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EWORD

前言

城市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Urban Renewal,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有其自身规律。”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随着不断发展，各类 “城

市病”正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物质性老化和功能性衰

退等方面。城市更新就是结合城市发展规律，不断为城

市赋能，再造城市繁荣与活力。

重庆，自秦时筑巴郡城已历经数千年，积淀了深厚

的历史底蕴，在自然山水之间不断生长。岁月的烙印赋

予了山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但遗留的工厂、老旧的建筑、

陈旧的设施正随时间逐步褪色；多维立体的地形地貌带

来独树一帜的山水环境，同时也存在城市空间碎片化、

交通难连续等问题。

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随着城市从“外延式扩张”转向

“内涵式发展”，重庆需要通过城市更新，挖掘存量资

源发展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高品质生活。目前，

重庆正在逐步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与技术体系，大力推动

城市更新工作，以期形成城市更新的重庆样本。

为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本导

则以《重庆市城市更新技术导则》为基础，以重庆优秀

更新案例为范本，吸纳国内外经典的更新案例，形象展

现城市更新内容及更新亮点，让相关部门与广大市民能

够更充分地了解并参与城市更新工作。

欢迎广大市民一起共谋更新，助力重庆发展，彰显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山城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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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General 

Principles

本导则适用范围示意图

编制目的 更新要求

适用范围

为让相关部门与广大市民能够生动形象地理解城市更新工作内容与价值导向，以《重

庆市城市更新技术导则》为基础，重点选取重庆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结合部分国内外代表

性更新实践，形成《重庆市城市更新公众导则》。

本导则适用于重庆市主城都市区范围内的城市更新活动，其他区县（自治县）可参照

执行。

Planning Purpose Update requirements

Applied Area

1.1 1.3

1.2

加强老旧小区（街区）改造
建设完整社区

盘活城市存量资源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强化历史文化保护
塑造特色城市风貌

实施城市生态修复
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要素

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

落实绿色低碳理念
促进城市绿色健康发展

加强韧性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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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General 

Principles

更新原则
Urban Renewal Principles

1.4

坚持以人为本
聚焦人民群众需求，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坚持文脉传承
保护历史文化，彰显城市文化内涵

坚持内涵集约
合理确定“留改拆”比例，严格控制大拆大建

坚持资源统筹
加强公共要素统筹配置与存量资源统筹利用

坚持绿色发展
践行低碳理念，实现绿色发展

更新方式
Urban Renewal Methods

1.5

重庆故宫南迁博物馆

重庆鹅岭贰厂

深圳南头古城

对象  ·具有保护价值的的建筑

规模  ·规模保持不变

方式  ·不改变主体结构和重要饰面材料
 ·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保护修缮

对象

方式

规模

 ·具备改造条件的建筑与环境

 ·可少量增加建筑规模

 ·对建筑的局部更新改造
 ·整治基础设施与环境

改造提升

对象

方式  ·拆除部分建筑并按规划要求重建

规模  ·根据规划确定

 ·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

 ·功能空间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的项目

拆旧建新



The Pathway and 
Method of Urban 
Renewal

城市更新路径与方法
2.1 城市体检评估：综合诊断系统问题
2.2 基础数据调查：梳理城市本底条件
2.3 片区策划方案：指引城市更新方向
2.4 项目实施方案：保障更新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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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调查：梳理城市本底条件
Basic data survey: sorting out urban background conditions

2.2城市更新
路径与方法
The Pathway 
and Method 

of Urban 
Renewal

 · 城市体检是对城市人居环境现状及相关城市工作实施成效进行系统、定期的评价、分析、监测和
反馈。  

 · 通过城市体检评估先行，可以合理确定城市更新重点。 
 · 由市住房城乡建委 / 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编制。

 · 通过对更新片区、项目中的相关现状基础数据进行调查，为具体的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支撑。  
 · 基础数据调查与城市体检可共享相关数据资料。          
 · 由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编制。

城市体检评估：综合诊断系统问题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System Problems

2.1

 · 以八大维度多个指标为基础

 · 基于居民诉求设立补充指标

 · 结合发展目标与本底特征设

立特色指标  · 更新片区基础数据调查侧重

于片区整体摸底

 · 涵盖 10 类调查方面

 · 共计 33 项调查分项、94 项

调查要素

 · 搭建智慧信息平台

 · 客观指标评价

 · 主观居民评价

 · 专家评价
 · 更新项目基础数据调查侧重

于项目范围内深入调查

 · 涵盖 10 类调查方面

 · 共计 29 项调查分项、74 项

调查要素

 · 生成“一表三单”

 · 制定治理行动计划

 · 提出更新治理建议

备注：该部分内容可详见重庆市城市体检相关工作报告 备注：该部分内容可详见《重庆市城市更新基础数据调查技术导则》

检验

片区
策划

项目
调查

诊断

治疗

城市体检主要环节 更新基础数据调查层级八大维度 + 体检指标体系

基础指标 补充指标 特色指标

生态宜居 健康舒适 整洁有序 安全韧性

交通便捷 风貌特色 多元包容 创新活力

智慧信息平台

多维度综合分析

专家

会诊

主观

满意度评价

客观

指标评价

指标综合诊断表

“一表三单”+ 更新治理建议

治理行动与更新指引

城市短板清单 城市病清单城市优势清单

调查方法

人口情况

基础地理 土地与规划 建筑房屋

10 类调查方面

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空间

市政情况道路交通文化遗产

数据调查原则

依法
依规

数据
共享

系统
全面

应用
导向

真实
客观

以共享数据为基础，

其他方式为补充

资料
收集

实地
调查

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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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流程与要求项目实施方案空间范围示意

