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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金娇

随着黄浦江两岸45公里滨江岸线贯通开

放，浦江两岸从生产岸线逐步过渡为生活岸

线，已成为市民文化休闲旅游带。

漫步在滨水空间，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

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伍江教授难免情绪翻涌。

“无论是塞纳河还是泰晤士河，我相信，

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一个城市能有中国上海这样的魄力和雄心，

能将黄浦江两岸的滨水空间百分百地开放为公

共空间。这也是我们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

方。”在课堂上，伍江总会自豪地告诉学生，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接力推进还岸于民，

这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典型案例。

这些年，作为城市规划专家，伍江深度参

与了“一江一河”开放的全过程，目睹了曾

经的消极工业空间华丽转身，成为城市内最

重要的公共空间，沿江地带变成一座座开放

的公园。

放眼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开创人

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在伍江看来，上海不仅要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

民生福祉和生活质量，更要通过精细化的城市

治理，让城市更亲人，要进一步解决好“人民

城市人民建”的关键问题，探索、建立更多创

新机制，让人民群众在城市自主更新中发挥更

大作用。

把“建设人民城市”这件好事做
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文汇报：如何理解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在
建设人民城市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伍江：今年是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
盘点这些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几乎所有的人

都会提到“一江一河”的贯通。从昔日的“工

业锈带”变身为今天的“生活秀带”和“发展

绣带”，贯通后的滨江两岸，让曾经饱受污染

困扰的滨水空间成功蜕变为公众最喜爱的休闲

地之一。

我们都知道，上海这座城市依水而生，与

水息息相关。从空间布局看，黄浦江与苏州河

呈现“丁”字形，共同塑造了上海独特的城市

风貌。自近代以来，作为滨水空间的外滩不仅

是城市活动的中心，更是上海的地标。

其实，不仅是上海，观察全球各大城

市，滨水空间都是一座城市的黄金地段、最

好空间。

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于英国，哈

德逊河之于纽约，它们都是城市的重要地标，

蕴含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在高密度城市，高品质的公共休闲空间

高度稀缺。上海将城市里最好的空间拿出

来，完成了贯通、开放，生动体现了“人民

至上”的理念。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在城

市的规划和治理中，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放在

首位。

当然，在实际推动工作的进程中，也绝

不是简单直接地把城市最好的空间拿出来就

行了，还需要统筹协调各方，要不断推高城

市规划水平，齐心合力利用好空间资源。简

言之，建设人民城市，要把这件好事做好，

需要一个过程。

稍稍回顾一下城市发展史，不难发现，在

城市的不同历史阶段，城市规划面临的棘手问

题各有不同，导致城市建设各有侧重。

我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是从“一穷

二白”起步的。所以在最初“大拆大建”的阶

段，我们用较短的时间，解决了城市基础设施

不足、居住空间短缺等问题。以人均居住面积

为例，上海在短短20多年间将人均居住面积

从2.5平方米提高到30多平方米，从落后到追

平中上水平发达国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

种大尺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给城市环境

造成了一些难以挽回的损失，很多时候会出现

“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对“硬设施”的关注

较多、在“软环境”的投入不够。

伴随城市的渐进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

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点也开始从“物”转向

“人”，力争做到“见人又见物”。比如，在这

个阶段，为了满足市民精神文化层面的更多需

求，上海建设了一批大尺度的空间结构，比如

大体育馆、大图书馆、大美术馆以及大型购物

中心等等，这些“大结构”做到了“见人又见

物”，但也正因其“大”，往往无法保证每个人

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是均衡的。

现在，我们开始步入城市建设的第三阶

段。在推进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在

一定程度上开始凸显“先见人再见物”的理

念，且倡导从“人”走向“人人”。以上海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为例，“15分钟”不仅

标示着时间的尺度，也象征着更多人抵达理

想城市生活的距离。它实现的是一种普惠与

均衡，体现了城市建设成果从最开始服务一部

分人、到后来服务多数人再到致力于服务全

体人的转变。

放眼未来，奋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

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从城市规划和治理

的角度来看，就是要进一步关注、考虑人的感

受。特别是，要让广大市民能在城市的公共空

间中，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生活品质和创新活

力，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以人为尺度，让人人都能沐浴
到公共服务的阳光

文汇报：打造“见人又见物”的城市，在
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中，上海需要做好哪些“加

减法”？

伍江：持续完善和优化城市功能，提高城
市空间品质特别是公共服务功能和公共空间品

质，建设人民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

城市在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能正视资源分配

的公平问题，从而更充分彰显“人民至上”的

价值追求，简单来说，理想的城市不仅要照顾

到每个人的权益，更要对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给

予更多关爱。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弱势不仅仅

指的是经济上的弱势，也可能是年龄弱势，或

者是健康弱势。

所以，随着人民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我

们的城市规划、设施和服务在以人为尺度、关

注所有人群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对弱势群体加

大关心和倾斜的力度，在聚焦“人人”之后，

还要对这些“少数”人群予以更多关注。

在政策层面，这些年，国家正加快完善住

房保障体系和住房市场体系，包括推出廉租

房、保障房等，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

住房问题，为相关群体提供有尊严且可接受的

生活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这些年也在持

续打造老年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城市，包括对

全市地铁升级无障碍服务、抓紧建设“宝宝

屋”等托育场所。

在我看来，人民城市最基本的内涵，是探

讨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城市作为人类为自己

创造的生存空间，其空间尺度自然应该符合人

的尺度。在此基础上，还应不断通过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竭力让每个人都能沐浴到公共服务

