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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背景

1.1政策影响

2013年初，银川市委、市政府为深入贯彻落实银川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以促进“民生

工程”发展为首位，决定全面启动旧城更新改造工作，并同

时出台了《银川市旧城更新改造实施意见》，并做了明确要

求，即：力争通过 3到 5年的努力，基本完成旧城更新改造，

旧城功能进一步增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得到

扩大和完善；旧城内部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交通拥堵得到

有效治理；城市历史人文特色更加鲜明，历史文化名城风貌

得以重视；老城区宜居宜业水平明显提高，城市竞争力显著

增强。

2017年 6月 11日，石泰峰同志在自治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报告中提出“城市发展要树立精明增长理念，尊重城市

发展规律，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全面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水平。城乡建设要更加注重自然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

更加注重发掘特色优势，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扩张，不搞贪

大求洋、破坏文脉，不搞统一模式、千城千村一面，推动城市

乡村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个性发展，让居民望得见贺兰山、

看得见黄河水、记得住塞上江南风情”。

1.2现状背景

然而随着银川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银川市老旧城区原

有的城市格局、经济模式和生活已明显显露出与现代社会

的不适应，例如旧城区功能过度集中、房屋破旧、居住拥挤、

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市政和公共设施落后等问题[1]。因而，

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建设、改造以及修补

浅谈“城市双修”之银川市旧城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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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一般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新城区的土地开发，二是旧城区的更新改造。新城区的发展是需

要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定位，循序渐进地依据长期规划而建设，而旧城区的更新改造相对于新城区的开发利用更为困

难，而且对于城市规划建设，任务更为迫切。“城市双修”理论的提出，对于银川市的旧城规划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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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这无疑是我们城市规划研究工作者共同探讨的课题。

将旧城更新改造与“城市修补”相结合，就是旧城区的再开

发、再利用，就是对旧城区中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物质环境部分进行改造、更新以及及时的修补，使其整体

功能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2城市修补及旧城更新改造有关内容

2.1城市修补

“城市双修”是指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其中城市修补的

重点是不断改善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市政基础设施条

件，发掘、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网络，使城市功能体系

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得到全面系统的修复、弥补和完善。[2]

2.1.1大力改善生态环境。一是加快山体修复；二是开

展水体治理和修复；三是修复利用废弃地；四是完善绿地系

统。

2.1.2全力提升城市功能。一是增加公共空间；二是提

高服务能力；三是改善出行条件；四是改造老旧建筑。

2.1.3积极塑造特色风貌.一是保护历史文化；二是彰显

时代精神。

2.2旧城更新改造

2.2.1指导思想及工作思路：银川市的旧城改造不能一

味的以安置为主，以拆住宅而建住宅、以拆商业而建商业，

在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并有能力服务于一定半径内的居

民的同时，必须彰显银川市的城市特色，美化其城市环境，

在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提质限容”的工作思路。

2.2.2有关规划

（1）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市规划管理局于 2013年启

动了《银川市兴庆区旧城更新改造规划》的编制工作，力求

通过规划引导，实现旧城区更新改造的有序推进，促进旧城

区功能完善、结构升级、品质提升和传承历史文脉。

（2）结合旧城更新改造规划，2013年银川市委托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银川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

同组织开展《银川市旧城更新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银川

旧城特色空间保护与提升系列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对旧

城更新改造及银川市五大特色空间保护与提升进行详细设

计，对旧城区建筑风貌、退线高度、色彩等方面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老城区进一步体现城市特色奠定了基础。

3城银川市旧城更新改造所面临的问题

从 2013年开始实施旧城更新改造活动至今，银川市相

继实施近 20个旧城改造项目，但旧城规划建设并没有预期

的那么理想，所面临的状况亦层出不穷。一是城市特色问题

未得到彰显；二是交通影响未得到科学预测；三是旧改的优

势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4城市修补对于旧城更新改造的必要性

社会大众对“旧区”的认识就是过去留下的“烂摊子”，

是城市的“包袱”和“脏、乱、差”的代表，旧城改造就是放开

手脚清除这些“毒瘤”。在过去强大的商业利益的推动中，旧

城改造采取的一律是大面积拆迁及整平土地重新建设的做

法。这样的做法见效明显、工作简单，但往往直接瓦解了城

市原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脉络、地方风情，而且市场化运作

对高回报率的追求，屡屡突破城市规划对建设的控制各种

要求，导致城市历史格局、肌理的破坏和传统风貌的丧失。

城市“双修”对城市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刮骨疗毒”，

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一场“革命”，中间既关系到思想观

念的转变，也牵涉到众多利益的博弈。那么，城市“双修”到

底应该怎么“修”，才能化解城市野蛮生长中的城市病？

因此“城市修补”是在对旧城不大拆不大建的前提下，

高效的完成城市功能的修补，环境品质的提升，从而达到填

补城市设施欠账，增加公共空间，改善出行条件，改造老旧

小区等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此基础上，“城市双修”工作又

能进一步保护城市历史风貌，塑造城市时代风貌。

5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与方法

5.1建议———“四重视”：一是重视城市再开发；二是重

视改造后住宅区的园林绿化问题；三是重视城市的特色建

设，不一味偏倚追求都市化景观；四是重视在旧城改造中不

能合理地综合利用土地。

5.2方法———“七策略”：一是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切

入，使旧城改造既达到改变城市环境，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

目的，又解决了开发建设中“经济利益”与“环境改造”之问

的巨大矛盾；二是旧城改造的风格应与城市规划相统一、相

协调；三是以旧治旧，不搞大拆大建；四是因地制宜，量力而

行，速战速决，分期分批综合改造；五是在旧城改造中对历

史文化遗存应当进行合理保护和有效适度开发，发挥出城

市文化的强大积聚效应，展现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六是

“规划先行”—完善编制旧城更新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指

引开发建设强度及方向；七是科学预测交通量，提前做好交

通评价等工作，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6结论

旧城改造不仅应满足于完善公共设施、改善市区环境，

而应使之成为更适合居住、工作或休憩的场所，从而提高物

业价值、改善地区经济状况、增加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从

被动扶持变为主动引导。今后旧改工作须要结合“城市双

修”工作思路，使旧城可持续改善、社区可持续发展、居民可

和谐生活，并同时将银川市打造成为“湖泊城市”、“田园城

市”、“森林城市”和“花园城市”的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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