城市更新
路径与方法
The Pathway 
and Method 

of Urban 
Renewal

片区策划方案：指引城市更新方向 项目实施方案：保障更新落地实施
Area planning scheme: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urban renewa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an: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pdate

2.3 2.4

 · 更新项目背景

 · 梳理本底现状

 · 现状问题与优势

 · 识别项目中可更新的土地、

建筑、空间、设施、生态环

境等更新资源

 · 项目定位与规模

 · 项目更新设计

 · 规划调整与土地供应

 · 效益评估与建设运营

 · 项目专题分析

 · ……

备注：该部分内容可详见《重庆市城市更新技术导则》4.1 与 4.2 小节 备注：该部分内容可详见《重庆市城市更新技术导则》5.1 与 5.2 小节

 · 以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相关政策为指引 , 综合考虑未来发展定位、存量资源统筹、公共要素配置、
空间布局完善等因素 , 确定更新总量控制、规划调整建议和原则、更新项目划定等相关内容的综合
性方案。

 · 成果用于政府决策参考和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 由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编制和审批。

 · 项目实施方案是更新项目在立项前应编制的方案 , 重点确定规划调整、土地供应、环境影响评价、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行性研究、项目工程设计以及建设运营模式等内容。  

 · 作为后续立项、环评、用地、规划等相关审批手续的重要依据。
 · 由各区政府（管委会）指定的机构或物业权利人等前期业主作为主体组织编制，成果由各区政府（管
委会）审批。

片区策划编制流程与要求 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空间范围示意

现状
分析

片区
划分 现状

分析

资源
识别

资源
识别

更新
指引

更新
指引

 · 片区区位条件

 · 片区现状问题

 · 片区提升方向

 · 片区位置

 · 片区范围

 · 识别片区内土地、建筑、

公共空间等更新资源

 · 片区更新目标与思路

 · 片区更新内容与规模

 · 片区项目划分

 · 片区效益预估

 · 片区专题分析

 · ……

 · 片区划分需考虑资源统筹，原
则上不宜小于 0.5 平方公里

 · 实施方案批复文件作为后续
规划管理和办理相关审批手
续的重要依据。

片区策划六大功能指引 项目实施五大类型指引

生态功能

交通功能 公共空间

生活功能

文化功能 老旧商业区

产业功能

安全功能 历史文化区

老旧小区
（街区）

老旧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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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蝶变重生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

这里是歌乐山 - 磁器口片区，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东临嘉陵江，西靠歌乐山，内有三山夹两溪，总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涵盖歌乐山烈士陵园、磁器口古镇、磁器口后

街、金碧正街、特钢厂、康明斯厂区等多种要素，是一个

集巴渝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一体，独具重庆山水特色和人文

底蕴的多元功能片区。 

自宋代建成伊始，这里一直是城市发展的风口，不同

时代的层积，让这里成为了重庆历史的缩影。随着时代变

迁和旅游兴起，磁器口古镇成为重庆主城现存最悠久、最

传统的巴渝风貌片区，歌乐山烈士陵园也成为重庆重要的

文化名片。为统筹片区更新，我们提出提质扩容磁器口古

镇，与歌乐山烈士陵园整体打造，串联成新的“古镇 + 红

色”旅游资源集群；进一步发挥景区辐射效应，带动周边

居住区向着高品质生活社区迈进！

走进歌磁片区，发现曾经引领发展的风口地区正面临

一系列问题。古镇过度商业化开发导致其文化记忆日渐消

弭；嘉陵江畔的古镇码头易被洪水淹没；环抱古镇的凤凰

溪两岸硬质率高，清水溪水质不佳；从磁器口古镇通往歌

乐山烈士陵园的凌云路，因交通承载力不足导致经常拥堵；

杨家山、文教村等居住社区建筑老化，公共空间缺乏，无

法满足居民对新生活的美好诉求；片区内的红色文化、古

镇文化、山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进磁器口片区更新？以

片区更新融合城区、景区、社区后，将怎样实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未来，让我们共同期待……

歌乐山—磁器口片区（2019）

马鞍山

清水溪

凤凰溪

嘉陵江

歌乐山

金碧山

歌乐山烈士陵园

康明斯厂区

磁器口古镇

磁器口后街

金碧正街

特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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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营造舒适宜人的居住社区
Lives: Creating the Comfortable Residential Community

3.1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舒适宜居的房屋建筑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保留山地特色的建筑形式。

结合人群需求，鼓励结合地块更新与建筑改造利用，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

更新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和舒适度

全龄共享的公服体系
按照区、街道、社区三个层级，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以完整社区为目标，构建多元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

智慧韧性的市政设施
排查梳理安全隐患，提高市政设施整体运行效能。

鼓励对市政设施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活力宜人的公共空间
统筹片区内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网络体系。