的阳光。

城市的根本价值是创造宜居宜业的空间

环境。而且每个城市都在不断发展，居民

的新需求也在不断涌现，城市建设发展包

括城市更新的理念如何与时俱进也值得进

一步关注。

举例来说，在很多城市，我们会发现，建

筑正越造越高、越造越大。城市的天际线、轮

廓线也越来越宏阔。但“巨大不等于伟大”，

尺度和尺寸是两个概念。尤其从人的个体感受

度来说，城市的空间设计、城市之美往往不在

高楼，而在精神内核。毕竟，人是否感觉舒服

自在，才是评价空间品质的标尺。

留住独特的历史记忆，是更高
级的城市更新

文汇报：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
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在

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做好“新”与“旧”

的平衡？

伍江：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有机的生命
体，城市生命的灵魂是文化传承。这些年

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城市拿出最

好的空间面向公众开放，文化可以在其中扮

演怎样的角色？对市民来说，有了舒适的公

共空间，是否等于拥有了美好的生活？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

就拿杨浦滨江为例。作为原先的工业区，

杨浦滨江曾经是工业锈带，空间的物理品质较

差。这里规划为公园后，团队设想了多种景观

规划方案。但原先的工业痕迹是否要保留，这

在当时打了个大问号。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保

留。比如，杨浦滨江的油醋艺术公园就是平衡

“新”与“旧”的一个案例。在我看来，改善

沿江生态环境，“还岸于民”仅仅是城市更新

的第一层面，留住独特的历史记忆，才是更高

级的城市更新。

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文化的

延续可以超越时空象限。中国古人讲“天人合

一”，现在我们提倡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根

本目的都是为了延续人类文明。尤其是随着城

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这种对历史的怀旧，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精神需求。而同时，这种心态其实也折射出人

类对未来的理性期待：以古鉴今，更透彻看待

自己的文明，洞察何为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化代代延续至今，我们每一代人都

有使命，为人类文明、人类精神的存续做出属

于自己的一份贡献。尤其在传承的过程中，我

们可能也只是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搬运

工”，没有任何理由破坏，须加以小心呵护。

特别是在当下，随着“大拆大建”的时代

过去，我们的城市更新也要从“增量”向“提

质”转变，城市治理更要由“粗”变“细”，

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只有尊重自然环境、

保护城市文脉，方能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独

具东方智慧的城市发展之路。

探索机制创新，用更精细治理
绘就百姓更多幸福感

文汇报：当前，中国不少城市尤其是超大
城市已步入存量型发展阶段，城市更新成为城

市建设改造的主要模式。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城

市，如何走好未来发展之路？

伍江：城市的核心是人。建设更加宜居宜
业的美好城市，是摆在全球城市面前的一道必

答题。在这方面，上海可以继续探路，上海取

得的经验也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对上海而言，当前要特别注重推动与城市

更新的新要求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

我们在平时的调研中发现，在城市自主更

新过程中，还有一些领域的法律制度存在空

白，不少制度设计还停留在概念上，落地起来

比较困难。上海在城市老旧居住区的更新改造

中，应当充分发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

神，用更精细的管理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

就拿一些具体例子来说。

比如，上海传统的旧区改造主要由政府或开

发商作为单一开发主体，未来能否鼓励更多元化

开发主体，继而探索城市更新区域内房屋产权盘

活机制。再以网红“梧桐区”为例，在衡复历史

文化风貌区等城市保护和更新的集中区域，涉及

间距、日照、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各种规定，或

许都应根据城市更新的特点重新制定或者细化。

此外，为进一步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上海

是否可以鼓励更多居民直接参与甚至主导常态化

的城市微更新？其实，即便是在最令我们引以为

豪的滨水空间开放，其空间结构的设计细节方

面，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再比如，我们团队就在调研中发现，苏州

河沿岸的人流就明显高于黄浦江两岸。出现这

种“冷热不均”的原因何在？我们到实地做调

查，发现其中一个症结就在滨江的“最后一公

里”处。统计显示，上海目前通往滨江的地铁

口不到10个，最近的地铁站距离滨江往往超

过1公里，这就让一部分市民尤其是腿脚不便

的老人“望而却步”。

反观苏州河两岸42公里岸线的贯通中，

拆除了大量围墙建设的步道深受市民欢迎。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告诉

我，现在她每天傍晚都能从家里坐轮椅去苏州

河旁散步，因为“小区电梯下来就是步道，到

附近走走很方便，现在的幸福感明显更强

了。”在这背后，也是城市更新的新理念：建

筑往后退，拆除围墙的一小步，就可以换来居

民便利的一大步。由此，我也在想，上海能否

拆除更多围墙，或者开通更多“滨江专线”，让

更多老人和普通市民坐上巴士直达滨江。我们

否开设更多的滨江驿站，为市民提供休憩、餐

饮、卫生乃至医疗服务？

让城市更加亲人、可爱、有活力，上海还

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也期待，大家齐心合力，

让这座城市更有幸福感。

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伍江:

“人民至上”刻入城市基因，更精细治理让城市更美好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资料图片）

航拍视角下的“一江一河”（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在高密度城市，高品
质的公共休闲空间高度
稀缺。上海将城市里最
好的空间拿出来，完成了
贯通、开放，生动体现了
‘人民至上’的理念。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在
城市的规划和治理中，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放在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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