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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中步行系统与城市更新

1.1 空中步行系统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急

剧增长，用地愈发紧张，传统的二维平面式交通组

织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对于多元化、复合化空间

的需求。面对城市交通拥挤、空间割裂等一系列矛

盾，许多城市尝试在更新中建设规模化、体系化的

空中步行系统。空中步行系统是一种独立于地面街

道且基面标高高于地面层基面的城市步行空间，它

是城市步行系统和城市立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1]。其包括的要素有：过街天桥及连接建筑物或

其他城市设施的各种二层及以上的公共步道、平台，

及其与其他层面发生竖向交通联系的楼梯、坡道、

节点、枢纽空间等。

空中步行系统最初以过街天桥形式出现，

功能单一，仅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将人车分离，

且设计简单。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采用标

准的设计导则建造人行天桥，使得那段时期日

本的人行天桥大同小异。20 世纪 60 年代起，

西方许多城市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辛辛那

提市掀起了空中步行系统的建设热潮。此后，

在单一过街天桥的基础上，城市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空中步行系统。

 

1.2 空中步行系统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城市更新是一种城市内部有机生长过程，它

一改以往在增量发展中粗放式的外延扩张老路，更

加注重存量发展，以及城市自身的内涵品质和活力。

作为一种对城市短板的修补过程，城市更新完善了

城市整体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使城市能和谐地有

机生长。

2 空中步行系统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

空中步行系统紧扣城市更新主题，以“城市

纽带”的方式，串联起城市中的不同建筑和用地，

使城市更加一体化。空中步行系统作为平面人行交

通的延伸，其交通功能自然是主要的。然而，随着

城市的发展和各种建筑物功能复合的趋势，空中步

行系统也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不仅“走得通”，

其功能内涵更得到了全面地提升。结合案例调研分

析，我们总结出空中连廊系统在城市更新中有促进

交通立体化、整合城市要素、复合多元功能等作用。

这些作用共同激活了城市内部的生长与活力，实现

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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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促进交通立体化

城市地面基面容量不足和突出的人车矛盾客

观上促发了城市的立体化 [2]。空中步行系统在城市

地面街道网外另形成一套完整的人行交通体系，作

为二维平面交通系统的补充，它大大促进了城市交

通立体化。如何提升高密度城市的生活品质是城市

更新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用地极度紧张的情况

表 1　整合城市要素的三种模式（表格来源：作者自绘）（图片来源：图 1 上海发布；图 2 作者自摄；图 3 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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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成为城市集约化发展的重要策略。