利用边角地、零星地，建设公园、体育运动场等活动空间，鼓励公共艺术融入公共空间。

 结合人民需求，完善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

消除潜在安全隐患，补齐功能设施短板

补足公共活动空间，挖掘片区特色文化，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1

2 3

4

6

5

7

文教村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便民服务中心 沙磁小学改扩建

规整附属管线

利用边角地增加停车空间

休憩空间

文化标识

边角地整治为滨水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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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激活多元创新的产业功能
Industries: Activating the Innovative Industrial Function

3.2

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
结合产业发展定位，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引入相匹配的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结合文旅产业的发展定位，更新改造闲置老旧建筑，植入文旅产业功能

结合文旅产业升级的需求，补足多样化配套服务设施

通过小微更新、多元业态融入等方式，带动特色业态聚集发展

适宜完善的产业配套
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出发点，结合产业空间升级，完善配套服务功能。

持续多元的新兴动能
结合城市需求，挖掘利用更新资源，通过小微更新的方式，逐步带动特色业态集聚发展。

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1

3

5

2

4

6

老建筑改造为重庆磁场

旧住宅改造为特色酒店

重庆记忆博物馆 游客服务中心

磁后街 -三联书店
磁横街 -特色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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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绿色生态的山水本底
Ecology: Restoration of the Ecosystem

3.3

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
保护生态要素，清退城市污染源，实施生态修复，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系统。

推广老旧建筑的绿色化更新，鼓励公园的生态化改造，倡导低碳化生活，助力城市节能减碳。

清退城市污染源，开展生态修复，增补配套设施

多元的绿色生态网络
梳理自然本底条件，增加蓝绿生态空间，构建立体复合的蓝绿网络。

整治利用边角地、坡坎崖等低效空间，拓展城市绿色空间，构建多元化的生态景观廊道。

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1

治理黑臭水体，修复滨水生态，增设慢行游憩步道

3

2

整治低效利用的边坡，扩展城市绿色空间

4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清退原松山化工厂

整治清水溪黑臭水体 增设滨水步道

江山公园：边角地改为公共活动空间

增设文旅配套停车设施

修复滨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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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传承特色鲜明的文化基因
Culture: Inheriting the Unique Culture Gene

3.4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健全完善的文化保护
整体性保护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要素，传承城市文脉。

与时俱进的人文内涵
加强对原有建筑、环境与设施等历史文化要素的保护利用，营造特色人文景观。

深度融合中国梦、红色文化等内容，系统、多维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活力多元的文化创新
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历史人文底蕴。

加强商、旅、文业态融合，引入特色产业与文化活动，带动人文价值整体提升。

整体性保护古镇空间格局，修复历史建筑，传承城市文脉

保护利用片区内特色文化元素，再现城市记忆

植入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彰显历史人文底蕴

1

3

5

2

4

6

依山就势的古镇格局

歌乐山原火车轨道
诗碑林

1949 大剧院文化演出

清代民居钟家院

“艺术磁场”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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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完善安全韧性的城市设施
Safety: Completing the Safety of Urban Facilities

3.5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安全弹性的城市空间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统筹城市防洪和排涝工作，增强片区安全防灾能力。

安全无患的城市建筑
针对存在地灾洪灾以及消防、结构隐患的建筑，通过搬迁或整治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

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
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改造存在隐患的各类设施与空间，构建安全高效的城市生命线系统。

增设滨水广场，弹性利用城市空间应对自然灾害

实施建筑排危，消除安全隐患

补齐城市设施短板，提升消防应急能力

1

2

3 4

洪水灾害

十年一遇洪水水位线

防洪广场

贯通消防环道

社区消防设施

建筑排危整治

城市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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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构建立体便捷的交通系统
Traffic: Building the Convenient Three-Dimensional Traffic System

3.6

高效便捷的公交空间
以公共交通发展为导向（TOD），提高公共枢纽与周边城市功能的衔接。

建设公交微枢纽，倡导居民低碳出行。

以人为本的慢行空间
合理拓展慢行空间，构建连续通畅的慢行网络。

优化景观环境，增补街道设施，塑造全龄友好的街道环境。

畅行有序的车行空间
打通断头路，构建成环成网的车行网络。

强化重要节点间的车行畅通联系，合理增设停车设施。

山地特色的交通空间
打造集通勤、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山地交通体系。

挖掘街巷步道、滨江步道、山林步道、缆车索道、水上交通等特色交通空间。

片区更新
目标与指引

The Goal and 
Guideline 

of Regional 
Renewal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围绕轨道站点，强化便捷联系，促进公共交通交与商业设施协同发展

磁童路步行化改造和景观提升，打造舒适宜人的慢行空间

整治凌云路，增设停车场，强化歌乐山景区 -磁器口古镇之间交通联系

结合特色地形环境与游憩需求，完善多元立体的环游步道体系

1

2

3

5

4

6

磁器口正街

磁器口后街

磁童路步行街

轨交便道

补足停车空间

提升次支路

滨水步道

歌乐山步道

双车道拓宽为四车道

增设人行过街设施

公交站

轨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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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街区）
Old community (block)

4.1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老旧小区（街区）更新：针对承载居民日常生活功能的区域，以“完善街区功能”与“提

升街区品质”并重为导向，调动各方参与，对老旧小区（街区）进行系统性提升。

优化提升街区功能
1

提升街区建筑品质
2

打造休闲宜行街区
3

完善街区服务设施
4

提升街区环境品质
5

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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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提升街区建筑品质

