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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为了在城市旧区更新改造规划中开辟一条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综合发展&优化土地资源

利用&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对
6̀ [

模式展开深入研究
.

在对区域用地及交通现状详细解读的基础

上#在土门旧区更新改造规划中尝试引进了
6̀ [

理论并进行详细规划
.

最后对该区更新改造规划中实施

6̀ [

模式提出建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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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城市旧区'改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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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和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城市交通系统应该同样进入转型

时期
.

由于人均用地的紧张#加之过度汽车化资源消耗惊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巨大#城市交通发展

不能步入美国式小汽车发展的+覆辙,#而应该在小汽车交通还未充分发展之前#大力推进公共交通发

展#建立基于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
.

西安土门地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战略地位重要#是莲湖区乃至大西安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
.

土门地区建设发展至今已经从原来的区域生产&生活中心衍化成为现在的城市商业副中心
.

良好的发展

机遇给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相对应的现状却是破旧的城市面貌&短缺的公共服务资

源和阻塞的交通体系
.

目前#土门旧区不仅面临着过去大量存在的物质性老化问题#而且更交织着结构性和功能性转型#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传统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继承和保护问题
.

而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关系到土门

地区更新改造成败的关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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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国内外发展现状

!.!

!

6̀ [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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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

$

)

.

这个概念最早

由美国建筑设计师哈里森/弗雷克!现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提出#是为了解决二战后

美国城市的无限制蔓延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共交通为中枢&综合发展的步行化城区
.

6̀ [

是一种结合土地利用的交通战略#指的是一种需求抑制型或需求诱导型的交通供给和土地开

发策略
.6̀ [

强调土地综合利用和集约化发展#提倡以公共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是将土地利用与公共

交通系统紧密结合的城市发展模式
.6̀ [

使城市从依靠小汽车低密度蔓延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公共交

通走廊为发展轴#公共站点为节点的发展方式
.

在
6̀ [

模式下#每一个交通节点集中进行土地开发#

6̀ [

可用于新区建设#也可用于旧区改造
.

6̀ [

核心理念是创造一个步行友好的#利于公共交往的#高密度&紧凑的社区#来应对城市蔓延及

其伴生的种种问题
.

它促进公共领域的生活#为步行交通&公共交通&小汽车交通创造公平的环境#而不

是迎合小汽车发展的需要#这点对于我国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倡导土地的综合利用#而不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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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居住社区'倡导不同阶层社会的融合#而不是贫富&阶层的分化隔离社区'倡导用紧凑的高密度的

发展模式替代传统蔓延式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

!."

!

国外
6̀ [

模式的发展

6̀ [

模式的思想从提出到被普遍接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

在
6̀ [

被提出的初期#世人普遍

认为它是针对传统蔓延式的发展而提出的大胆假设#渐渐地它作为一种特殊而真实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为人们所接受#又经过了近
"#

年#

6̀ [

模式才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思想
.

在
6̀ [

模式提出之前#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都是以低密度的蔓延和依靠小汽车的交通方式

为特征的#这种土地利用和交通政策的发展模式导致交通堵塞&长距离的通行&空气污染和内城衰退等

问题
.6̀ [

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了新思路#许多国家开始尝试使用
6̀ [

策略作为规划模式#首先在欧

美国家被推行#随后亚洲和拉丁美洲也对
6̀ [

模式进行了研究和尝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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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6̀ [

模式的发展现状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进程也在迅速加快#许多城市处于加速形成或发展的过程中
.

而一些已具规模的大中城市则以不断开发新城区或卫星城来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交

通连接问题
.

随着私人交通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日益显现#

6̀ [

模式正在逐渐被我们的城市所了解和接

受#这些问题都为发展和实践
6̀ [

思想提供了好的机遇
.

"#

世纪末#中国引入了
6̀ [

模式的概念
.

目前一些大型城市已经开始转变思路#重视公共交通与

土地利用的综合发展
.

然而由于中国的汽车化起步晚&水平低#加之城市用地逐渐外延#很多中小城市仍

然采用交通需求跟进型的城市规划理念(

D

)

.

因此#

6̀ [

模式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
6̀ [

策略

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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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地区旧城发展现状分析

".!

!

历史变迁

西安是中国的千年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

西安土门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时位于唐皇城居

德&醴泉&金城&义宁&休祥&普宁&修真七个坊中#以土门村得名
.

解放前是一片农田#分布了
$"

个自然村
.

解放后#拓建了沣镐西路&团结南路&汉城南路等大街#兴建了电力机械&钢铁&机床&油漆&建材等行业的大

中型工厂
!"

家#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区
.

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原来的城市边缘地带变成了现在的城市中心
.

图
$

!