空中步行系统介入交通立体化过程，一方面

通过立体式的人车分离 [3]，能提高步行系统的安全

性，更增加慢行交通的空间层次性，实现步行活动

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空中步行系统通过

重配路权，提升中心区交通效能，疏解交通压力，

推动城市运作和运营效率的提高。

2.2 整合城市要素

整合是梳理系统内各个要素存在的联系，并

建立要素间的功能联系。城市更新与城市有机生长

相呼应，地面路网像城市的“动静脉血管”输送人

流和车流，空中步行系统扮演“毛细血管”的角色，

与地面路网形成完整的系统，整合城市各要素，让

城市内部有机发展。本文将常见的整合手法总结为：

商业式、商务式和混合式。

（1）商业式

商业式空中步行系统连接地块和建筑内部道

路等要素，并和要素内部的道路一起构成回路，串

联起各要素。它主要用于组织具有开放性的建筑

空间，最典型的如其在商业街区中的应用。当代商

业空间呈现多种功能复合的体验式消费模式，过去

单纯解决单一购物需求的商业空间，已无法满足今

天人们需求 [4]。因此，城市更新需要改善现实商业

空间的问题。空中步行系统的有效介入，实现了当

代商业空间复合化要求，它能将地面以上的城市公

共设施串联起来，保证购物者全天候通行，并能有

效促进商场彼此间的人流激发，聚集商业人气。此

外，商业式能增加商业临街面，从而提升空间商业

价值。上海徐家汇商业圈地处三条地铁线的大型换

乘枢纽，原来跨越相邻的商业综合体，必须经过地

下的“九曲十八弯”。在对其进行城市更新设计中，

用空中连廊打通了各个重要商业综合体，提高商业

空间的可达性，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徐家汇商

业圈的品质（表 1）。

（2）商务式

商务式的空中步行系统通达各城市要素但与

要素内部道路相对独立，但相较于商业式，该方式

更多用于连接相对独立且要求更高私密性的空间，

因为它增加了行人的选择性，减少了人流干扰。并

联式在 CBD 中各办公楼间的运用较为典型。商务

区中不同办公楼权属不同，但通常保持频繁联系，

而同样密集的车流阻挡了楼宇间办公人员的联系。

并联式空中步行系统则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它保留

建筑间直接联系，方便商务人流交换互动，提高效

率，同时相对独立的步行系统更有利于管理。香港

的干若道空中步行系统最初将渣打大厦、怡和大厦

和香港邮政总局联系在一起，最大程度保证了该地

区的信息交换和高效运转（表 1）。

（3）复合式

复合式综合直通化、商务化、商业化、景观化、

地标化等功能，形成整体步行体系，成为城市结构

中的重要元素。日本东京六本木，在 0.19 平方千

米范围内，大量使用坡道、连廊、天桥、平台和屋

顶等转换高差的场所，建设了延绵多个街区商店的

空中步行平台体系，在都市中创造连续高密度的商

业服务群落，构成完整的商业有机综合体，提升整

体的商业价值（表 1）。

2.3 复合多元功能

（1）优化公共空间

城市更新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土地和房屋空

间的利用效率，空中步行系统刚好可以缓解城市中

心容量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城市中心区的活动量

比较大，高密度城市空间往往缺少公共活动空间。

在建筑空间有限、市中心区难以进行大面积规划改

造的情况下，新介入的空中步行系统往往能承担公

共活动功能，也提供了更多的慢行空间，创造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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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的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厦门演

武大桥桥下步行道呈曲线横卧海面姿态，狭长飘逸，

为了缓解狭长带来的单调，合理布置的景观节点为

使用者提供了驻留休憩场地，趣味性强。而且，桥

面视野开阔，成为观望对面鼓浪屿与海景的绝佳平

台（图 4）。 

（2）丰富生态景观

城市更新强调对生态的保护。空中步行系统

自身的生态景观塑造亦是对城市生态保护的贡献。

空中步行系统“公园化”，联系更广阔范围的城市

绿地景观，整合周边城市景观环境，延伸城市生态

空间，这是当代城市更新的一个趋势。韩国首尔中

央火车站旁废弃 20 世纪 70 年代的铁路，长期面

临被拆除的危机。2015 年，在 MVRDV 设计的更

新改造中，重新利用起来的高架桥不仅为市民提供

了便捷的交通，还打造出一条空中生态花园走廊。

从城市的废弃角落转变为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带

动区域的活化。被植物包围的天桥在蔓延的过程中

还衍生出分支，与周边的绿地和公共空间相联系，

推动城市变得更加绿色、友好（图 5）。

（3）塑造城市地标

空中步行系统还能塑造城市地标。首先，空

中步行系统多位于道路交叉口、道路汇集处，大量

人流从此通过，节点作用凸显 [5]。其次，从视觉识

别性上看，当代对空中连廊结构形式的探索使其

造型极具设计感。另外，当代的城市更新和风貌整

合过程中，空中步行系统作为城市景观重要的组成

部分的意识已经强化，它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景观环

境。上海金沙江路人行天桥，桥梁结构以六棱锥体

和十二棱锥体交替构成，体系上形成稳定的结构

体，顶棚出现波浪般的造型，加上夜间独特的照明

设计，凸显了该区域作为商业金融中心的城市空间

意象（图 6）。

结语

宜人的环境、便捷的交通是所有市民的美好

憧憬，但是城市化给城市空间品质带来大量负面影

响。在城市更新中，解决的方法是多样的，而空中

步行系统是优选。空中步行系统摆脱城市更新中需

要面对的用地紧张问题，并有效缓解了日益尖锐的

人车矛盾，另外其作为慢行空间也为城市空间重新

注入了人气与活力。但是空中步行系统并不是万能

的，也不是唯一的策略，它的应用需统筹宏观城市

发展，还需遵循因地制宜、设计美观等原则。

图 4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5　（图片来源：MVRDV 建筑事务所官方网站） 图 6　（图片来源：上海近铁城市广场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