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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城市传统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表现为

城市公共空间出现了重置倾向。文章以此为背景通过分析公共空间重置对城市空间、经济和文

化等方面的影响，对我国城市碎片化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并在与国外相近案例的比较研究中

提出使我国城市更为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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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socio-economy system in China, traditional spatial patterns 
in cities have been changing, especially for the urban public spac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essay 
is to do research on urban fragmentation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n urban space,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public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that, comparing  the foreign related case, the essay tri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fair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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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重置是指城市公共

空间的分布、空间、性质和开放对象

等方面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化的现象。

伴随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城市公共空间重置的问题与挑战：即

表现为城市公共空间趋于冷漠，大型

公共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松散，城

市公共空间“私有化”与“孤岛化”

现象愈加严重，城市公共空间被各种

快速干道、高铁以及新建筑用地破

坏，其连续性与整体感被逐渐削弱等等

（曹君满，2006）。而在转型期全球化、

市场化以及分权化的影响下，我国传

统城市公共空间出现的这些所谓 “重

置”现象，在其演化过程中又表现出了

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复杂特征（张京

祥、洪世键，2008）。尤其是在分税制

改革和地方土地财政等政策制度的影

响下，由地方政府与城市开发商结合而

成的城市“增长联盟”使得城市的开

发建设更加关注眼前利益，并使得我

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演化呈现出越

来越强的功利性，从而产生了城市公共

空间快速被动重置等诸多现象，这也

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城市阶层分化与

居住分异状况的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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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碎片化的理论解读

2.1 城市碎片化相关概念

2.1.1 城市碎片化的概念

破碎的城市空间是“碎片化”社会

的外在表象，城市中纵横交错的围墙

与门禁代表的是社会隔离与排挤的加剧

（Malte Selugga，2008）。经济上的阶

层分化使得城市的多样性被打碎，均

质性的空间产生异质化，尤其体现于

城市的空间分布上：即在城市空间分布

上产生阶层集聚，在居住、出行、公

共活动空间分布上产生社会隔离。从

城市空间功能分布的角度来说，城市

碎片化是指原来延续及和谐的城市空

间被某部分阶层的经济利益及需求所

打破，从而形成了按照阶层利益诉求进

行功能布局的城市空间。而从精神层面

来说，城市碎片化则表现为城市市民

之间邻里关系的淡薄和阶层隔阂。

2.1.2 城市碎片化与公共空间重置的关系

城市碎片化最初体现在经济层面，

而经济分配的差异化拉大,使得空间

分布上呈现差异化，也即导致公共空间

重置，出现了空间层面的城市碎片化；

而公共空间重置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中，

包括反作用于城市发展，使得精神层

面的城市碎片化出现，空间碎片化加剧。

简而言之，城市碎片化与公共空间重置

有着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2.2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聚焦

于城市碎片化现象与机制的研究。相

对而言，西方学者更多地立足于多学

科分析，基于西方人文地理学和社

会学的理论来分析城市碎片化，其对

中国1990 年代城市碎片化的研究表

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对城市公共空间造成“持续的

过重负担”（cumulative and continuing 

overload）（Gaubatz,2000），从而使得

公共生活日益单一化并形成了潜在的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1990

年代，西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表现出

把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作为资本进行

进一步扩张的趋势。而陈竹等则认为

这一趋势很有可能成为主流并产生不

良影响，并从不同角度与地区分析成

因与解决方案（Mandanipou r，1996；

Calhoun,1992； Ellin, 1999； Sennett, 

1977）。

国外城市发展实践中也呈现出诸

多城市碎片化现象：在北美、澳大利

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城市公共空间

正在让位给那些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人

消费水平的半公共空间(Gra h am a nd 

Aurigi, 1997)；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快速

无序蔓延也产生了城市空间的碎片化

与社会民族、阶层的分裂；美国城市

公共空间被无目的的城市蔓延逐渐占

据，而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私有化文化对

此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Robert D. 