重庆渝北紫薇路：提升街区环境，培育新兴业态，塑造特色活力街区。 重庆沙坪坝灯头小苑：整治小区建筑及环境，改善住房品质。

补齐建筑设施，整治建筑环境，改善住房品质，提升建筑风貌，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1.1   优化提升街区功能
结合老旧小区（街区）特征与人群需求，通过营造便捷、特色的公共空间环境，引入多样功能要素，

并鼓励自主更新，提升街区的生活服务功能。

特色街区：结合资源优势，培育功能业态，塑造特色街区 安全保障：消除街区安全隐患，保障居民生活安全
复合街区：整合存量资源，融入多元功能，创造复合街区 街区风貌：清理修复街区外立面，突出地域特色，提升街区风貌
自主更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更新，促进特色化街区业态形成 建筑环境：整治建筑环境，完善功能设施，提升居住环境品质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前 更新后

重庆北碚南京路：清理整治建筑环境，打造城市文化街区。重庆渝中戴家巷：结合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引导多元主体自主更新，创造丰富街区业态。

更新前更新前 更新后更新后

引导居民自主更新

引入特色业态

增加外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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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完善街区服务设施
充分挖掘存量空间，补充公共与商业类服务设施，打造系统完整的社区生活圈，提升社区生活便利度。

4.1.3   打造休闲宜行街区
在老旧小区（街区）更新中，强调街巷联系，保障人行安全，补充停车设施，创造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成都猛追湾：通过街道一体化设计，提升步行连续性和舒适性，营造活力交往空间。 重庆沙坪坝凤天路社区：挖掘存量空间，补充多类型的服务设施。

人行优先：强调人行空间尺度，提高步行连续和舒适性 公服设施：补齐服务设施短板，构建全龄友好的公服体系
公交导向：加强公共交通站点与街区环境的衔接 市政设施：修复破损老化的管线设施，对架空线路进行整合、下地
车行交通：结合闲置边角空间，增补停车设施 智慧提升：鼓励智慧平台建设，提升街区智能化服务水平

渝北区红金路：市政管线下地，创造整洁的街道环境。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前

更新后

慢行主导的街道空间

慢行空间品质差

街道活力外摆

滨水步道

社区体育公园

儿童户外活动空间

儿童活动中心

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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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挖掘并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守护传统市井街巷的历史记忆，延续街区的老重庆味道，营造风貌协调、

乡愁浓厚、邻里和睦的街区人文氛围。

4.1.5   提升街区环境品质
尊重老旧小区（街区）的本底特征，推动街区公共空间环境的品质提升，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街区环境。

保留石阶

灯光设计

绿化界面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前 更新后

重庆万州吉祥街：提升公共空间景观品质，塑造社区交往场所。 重庆渝中中山四路：保护街道肌理、尺度与各类文化要素，彰显街道文化特色。

活动空间：改造利用消极空间，创造丰富交往场所 风貌肌理：保存街区格局肌理，延续传统风貌
植被景观：保护利用街区老树，彰显街区特色景观 历史信息：传承老旧街区文化要素，延续街区人文内涵
公共艺术：适当融入公共艺术，提升环境艺术气质 睦邻文化：创造邻里交往空间，提升居民归属感

更新前

更新后

社区交往场所

文物（周公馆）保护 文物（桂园）保护

老树与崖壁肌理街道老树

街区广场活动

邻里交往

消极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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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重庆九龙坡·红育坡片区老旧小区

项目概况
重庆九龙坡红育坡片区老旧小区包括渝州

路街道红育坡社区及白马凼社区，主要为

1980 年代建成建筑。更新前建筑陈旧、基

础设施欠缺、公共空间不足，严重影响居

民日常生活。通过实施系统化更新，补齐

配套设施、提升人居环境，盘活闲置资产。

该项目入选 2021 年住建部“我为群众办实

事”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目。

更新亮点

更新模式
全国首个采用 PPP 模式的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引入社会资本，依托配套项目的经营

性收入实现整体项目的可持续运营。

1. 修缮房屋建筑，整治背街小巷，消除安全隐患。

3. 激活社区低效用地，提升公共空间，营造和谐邻里氛围。

2. 完善配套设施，满足文化活动、体育运动和停车等生活需求。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前 更新后

闲置商业楼改造

增加机械停车楼

街巷环境优化

增设共享式睦邻会客厅

增设乒乓球台

增加健身设施

增加桌椅

修补外墙立面

路面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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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厂区
old factory

4.2 老旧厂区更新：针对原为工业仓储类的用地或建筑空间，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以“产业升级”与“空间利用”并重为导向，整合提升资源要素，进行功能与空间的重塑。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
1

挖掘激活工业记忆
2

改造提升工业建筑
3

完善优化交通体系
4

整治补齐城市设施
5

塑造特色环境生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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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挖掘激活工业记忆
保护重庆在抗战大后方、三线建设等重要历史阶段的工业文化基因，传承和弘扬重庆特色工业精神。

4.2.1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
通过引导老旧厂区产业转型、培育产业链、打造活力园区，推动传统厂区高质量转型发展。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产业转型：腾退低效产业空间，鼓励存量转型发展 工业风貌：保留重要格局肌理，彰显特色工业风貌
产业培育：明确产业更新方向，培育产业链条 资源活化：保护工业物质遗存，合理进行活化利用
活力园区：围绕产业人群需求，完善产业服务 文化传承：结合文化设施与活动，传承工业文化记忆