土门在西安市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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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分析

土门地区现位于西安市西郊&主城区范围内#西邻西咸一体化结合

部***沣渭新区#东邻大兴新区&西安老城区#北邻西咸空港区和泾渭新

区#南邻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图
$

"

.

土门地区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工业区&传统商业&物流中

心
.

区内分布有众多央属&省属企业和军事科研单位
.

据统计#区域占地

$B.BD

平方公里#现状人口约为
"B

万人#城中村
$H

个#工业企业
C"

户
.

".#

!

用地特征分析

结合现状用地情况对土门地区用地特征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工业区&

单位住区&城中村区域三种
.

工业区主要集中在汉城路两侧#有西安印钞厂&西安远东机械制造公

司&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省印刷物资储运科三库等单位用地#占地面积较大#对于区域环境提升影响

大
.

单位住区主要分布在区域内二环两侧#有民航&西电&远东&庆安等公司的大片家属区#现状以多层建

筑为主#个别区域建筑质量较差#生活环境质量还需提高
.

城中村区域分布较多#沣镐西路南侧城中村相

对集中#其中包含工农村&李家楼村&友谊村&周家围墙村等#建筑密度高#交通环境混乱#生活环境差#急

需改造
.

因此#土门地区用地特征为%!

$

"主干道两侧用地开发强度低'!

"

"土地利用结构中#道路交通用地&

公共绿地的面积比例偏低'!

D

"区域内存在大量城中村&棚户区用地!图
"

"'!

!

"用地开发模式以沿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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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门地区城中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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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模式为主
.

".$

!

交通特征分析

土门地区道路网骨架已基本形成#现状道路用地面积约

"&!

平方公里#占建设用地面积约
$DF

#与国家规范值!

$CF

!

"#F

"尚有一定差距!图
D

"

.

道路交通系统现状存在问题有%!

$

"城市支路严重不足
.

区

域内现状工厂企业内部道路没有承担城市道路功能#造成规划

范围内城市支路网密度较低#交通量集中于仅有的几条交通干

道#疏散不畅
.

!

"

"已有道路技术标准不高#等级偏低
.

规划范围

内除西二环&枣园路已经按照规划断面实施完毕#其余大部分

城市道路存在路幅分配不合理&机动车道较窄&机非混行以及

图
D

!

土门道路分布现状

I(

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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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棚户及商业挤占道路等情况
.

因此#土门地区交通特征为%!

$

"交通出行需求强度大'!

"

"

道路面积不足#路网密度低'!

D

"交通混杂#相互干扰大'!

!

"自行

车&步行环境差#安全得不到保证'!

C

"公交车拥挤&速度慢&准点

率低'!

E

"交通量主要集中在几条主要干道上'!

B

"车辆无序停

放#严重干扰道路动态交通运行秩序
.

D

!

土门地区旧城更新
6̀ [

规划思路

土门片区更新改造规划定位为%以棚户区改造为契机#建设

大西安商业副中心#是集居住&商务贸易&文化休闲&创业产业等

多功能为一体#展示汉唐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时代特征的城西核

心区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深入研究
6̀ [

模式和对地区现状详

细解读的基础上#在此次片区改造规划中尝试引进了
6̀ [

理论
.

#.!

!

(以点连线$以线推面)

土门地区
6̀ [

规划思路为+以点连线#以线推面,

.

首先#通过对主要公交站点周边用地结构的重新梳理#提高土地开发的强度#创建以站点为中心集

办公&住宅&商务&商业等多功能在内的土地混合开发模式#营造和修建公园&绿地等大量开敞空间#打造

区域高质量综合服务区(

!

)

'

图
!

!

街区式开发模式示意图

I(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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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增大步行道宽度并设置街道绿化及城市家具#创建良好

的步行空间环境及行人导向设计#以商业步行街的形式连接相临商

业中心#达到步行空间延续的目的'并且推广街区式开发模式#在营

造良好的商业购物环境及商务办公环境&提高街区内部有限土地资

源的利用效率&合理解决城市交通与内部街区交通的矛盾&营造有

序的城市总体空间形态!图
!

"

.

最后#+

6̀ [

,内部的道路系统尽量采用方格网形式#避免迂回

曲折的道路线形#不鼓励采用汇集道路集中交通流的做法#转而采

取短捷直接的联系道路!

T/++739/2

"的形式为各个功能区之间提供

便捷地联系#同时为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也

为小汽车的使用者创造多种选择的路线(

C

)

.

#."

!

地铁两侧的用地布局

D.".$6̀ [

规划原则

!

$

"保护生态环境带#留出高质量的公共空间#使公共空间成为周边建筑导向和邻里生活焦点(

E

)

.

!

