解

放街东段等道路的道路等级，与城市主干路链接，加密次

干路网。在完善老城城市干道提升通行能力的同时，织补

支路体系，打造“小街区、密路网”。

（2）公服设施——完善配套，宜居宜业

按照不同能级、不同需求形成 3 个半径分别为 5、

10、15 分钟步行最大距离的同心圆，以居住小区为圆心，

确保在这三个半径步行距离内可以充分提供教育、商业、

医疗、公共交通、娱乐、文化和体育需求（图 6）。

参考《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结合实际情况，

充分考虑人民需求，补足服务短板，完善 15 分钟生活圈，

将红山区打造成以人为本的宜居老城。

图 6 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示意图

（3）公共空间——橙绿融城，网络复合

橙色空间，即为文旅空间、广场、商业步行街等公共

交流空间。绿色空间，即为公园、道路绿带、街头绿地等

公共绿地（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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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橙绿空间示意图

要打造红山区的橙绿空间，首先要结合实际情况，打

造文旅空间、商业步行街、广场等空间，打开老旧小区、

织补社区级慢行空间，通过街区建筑退线空间一体化管控，

打造宜人的慢行街区；再引绿入城、引山入城、打造七条

城市绿茵大道，形成符合老城实际情况的公共空间体系。

（4）文化旅游——价值提升，整合串联

红山区内的文化街区更新策略以保护为主、拆迁为辐，

首先鉴定历史建筑，甄选符合具有历史保护价值的老建筑，

结合现有历史建筑保护线，统筹考虑划定保护范围；其次

避免大拆大建，仅选择拆除严重破败的建筑，尽量保持原

有街区肌理，充分利用经修缮后可继续使用的老建筑；最

后保持原有的胡同肌理，与景观桥结合，以步行体验为主。

街区内的建筑风貌应多元融合，打造古今融合的历史街区

风貌，避免千篇一律的视觉疲劳（图 8）。

图 8 红山区文化复兴核心区

（5）市政设施——提质扩容，智慧市政

红山区需建立市政基础资源数据库和市政综合管理体

系，通过监测、分析、整合、以及智能响应的方式，整合

串联供水、供气、供热、路灯、城市防汛、排水、供水水

质等市政公用行业资源，实现设施企业级和城市级数据共

享、系统集成、业务协同运营和一站式信息服务，为市政

公用行业提供城市建设统筹规划、监控管理、事故防范、

应急响应等服务，实现价值提升。

（6）居住环境——分类施策，宜居生活

目前红山区以局部提升和更新改造社区为主（图 9），

规划策略以 1.1—1.4k ㎡为控制单元划分 10 个宜居片区，

按 15 分钟生活圈标准配建生活服务设施。同时随着智慧社

区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居住品质的追求从居者“有”其屋

进阶为居者“优”其屋。

图 9 红山区社区环境评估分类

四、结语

赤峰市红山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中的城市更新专

题针对北方小城镇老城区的城市更新进行了研究。研究过

程中首先对规划对象的现状进行问题分析，其次找出具体

的、具有针对性的改善要点，最后根据老城区的实际情况

以及需求制定城市更新规划框架，并提出更新策略。

图片来源：

图 6来源于网络，其他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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