重庆大渡口工业博物馆：保留轧钢厂建筑框架，凸显工业风貌特征。重庆渝中印制一厂：结合片区功能转型，将老厂房更新为特色酒店。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改造利用储油罐体，融入多样文化活动。重庆两江新区金山意库：腾退重庆两江新区原出口加工区，引入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德国鲁尔工业区：充分利用工业元素，营造特色景观环境。杭州西子产业园：将原有厂房更新为园区与住区之间的商业服务设施，完善片区配套服务。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更新后

特色酒店
原轧钢厂车间

废弃的航油储油罐体

保留工业厂房

工业构筑物改造的景观步道

罐体内的展览活动

原工业建筑框架

低效厂房

更新为艺术展示空间

更新为商业服务设施

老厂房

老厂房



重庆市城市更新公众导则
CHONG QING URBAN RENEWAL PUBLIC GUIDANCE

53 54

4.2.4   完善优化交通体系
强化老旧厂区与城市的便捷联系，以原有街区尺度为基础，通过多重手段进行特色塑造与品质提升。

4.2.3   改造提升工业建筑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工业建筑提质增效和转型利用，重塑现代化城市形象，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载体优化：结合更新利用方向，合理改造建筑空间 交通衔接：强化内外交通联系，优化交通体系
工业特征：保留利用工业元素，延续工业空间特征 慢行空间：结合厂区原有道路与设施，营造特色化道路环境
绿色低碳：利用新工艺新技术，实施绿色低碳化改造 路面提升：鼓励采用降噪、透水的材料修补提升原有路面

重庆渝中鹅岭贰厂：
强化外部公共交通与车行交通的可达

性，增加厂区内部建筑之间的立体化

步行联系。

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
对厂房内部空间进行重新划分与利用，

满足新时期产业功能需求。

北京首钢工业遗址公园：结合原有道路与架空工业管廊，形成多维度、特色化的交通空间。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利用原有特色工业建筑，更新为特色文创园区。

更新前 更新后

办公空间 空中连廊

空中步道

慢行街道

车行道

链接不同楼层之间的大台阶

自然采光

通透的中庭

保留的红色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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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塑造特色环境生态
修复老旧厂区生态系统，提升园区景观环境，充分保留并利用工业景观资源，营特色空间场所。

4.2.5   整治补齐城市设施
结合城市需求，通过利用存量空间，集聚产业功能，补齐城市服务设施。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设施完善：结合厂区更新功能定位，构建配套完善、优质高效的设施体系 生境重塑：开展厂区生态修复，塑造绿色健康环境
艺术赋能：融入主题艺术创作，强化主题景观环境

重庆渝中鹅岭贰厂：在贰厂园区出入口附近增加立体停车楼，改善鹅岭贰厂及周边住区的停车难问题。 德国北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保留遗址记忆，将烧结车间整治为棕地花园。

宁波生态走廊：腾退老旧厂区，修复水系绿廊，恢复自然生境。

北京首钢工业遗址公园：改造治理原首钢工业系统的冷却晾水池，形成特色的人工湖景观。

沈阳东贸库 2#：保留利用部分老工业建筑，更新为社区图书馆。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更新后

机械停车库

宽敞明亮的社区图书馆

冷却晾水池改造为优美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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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

项目概况
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位于沙坪坝区高

家花园立交西侧，临近磁器口古镇与重庆

大学，占地面积约 3 公顷。更新前为鸽牌

电缆厂旧厂区，2021 年底更新完成后，原

老厂区蜕变为最美设计创意园区。

更新模式
产业赋能，整体出租，自主更新
原鸽牌电缆厂整体搬迁后，沙坪坝区政府联手重庆大学，将闲置国有资产激活，注入了新的产业载体，

由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低成本、精细化设计的方式原样保留老厂记忆，进行

更新改造并作为办公场地使用。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更新亮点

1. 保留空间肌理与历史环境要素，延续工业特征，保留工业记忆。

3. 打造滨江景观步道与城市阳台，增加公共交流空间。

2. 活化利用老旧厂房，改造建筑内部空间，适配新型产业功能。

青瓦屋顶

7号楼更新前

9号楼更新为食堂

7号楼增加夹层，更新为办公空间

建筑外的平台

新加入玻璃幕墙和钢材元素

建筑灰砖墙体

步行入口连接滨江路

更新前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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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商业区 
old business district

4.3 老旧商业区更新：针对以休闲娱乐、商业商务等功能为主的城市区域，因空间品质不

佳或功能业态难以满足当下需求，展开多维度的提升工作，提升城市商业氛围和活力。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提档升级传统商业
1

优化人车交通秩序
2

补齐完善基础设施
3

优化提升商业建筑
4

塑造特色主题景观
5

延续传承城市文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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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优化人车交通秩序4.3.1   提档升级传统商业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通过疏堵促畅、供管结合、人车分流等多方式、多途径优化人车交通秩序，构建车畅其行、人畅其游

的交通系统。

结合商业区区位与人群需求特征，差异化功能定位，布局特色业态，综合提升老旧商业区的商业价值

与活力。

差异发展：结合区位条件与人群需求，寻求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商圈疏堵：完善道路分级，提高交通通行连续性
多元业态：将多元业态融入公共空间，打造新型消费场景 公交接驳：优化商圈周边公共交通体系，强调公共交通的便捷可达
智慧服务：推动传统商业建设智慧商圈 , 提供智慧服务 人车分流：强化慢行空间与主要功能区的无缝衔接，鼓励在核心区域增加立体步行空间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西区：结合片区转型需求，将原批发市场转变为潮流时尚的商业中心。 适宜步行的商业街区空间 立体化的商业街区空间