Putnam, 2005; Bellah,1996; Lofland, 

1998)。针对各种城市碎片化现象，西

方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以巴

黎贝尔西地区为例，法国政府以公共

利益之上的理念复兴重构了该地区的

市民空间，在其改建过程中运用了“协

议开发区”机制。即由国家收购，国企

或集体进行土地开发，再由不同开发商

参与成片地区的开发，而在规划设计

过程中，设计者代表公共利益协调需求

与景观，每个程序都在法律监督下严

格执行，以确保维护城市的公共利益。

3 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推动了公

共空间的快速重置

3.1 “拼贴型”城市居住景观与公共空间

的显现

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加

剧使得城市居住区排斥异质邻里的要

求空前强烈，而配套设施完善、建筑

形式多样的新型社区为中上阶层提供了

相对理想的居住场所。大量崛起的新

型社区不断割裂城市原有的社会脉络

和空间肌理，新旧、贫富地区以马赛克

状的空间隔离交错并置，新的空间秩

序无论在居民构成还是空间意象上都

表现出了巨大的异质性（宋伟轩，朱喜

钢，2009）。而这些自身附带景观空间、

配套设施的新型社区扰乱了城市原有

有序的景观节点和公共空间放置的间隔，

甚至改变了城市道路的走向；另一方面，

城市开发商利用公共空间作为稀缺景

观资源提升自己的物业价值，从而造成

私家建筑紧逼公共空间，地块开发强

度不断突破限制等问题，也直接把公

共空间的破坏成本转嫁给了其他城市

居民。例如 2000 ～2008 年，南京主

城区拆迁建筑面积超过 810 万m2，旧

城的居民区和公共空间不断被新型的

办公、商务、中高档社区取代，以中产

阶级和富有者为主体的精英阶层所垄断

的新城与残留的旧城空间形成空间景

观上的鲜明对比，成为城市绅士化的

一种突出体现。

3.2 转型期城市封闭社区对公共空间重

置的影响

封闭社区是指与更开阔城市环

境相隔离的有界区域，其往往被描

绘成恐惧和特权的地区（Low,2001; 

Marcuse,1997;Wilson-Doenges,2000），

也会被认为是对政府未能确保足够

安全感的失败的回应(Bla ndy et al, 

2003)。尽管封闭社区的目的是通过有

界区域来获得特殊的生活方式或是保

护居民远离潜在的入侵者，它都反映

出一种城市实体，同时在社会上和经

济上与周边城市环境有区别（Landman, 

2000）。封闭社区造成了隔离，它表现

了对私有化的期望，削减了政府为全部

人提供服务的责任感，同时用私立学

校、私人娱乐、私人公园、私有道路，

甚至半私人政府等私有的组织来取代

政府。而原有的公共空间逐渐被弱化，

被各利益方蚕食，空间被分割且疏于

管理，逐渐沦为犯罪高发地、贫穷者

聚集地等城市消极空间的代名词。以

南京莫愁湖为例，2003 年以后，在其

湖畔新建高层与超高层门禁社区6 个，

占据了接近1/3的滨水面积，最大日光

投影可占据一半以上湖面面积。建成

后，莫愁湖公园景观空间品质日益恶化，

形成难以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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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城市碎片化的消极作用