"

"混合多种类型的商业&多种密度和价格的住宅#引导城市生活和居住的多样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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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创造便利的步行线路#建造适宜步行的街道网络#将各居民区建筑连接起来
.

!

!

"布置公交站点&出租车停靠站&服务设施
.

!

C

"鼓励在交通走廊的沿线#实施填充式开发及再开发
.

D."."

!

本区规划

!

$

"地铁一号线的大庆路段应保持原有道路中央绿地#并使其提升为高质量的城市公共空间#更好

的服务于周边居民!图
C

"

.

!

"

"大庆路段道路两侧现有的商业不足以承担
6̀ [

赋予的商业价值和大庆路在土门商圈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建议重新考虑道路两侧的商业形式与规模#以可达性强&有活力的步行界面为主导'道路沿

线的住宅形式较单一#可以引入不同强度不同定位的房地产开发#以增加多样性
.

!

D

"地铁一号线的枣园路段应将道路两侧绿化带与建筑功能紧密结合#使公共空间有效的为道路两

侧的商业和居住服务
.

!

!

"枣园路段目前没有成规模的商业氛围#应考虑在道路两侧布置连续的有活力的商业带
.

!

C

"在道路两侧
G##N

步行范围之内#为居民创造适宜步行的线路#将各居民区与有活力的道路两

侧商业带便捷的联系起来
.

#.#

!

地铁站点周边的用地布局

土门地区规划有三条轨道交通线路通过#拟在区内共设置
H

个轨道站点
.

其中#汉城路站为枢纽型

站点#其余站点均以居住型站点为主
.

结合此次土门片区更新改造#对
H

个站点周边用地依照
6̀ [

理

念重新进行安排#力求取得土地收益及轨道交通运营效益的双赢
.

D.D.$

!

6̀ [

规划原则

!

$

"以站点为中心&以
!##

!

G##N

!

C

!

$#N(+

钟步行路程"为半径建立中心广场或城市中心#鼓励

混合功能#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为一身的混合功能#使人群充分利用公共交通(

B

)

.

!

"

"鼓励与运输相关的功能!居住#办公#教育#零售#服务#公共建筑"'抑制与交通无关的功能!仓

储#展销"

.

!

D

"提高开发地块建筑密度#车站附近建筑密度最高
.

!

!

"在车站附近布置公交站点&出租车停靠站&服务设施
.

醒目的照明&景观&标识#为站点设置视线

廊道
.

!

C

"设置便捷的停车点#避免大面积停车场
.

D.D."

!

本区规划

!

$

"以站点为核心#建立混合功能的中心片区
.

以各站点的不同现状#作如下分析与建议!图
E

"%

*.

西稍门站%可结合教育用地#建立集文化&工作&科技&居住为一体的混合功能区
.

Y.

劳动路站%结合现有大规模的居住#完善商业&文化&配套设施#使其成为较独立的
6̀ [

片区
.

图
C

!

土门地铁一号线两侧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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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土门地铁一号线站点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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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沣惠路站%可结合丝绸之路群雕与街心公园#发展周边文化型的居住片区
.

>.

汉城路站%结合客运站#创造+无缝连接,的交通枢纽#以及周边完善便捷的商业环境
.

!

"

"抑制与交通无关的功能
.

例如#沣惠路站北侧#现为高压电器研究所#在
6̀ [

核心区占很大面

积#考虑使该厂的沿街面积减小#弱化其在
6̀ [

中心的位置
.

阿房路站东侧大面积的仓储用地#亦可考

虑转变用地性质
.

!

D

"提高
6̀ [

中心的开发强度#车站附近开发强度最高
.

#.$

!

土门地区
6̀ [

实施建议

6̀ [

模式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存在实施上的瓶颈及经验不足等问题
.

因此#根据土门片

区用地&交通发展状况以及上述规划思路#在该区更新改造中实施
6̀ [

模式作如下建议(

G

)

%

D.!.$

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一体化

在制定片区更新改造规划的过程中不应以单项规划的方式分别完成#之后再加以+综合,#更不能于

土地利用规划完成之后再进行交通+配套,规划
.

只有做到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一体化#才能充分展现出

6̀ [

模式带来的发展优势
.

D.!."

!

注重土地利用和交通建设中的政策导向性作用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土地利用和交通建设需要明确的政策导向#不能完全市场化&自由化
.

合理的规

划方案关键在于实施#政府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方案的实施#对城市区域

发展进行引导#使城市按照规划的形态发展
.

具体来说#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城市宣传活动和旧区更新

工作的开展'掌握开发时机#控制开发规模'为符合地区发展目标的企业&单位入驻提供优惠条件
.

D.!.D

!