北京望京小街：将老旧商业中心改造为融合商业、文创步行街、公共广场的新型城市空间。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更新后

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通过增设过街天桥、盲道、街道家具等设施，塑造便捷舒适的商业街区。

香港中环立体步行体系：针对核心商业区，建设步行连廊，构建连续、便捷的立体化商业动线。

原为批发市场 潮流时尚的商业中心

原车行空间

低效商业广场 更新为活力的下沉商业广场

轨道站点出入口

电梯连接二层商业

尺度宜人的步行空间

便捷的人行天桥

立体步行连廊

立体步行连廊

商业建筑

商业建筑

车行空间

更新为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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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优化提升商业建筑4.3.3   补齐完善基础设施

充分利用
闲置屋顶

立面增加
室外露台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通过疏堵促畅、供管结合、人车分流等多方式，多途径优化人车交通秩序，构建车畅其行、人畅其游

的交通系统。

优化消费服务水平，提升商业承载能力，促进商业区能级提升，为推动消费向体验化、品质化方向发

展夯实基础。

无障碍设施：完善商圈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加强人文关怀 商业风貌：匹配商业整体定位，塑造特色建筑形象
照明设施：统一规划商圈灯光系统，设置夜景灯饰工程，营造商业氛围 消费场景：整合优化空间资源，适配新型消费场景
应急安全：设置平灾结合的弹性场所与应急设施，提升安全应急能力 空间优化：优化商业动线，整合商业空间，增强商业空间适用性

上海 NEO 大厦：结合功能更新需求，强化建筑立面特征，增加屋顶活动空间，适配新型消费场景。

重庆渝中解放碑 - 朝天门大道：通过系统性的夜景照明设计，提升夜间商业活力。

上海嘉杰国际广场：将原有封闭立面更新为多层露台，改造闲置屋顶，提升商业建筑的开放性。重庆渝中解放碑 - 朝天门大道：在商业区的更新中，补充完善各类基础设施。

设施“多杆合一”

立面增加露台

顶楼开放为公共空间，增加活力

酒店、办公等功能复合利用

首层商业空间

休憩设施

过街天桥

盲道

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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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延续传承城市文化4.3.5   塑造特色主题景观
充分挖掘和保护老旧商业历史文化资源和地域文化特色，创新文化表达形式，提升商业区品牌形象和

人文内涵。

结合人文历史与商业区定位，因地制宜策划景观主题，彰显区域特色，营造特色魅力、体验丰富的商

业景观环境。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上海 TX 淮海年轻力中心：通过更新增加潮流艺术设施，形成年轻文化潮流地标。 广州永庆坊：保留整体空间格局与骑楼牌坊等历史建筑要素，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沿主要公共空间设置三峡主题景观及水景观，提升景观参与性与趣味性。 成都太古里：延续片区整体肌理，呼应历史建筑风貌，彰显商圈特色文化内涵。

更新前 更新后

主题营造：结合商业区景观主题，创造特色性的景观环境 商业形象：挖掘特色历史文化，与商业定位有机结合
互动景观：提升景观环境设施，创造空间场所的活力触媒 商业氛围：保护修缮文化载体，彰显商圈特色文化内涵
景观序列：结合功能动线，优化景观节点，形成体验丰富的景观序列

创造特色立面

潮流艺术装置

三峡水景观

入口标识

保留街巷格局

太古里商业街
大慈寺

保留西关老城建筑风貌

地面浮雕

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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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重庆两江新区·The Oval 一奥天地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项目概况
The Oval 一奥天地位于重庆两江新区金渝

大道，轨道交通 3 号线金童路站旁。更新

前为闲置多年的全地下商业，地面为市政

广场，设施陈旧损坏、运动场地荒废。通

过更新改造，现已成为一座“向下”探索

的山谷式购物中心。

更新模式
东原集团作为项目原权益人，通过自主更

新，盘活闲置资产，采用“艺术 + 商业” 

的特色运营模式，打造城市新青年与艺术

家的创享空间，提升物业资产价值。

更新亮点

2. 利用商场屋面，形成集健身步道和儿童乐园为一体的城市公园。

1. 优化建筑空间，增设下沉广场，打造舒适的地下可呼吸空间。

4. 深度融合艺术 IP，引入多样社群活动，提升商业活力。

3. 更新功能业态，优化地下商业动线，形成主题性的特色商业中心。

增设五个下沉广场

增设下沉广场

童梦童享乐园

通向地面广场

通向办公楼车库

增强地下商业通透性

艺术装置

艺术装置
文化活动

集市

增强室内外空间联系

下沉空间设置可外摆业态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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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区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4.4 历史文化区更新：针对保留遗存较为丰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城市区域，

以传承城市文脉为出发点，通过修缮建筑环境、提升业态、完善设施等手段，实现有机更新。

赓续传承历史文脉
1

传承优化传统功能
2

保护延续传统建筑
3

凸显景观风貌特色
4

梳理完善交通体系
5

优化提升基础设施
6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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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4.4.2   传承优化传统功能
以有机持续发展为导向, 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发展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