根据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现状

与发展趋势，我国城市碎片化阶段将

逐步从空间层面过渡到文化与精神层面，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与观念被重置的空

间秩序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将逐渐侵

入与演替，原有社会关系将被拆散并

同时形成具有属性特征的群体标识。

4.1 社群意识愈加淡漠

积极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具有领

域感、标志性、一贯性和自然性，令居

民有归属感，与人甚至陌生人有着亲密

感，并会将其归为同类（Emrah Altinok, 

Huseyin Cengiz，2008）。但在转型期

背景下，应由政府主导并由全民共享的

公共空间逐渐变成了由企业或开发商控

制仅部分居民享有的私人领地，原有公

共空间的消极化让居民对陌生人警惕

性与对安全的需求不断提高，而越来

越多的有着门禁的封闭社区与需要支付

门票的主题公园等营利性半公共空间

满足了居民对安全的需求。在美国先前

的研究中，这些有着围墙与门禁的空间

犯罪率并没有比以往的公共空间低，它

们更多地满足的是居民意识形态上的

需求。相反，一系列有活力的公共空

间往往能激发社群意识，在公共街道

上能形成共同监督（eyes on the street)，

从而减少空间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而伴随着归属感的削弱，个人主义与私

有化就会随之提高，社群意识也愈加

淡薄，甚至消失，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4.2 社会空间异质化不断加重

在城市空间分化过程中，城市中

心区较多地集聚富裕阶层，并以同心圆

向外呈现社会地位的递减。随着城市

中心区各种不同服务对象的半公共空间

与场所的增多，愈来愈多的中低阶层迁

入中心区，部分富裕阶层出于各种原因

搬迁到近郊，而更多更完善的半公共

空间则搬到更远的地方。西方学者普

遍存在一种猜测，即这种半公共空间

的搬迁是否是为了在可达性方面使得

阶层区分，以便更好地控制使用者的同

质？但在中国国内，这种较为明显的初

期分化发生了再生，成为异于西方城

市格局的特有分布，即再生的格局使

得城市原来的拼贴程度加深，尽管在

空间距离上，不同阶层的距离存在降

低的可能，但是，二者物理间隔——

围栏、门禁也因此而增多，使得空间区

隔化更加严重。而富裕阶层在其使用

空间变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原来其他

阶层的公共空间的侵入与替代，由原

有的同心圆放射呈现出非规则、斑驳

状、离心化的分布特征（图3）。

4.3 阶层隔阂日益加深

转型期城市政府角色的变换与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以经济为衡量

标准的阶层分化与集聚日益凸显，从而

直接导致了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大部分

情况下，富裕阶层避免使用其阶级专属

外的公共与开放空间，由于他们对异

质即不同阶层的偏见，他们会把其他

阶层看作是威胁他们身份与安全的群

体。而中低收入人群则会对其不能分

享到较高层次的半公共空间产生消极

情绪。阶层间的这些情感是阶层分化

过程的一部分，它促使个人主义与自我

保护行为的采用，从而带来了城市传统

公共空间的更严重贬值。此时，空间

上的分割与经济差距的拉大，阶层隔

阂加深，社会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分

配的不均必然会导致矛盾加大，而当矛

盾增大到一定的阶段且缺乏宏观调整

的时候，则会使得阶级矛盾爆发以进

行自我平衡(图 4) 。

图2  环莫愁湖现状环境图图1  莫愁湖一带现状平面图

图3  城市空间阶层分布阶段演替图

图4  城市碎片化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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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去碎片化”的建议与对策

5.1 寻找“适度拼贴”的共存之路

在一定的时期内，平衡各方利益

主体，采取容许适度拼贴的城市布局，

融合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但在

总体策略上，应以营造更加开放的城

市公共空间为方向；而在短期内，发展

程度未能达到理性的高度时，可在和

缓利益体相互利益冲突下，寻找社会各

阶层的共存之路。

5.2 打造开放社区与半开放社区

封闭社区的出现使得很大部分高

质量、有着完善设施的原有公共空间

被私有化，因此，形成城市开放空间

系统必然要提出建设开放社区的构

想。从多个西方研究中可知，开放社区

更容易形成街道公共监视（eye on the 

street），更能保证安全。但基于我国国

情，在一定时期内构建半开放社区仍是

比较合适的方向，其可以平衡市民的

心理需求与公共空间“去私有化”，也

是过渡到开放社区的一个特殊化阶段。

而对于开发商而言，即使社区开放也应

提供相应完善及通达性良好的公共空

间，政府则应该对开发商提出相关配

套的标准与规定。

5.3 构建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并形成市民

社会

在空间层面上形成宏观的城市空

间开放地带、中观的城市自然景观开

敞空间和微观的城市公共环境，三者

共同组成完整的开放空间体系，并逐

渐建立起公共空间系统与校园、居住

区、商业区的友好联系。在精神层面上

则可以利用空间改良的公共设施来搭

建交流平台，在削弱阶层专属空间的同

时，为各个阶层沟通与交流营造良好

空间，从而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创造良好

的空间基础条件。

5.4 实施经济刺激等一系列机制创新

城市碎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由经

济差异造成的，而空间的碎片化则使得

贫民更难摆脱贫穷，从而形成愈演愈

烈的收入差距恶性循环。而市场经济

条件下，城市格局往往由市场控制，如

果不对市场进行警醒有效的宏观干预，

其将对城市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消极

作用。这时需要政府的政策实施经济

刺激，形成积极良性的城市格局，尽管

在短期内似乎与政府企业化转型相违

背，但长远来看是有利于城市整体发

展的。

6 结语

在转型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背景

下，国内由于可支配收入差距拉大引发

了较为突出的阶层分化，从而出现了大

量的城市公共空间重置现象。而随着其

重置速度的不断加快，使得社会各阶

层的空间分配更加受到经济利益的支

配，从而加剧了城市碎片化的状况。因

此从长远来说，这种受经济利益驱动

的城市格局变动对社会各阶层来说均

有着不同程度的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地

方政府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塑造

方面不能局限在对单个公共空间, 而

是应该从城市整体运作的角度来看待

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形成，它不仅涉及

到系统自身的结构是否合理、机能是

否健康, 更涉及到城市社会背景、经

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等多个

系统之间的关系。城市公共空间的建

设终会成为一种公民运动，让市民参与

到空间布局规划，与各方利益展开博弈，

才能最终达到由城市碎片化向城市和

谐化转变的目的，并形成利益均衡的城

市空间布局，从而实现打造我国可持续

发展的市民社会的最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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