土地混合开发和城市设计

包括办公&住宅&商务&商业等多功能在内的土地混合开发#将大大提高土地开发的效益'公园&绿地

等大量开敞空间的营造和修建#对于地区环境的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精心的城市设计#使旧城历史文

化与现代商务中心有机相融#使人赏心悦目
.

D.!.!

!

在规划和规划管理中导入经济手段

在政策导向的同时#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对旧区更新改造作用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

政府提供启动

资金#利用发展住宅&工业&商业&物业等所获得的收益滚动发展#有效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

在提供了完备

的公共交通设施以后#区域形态的改变和土地利用的变化将通过市场的自主选择体现出来
.

良好的市场

运作也是
6̀ [

模式能够成功实施的基础之一
.

D.!.C

!

突破行业界限!发展联合经营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旧区更新改造规划项目#公共交通社区非常强调各子项目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

步行系统和公共交通方式的支配地位
.

主干公共交通走廊与房地产开发&公共汽车支线以及商业&娱乐

等相关设施的相互配合是保证
6̀ [

模式成功的关键之一
.

因此#在城市旧区建设公共交通社区#必须

打破部门管理的界限#跳出经营范围的框框#探讨联合开发的途径#使共生互利性的项目得以联合开发

和经营#最终将区域土地利用形态朝着更有利于公共交通服务的方向发展
.

高质量的居住环境#便利的

交通条件也将对吸引外来投资和企业单位的进驻起到重要作用
.

D.!.E

!

努力提高公共交通设施服务水平

大运量公共交通的引入#常规公交线路的深入以及良好的换乘条件将为地区更新注入新的活力
.

在

城市旧区#重要公共交通方式的服务质量普遍不高#这种状况成了限制公共交通社区发展的瓶颈
.

因此#

提高公共交通设施系统的服务水平也是城市旧区发展
6̀ [

模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

!

结
!

语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城市旧城改造任务艰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对中国城市建设来

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由于
6̀ [

在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缓解交通拥堵&促进城市综合发展等方面体

现出来的强大优势#其发展已成为解决我国目前交通问题及实现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

在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公交导向的城市建设将会为城市寻得更合理的发展格局#为城市的交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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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城市旧区更新改造规划中的探索



提供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值得在我国推广和实施的城市发展模式
.

对
6̀ [

模式的探索也将为我国

的城市发展开辟一条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综合发展&优化土地资源利用&保护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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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U=KV18U.62*-7;>7N*+>*+>947D[M

%

>7+M(9

L

#

>(-72M(9

L

#

*+>>7M(

J

+

(

%

)

.62*+M

@

/29*9(/+

7̂M7*234]*29[

%

62*+M

@

/29*+>=+-(2/+N7+9

#

$HHB

#

"

!

D

"%

$HHA"$H.

(

D

)

!

吴黎明#王
!

栋#赵
!

筝
.

当前
6̀ [

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策略研究(

%

)

.

安徽建筑#

"#$$

!

C

"%

HA$D.

P,K(AN(+

J

#

P18a[/+

J

#

iO1̀ i47+

J

#

647<92*97

JL

7̂M7*234/06̀ [V/>7[7-7;/

@

N7+9(+947T:227+9T4(A

+*

(

%

)

.1+4:(1234(9739:27

#

"#$$

!

C

"%

HA$D.

(

!

)

!

王晓原#苏跃江#单
!

刚#等
.

基于
6̀ [

模式的城市土地利用研究(

%

)

.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AE.

P18a'(*/A

L

:*+

#

<,X:7A

e

(*+

J

#

<O18a*+

J

#

79*;.<9:>

L

/0:2Y*+;*+>A:M7Y*M7>/+6̀ [N/>7

(

%

)

._+M9(9:97

/0_+97;;(

J

7+962*+M

@

/29*9(/+

'

<34//;/062*00(3*+>?74(3;7=+

J

(+772(+

J

'

<4*+>/+

J

,+(-72M(9

L

/06734+/;/

JL

'

"#$#

!

"

"%

$AE.

(

C

)

!

夏胜国#曹国华
.6̀ [

模式下的城市公共交通枢纽设计方法研究(

%

)

.

城市发展研究#

"##G

!

<$

"%

DCADG.

'_1<47+

J

A

J

:/

#

T1̀ a:/A4:*

#

<9:>

L

/0[7M(

J

+]2/37>:27M/0,2Y*+]:Y;(362*+M

@

/29*9(/+<9*9(/+P(949476̀ [

V/>7

(

%

)

.,2Y*+<9:>(7M

#

"##G

!

<$

"%

DCADG.

(

E

)

!

李
!

妍
.

基于
6̀ [

的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

)

.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

"##G

%

!A$B.

K_X*+

#

<:M9*(+*Y;7V*MM *̂(;62*+M(9\*M7>/+62*+M(9À2(7+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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