4.4.1   赓续传承历史文脉
以“保护优先、传承发展”为导向 , 全面保护历史文化区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 让城市留下记忆 , 让人

们记住乡愁。

重庆忠县忠州老街：增设非物质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传承历史文化记忆。

重庆南岸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整体性保护历史街区，修缮历史建筑与环境。 重庆渝中山城巷：保留原住民与传统街区功能，植入新兴业态。

格局风貌：整体性保护历史街区的尺度、肌理、风貌与环境特征 文化产业：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新旧功能业态
物质保护：鼓励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方式修复历史建筑与环境 共生发展：鼓励居民参与保护，引导居民就地就业
非遗保护：为非物质民俗文化的展示、传承与弘扬提供空间载体 文旅体验：活化利用历史空间，全面创新文旅体验

重庆南岸龙门浩老街：在历史文化资源中植入文旅服务功能。

慈云寺

通过渐进式微更新，植入不同功能

历史建筑更新为龙门剧场

植入酒店、宴会厅等文旅服务业态

建筑修缮，恢复历史风貌

忠州老街文化展览馆

“老街记忆”文化活动

保留原住民特色小吃店

植入咖啡、工艺品店等新业态

安达森洋行建筑群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

更新前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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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城墙遗址

植入艺术雕塑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4.4.4   凸显景观风貌特色
做好历史景观要素的保护传承工作 , 改善提升景观体系 , 凸显历史人文风貌特色 , 构建魅力宜游、体

验丰富的空间环境。

4.4.3   保护延续传统建筑
坚持有机更新的原则 , 保留延续传统建筑风貌 , 促进建筑活化利用 , 实现新旧建筑有机融合 , 创新延

续城市文脉。

安全排危：综合评估现状，修缮存在隐患的历史建筑 景观序列：构建点线面结合、具有韵律感的景观序列
风貌延续：延续特色的传统风貌，促进新旧建筑在物质形态与精神象征上互通融合 原样保护：原样保护古城门、石台阶、老码头、老树木等景观资源要素
活化利用：根据功能需要对既有建筑进行活化利用 艺术表达：强调景观设施精细化设计，鼓励恰当的艺术化表达

重庆南岸开埠遗址公园：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缮。 重庆北碚金刚碑传统风貌区：结合基地人工与自然要素，形成沿沟谷展开的特色景观序列。

重庆渝中李子坝传统风貌区：融入特色业态，对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 重庆渝中通远门：修复城墙遗址，植入雕塑装置，艺术化表达历史场景。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后

立德乐洋行旧址

修缮后的立德乐洋行

建于1944年的“觉庐” 修缮后引入特色餐厅

植入咖啡、买手店等时尚业态

44 号建筑修缮后作为茶馆

老树

老树

步道

梯步

过溪沟

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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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4.4.6   优化提升基础设施
修复和更新配套设施，兼顾文旅与生活需求，提高服务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片区使用价值。

4.4.5   梳理完善交通体系
结合文化资源、街区特色和道路原有格局，完善慢行系统，构建安全、连续、通畅、舒适的步道系统。

重庆渝中十八梯：内部延续传统街巷路网格局与特色，外部设置公共交通，减少交通干扰。 重庆巴南丰盛古镇 / 重庆渝中山城巷：完善历史街区内基础配套设施。

重庆渝中山城巷：结合重庆山水与人文特色，形成特色步道体系。 重庆南川东街 / 重庆渝中十八梯：融入多样的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满足城市服务需求。

街巷网络：尊重传统街巷空间尺度，延续街巷整体风格 市政设施：对燃气电气等进行排危整治，鼓励架空管线下地
步道系统：结合文化资源与地形特色，构建特色步道系统 服务配套：鼓励各类设施兼容配置，高效利用空间
公交停车：优化公共交通线路与站点设置，补足停车设施 安全防灾：增设防火隔离带、智能监测报警、应急救灾空间等防灾设施

中兴路

历史人文街巷

山水自然步道

管线规整消除隐患

微型消防站

燃气设施

警务站

医务室

轨道换乘出口

至轨道换乘入口

枇杷山 -燕子岩领事巷



重庆市城市更新公众导则
CHONG QING URBAN RENEWAL PUBLIC GUIDANCE

77 78

案例   重庆北碚·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亮点

2. 保护修缮原有建筑，合理进行空间优化，凸显传统历史风貌。

1. 整体性保护空间格局与传统风貌，强化历史文化区与山水自然本底的联系。

4. 保留原生植被与特色要素，凸显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

3. 植入文化产业与文化活动 , 营造文旅消费场景。

项目概况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重庆缙云山麓、

嘉陵江畔、北碚城边。更新前为传统古村落，

历经岁月，遗珠蒙尘。此次更新在保留传

统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梳理、修缮与活化利

用，植入文化产业与文化活动，使金刚碑

成为一个既有原汁原味古村风貌，又集旅

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品鉴于一体的文

旅综合体。

更新模式
整体租赁，异地平衡；企业更新，自持运营。
重庆九街集团经过招拍挂取得金刚碑的建

设运营权，与周边地块进行统一更新谋划。

更新后由企业自持物业运营，在协议运营

期限结束后交还政府。

嘉陵江

金刚碑

刘家院子

建筑修缮

保留栏杆样式

增加院落休憩空间

老建筑植入特色酒吧

国风展演活动

船舶作为景观要素

餐饮空间

原生植被

保留老建筑

保留老树

过溪沟

戏台

更新前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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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4.5 公共空间更新：针对城市建成区内承载游憩观光、运动休闲、交通通行等公共活动功

能的空间场所，以“完善系统、提升品质、彰显特色”为导向，提升市民日常活动的便捷

性与舒适性。

塑造活力江岸空间
1

加强慢行系统构建
2

激发公园广场活力
3

提升街道环境品质
4

整治低效闲置空间
5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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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复合的游憩空间 连续多彩的生活空间整体贯通的滨水步道 自然生态的滨江空间

4.5.1   塑造活力江岸空间
遵循“减量、留白、增绿、美境”的原则，塑造彰显山水特色的

公共空间，营造景观宜人、休闲活力、魅力特色的城市名片。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滨江步道

滨江商业区

消落带
游憩空间

过街天桥

滨江步道

城市空间 游憩空间 滩涂防护绿带 浅滩植被步道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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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中第三山城步道：结合步道系统，串接生活功能节点，创造具有山地特色的活力街区。 重庆南岸刘家坪轨道站：为强化住区与轨道站点联系，增加跨越水系的步道系统，提高轨道站的步行

可达性。

重庆跳蹬河：通过清水绿岸整治打造品质亲水岸线，满足市民亲水近水需求，提升滨水岸线活力。

4.5.2   加强慢行系统构建

昆山市儿童友好学径：以儿童友好为导向，梳理整治中小学周边的慢行空间环境与设施，保障步行的

安全性与趣味性。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轨交便道

轻轨站

充分考虑居民使用需求，展现城市山水特色，通过强化系统联系、营造游憩特色等方式，构建便捷舒

适、全龄友好的高品质慢行系统。

山城步道：打造山城特色的街巷步道、亲水观景的滨江步道、生态游憩的山林步道 轨交便道：打造轨道站点周边高密度的慢性网络，增加站点可达性
友好学径：打造连续贯通、寓学于景、健康趣味的友好学径

休憩设施

流动摊贩

山城步道

亲水步道
蓝色安全路径

游戏场 -家长接送区

家长等候区

分时停车

适老化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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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提升街道环境品质4.5.3   激发公园广场活力
以安全街道、绿色街道、活力街道为目标，推动街道空间更新，发挥作为城市活力空间载体的重要作

用，营造街道的生活气。

以激发公共空间活力、联系社区生活为目标，遵循安全、舒适、多样的原则，整治提升公园广场的空

间环境，使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联系的纽带。

重庆沙坪坝平顶山公园：强调体育运动主题。          重庆渝中红岩革命纪念馆：强化入口纪念主题。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重庆北碚滨江路体育场：由封闭单一运动场变为开放多样的活动地。

重庆渝中解放碑 - 朝天门大道：一体化的步行空间设计。

重庆渝中中山四路：舒适宜人的林荫街道。

主题鲜明：加强公园广场的差异化与辨识度，激发空间再生活力 步行有道：贯彻人行优先理念﹐营造安全舒适﹑连续无障碍的步行空间
场所营造：设置弹性使用空间，激发空间使用的多种可能性 品质街道：鼓励塑造连续的林荫街道，打造舒适宜人的步行环境

增设健身步道

增设儿童游乐设施

增设运动场地

看台下方附属建筑改造为商业配套

健身器材

跑步道

篮球场

红色铺装凸显纪念性

打通入口广场

路牌、路灯

盲道

通行区

建筑前区



重庆市城市更新公众导则
CHONG QING URBAN RENEWAL PUBLIC GUIDANCE

87 88

识别城市中的边角用地及低效利用空间，结合城市片区空间与功能需求，通过精细化、复合化地挖掘

利用潜在空间资源，补足公共活动空间与设施短板。

4.5.5   整治低效闲置空间

防空洞：优先满足人防需求，增强空间利用多样性。

复合利用：充分利用潜在存量资源，增加立体公共空间。

边角空间：利用城市边角用地，增补完善城市设施。

桥下空间：充分利用桥下空间，补齐城市活动设施。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重庆江北大水井体育公园 重庆九龙坡建川博物馆

重庆九龙坡鹅公岩大桥桥下空间 美国纽约高线公园

桥下活动空间

桥下停车

桥下步道

保留铁轨作为景观

增设休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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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重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2. 融合城市功能，顺应地形条件，打造开放可达、步行连续的滨江公共空间。

3. 串联重要历史文脉，复兴历史场所记忆，展现城市人文内涵。

故宫文物南迁博物馆

项目更新
实施与建设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newal 
Projects

更新亮点
1. 保护江岸生境，顺应水势涨落分类开展生态修复，重构江岸生态韧性。

项目概况
2018 年重庆市提出将主城区“百公里两江

四岸”打造成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城市品牌的典范。更新后，“两江四岸”

江岸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部分河口区域已

成为重要的生态保育段，且多处水域出现

成群红嘴鸥；滨江步道逐步贯通，延伸联

系多条纵向步道，带动各功能节点、文化

节点的整体更新，现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

的重要场所。

生态岸线修复

分层植被

消落带生态修复

儿童活动场地 九龙外滩广场
滨水步道

北滨路分层慢行步道

慈云寺

南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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