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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商业街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民们进行购物、休闲、

娱乐与交流等诸多城市公共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城市活力的策源地。城

市商业街区在集聚城市人气、发展城市经济与展现城市面貌等诸多方面都起着十

分显著的作用，对于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有许多商业街区人气旺盛、充满魅力，

但也有不少商业街区人气寥落、经营惨淡。本文试图从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影响

因素入手，结合大量相关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尽可能的总结归纳出城市

商业街区活力的营造方法与策略。 

首先，在对城市商业街区及其活力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

外城市商业街区的发展历程做出简要的阐述，对商业街区的活力问题进行初步的

分析。  

其次，结合北京、上海、宁波、苏州、新加坡等多座城市的大量实际案例对

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选址与交通、空间与景观、经济与文

化等诸方面分别总结归纳出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营造策略。 

后，以上述分析结果为基础，对厦门中山路商业街区活力的特点进行了探

讨，认为其现有的优势主要在于区位、交通、界面、尺度及文化等方面，同时也

指出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商业街区；活力；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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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public space, commercial district is the 

space for the citizens to carry out public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shopping, 

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urban vitality. 

Urban commercial district is very important to cit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gathering 

urban popularity, developing urban economy and showing city image. What’s more, 

urban commercial distric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a city or even a 

region. 

When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 rapidly, many commercial districts 

are full of popularity and fascination, while the others are desolate and blea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s vital for the commercial 

district’s pulse, and do analysi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actual cases, so as to 

summariz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creating a vibrant commercial district as 

much as possible.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evant research about urban commercial 

district and its vitality cre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review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 commercial district, and condu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ercial district.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commercial district’s vitality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actual cases, which refers to Beijing, Shanghai, Ningbo, Suzhou, 

Singapore and other cities, and it generalizes the strategies of creating the vibrant 

commercial district from the aspects of site selection, transportation, space, landscap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 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tality of Zhongshan Road commercial district in Xiamen, and considers that its 

main existing advantage lies in the location, transportation, interface, scale,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inadequacies of the status 

quo, and proposes appropriat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commercial district; vitalit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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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集中体现了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

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

多的人在城市中生活。目前“世界上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据估

计这个比例在 2050 年前就会上升到 75%”。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商业街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民们进行购物、休闲、娱

乐与交流等诸多城市公共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

支撑平台，也是城市的精华所在。商业街区在集聚城市人气、发展城市经济与展

现城市面貌等诸多方面都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对于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发

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一个城市的商业街区是否优

秀、是否充满活力反映了这个城市是否优秀、有否充满活力。许多著名的城市商

业街区，如香港的旺角与铜锣湾、台北的西门町与信义计划区、北京的王府井与

三里屯、上海的南京路与新天地，都成为其所在城市的地标与城市魅力的象征（图

1-1、1-2）。  

但在这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规模的迅猛扩

张和机动车数量的飞速增长，高楼大厦和宽广大道逐渐成为了城市现代化的标志

                                                        
①杨•盖尔 著. 欧阳文,徐哲文 译. 人性化的城市.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P214 

 
图 1-2：台北西门町夜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1-1：香港铜锣湾夜景 
图片来源：http://article.kdslife.com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城市商业街区的活力营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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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表（图 1-3）。汽车成了建构与影响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甚至日渐成为街道

的主角，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商业街区作为市民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平

台的角色，进而抑制了本应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而一些城市商业街区由于在交

通组织、空间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不恰当的处理，更致使其人气低落、缺乏活

力，无法起到其作为城市重要元素所应发挥的作用，给整个城市健康、可持续的

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图 1-4）。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当前，我们正处于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阶段

（图 1-5）。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传统商业街区面临更新改建，更多新兴商业街

区纷纷拔地而起。在这庞大的建设过程中，虽然不乏优秀的成功之作，但是同样

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例子，暴露出许多问题。一些商业街区设计粗糙，漠视尺

度与配套，也缺乏应有的在地特色与

针对性，无法体现出应有的“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一味的盲目追求商

业街区的建设规模与速度而不注重对

其活力的营造，必然导致表面看似繁

华的商业街区人气衰败、经营惨淡。 

以厦门为例，作为莲坂商业区核

心之一的明发商业广场尽管号称“地

 
图 1-4：缺乏人气的某城市商业街区 

图片来源：http://www.wuhuhl.com 
图 1-3：汽车日渐成为街道的主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1-5：繁忙的城市建设 
图片来源：http://www.rjsy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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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城市中心旺地”拥有较好的区位条件，但由于其西向与南向分别被车流量极大

的城市主干道嘉禾路与莲前西路所隔，导致人流往来不便，再加上其内部交通流

线复杂、岔口较多容易迷路等原因，从 2007 年开业至今仍有部分铺面闲置，人

气不足（图 1-6、1-7）。又如地处厦门老城核心的中山路商业街区，尽管总体来

看拥有着较高的人气与知名度，但同样也出现了街区活力不均衡、部分商业空间

人气惨淡的情况。 

城市商业街区是城市重要的构成元素，是城市生活中经济、文化与社会交往

功能的重要承载体，也是城市活力的策源地。城市商业街区不同于一般的单体建

筑，一旦失败，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购物、休闲、娱乐等活动的需求，还会对社

会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因此，针对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影响要素与营造策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

究，对于提高城市商业街区的活力与品质乃至创造优秀而富有魅力的城市公共空

间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研究也可为当今城市商业街区的建设实践提

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对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3 相关概念界定 

1.3.1 城市商业街区的概念 

“街区”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城市中的某一片区域”，在

英文中则基本与 “district”或“block”相对应。在本文语境下其主要是指由若

干街道与广场所构成的一片区域，而“城市商业街区”就是城市中商业网点相对

 

图 1-6：被两条城市主干道所隔的明发广场 
图片来源：http://www.soupu.com 

图 1-7：人气不足的明发商业广场 
图片来源：http://www.5boo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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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密集，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集中、交易频繁的区域，是保证商贸流通业与旅

游观光业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商业街区多位于一个城市的市中心或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地段，通常

以全市性的大型综合性商店和大型购物中心为核心，配合以几十家乃至几百家综

合性或专业性的商业店铺组成。商业街区的特点是商铺集中，规模、种类齐全，

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需要，向消费者提供较为充分的商品选择余地，同时其

空间环境及附属设施也是市民们进行休闲娱乐及社会交往的场所。部分著名商业

街区除满足其所在城市市民的需要外，还在外来消费人群的心理上占有特殊地

位，使其不仅具有一般的商贸休闲功能，也具有旅游观光的功能。 

 

1.3.2 活力的概念 

“活力”的基本含义为“旺盛的生命力”，也包含了“事物得以生存、发展

的能力”的意义。活力所对应的英文为“Vitality”“Activity”“Energy”等，可

见其在英文语境下是一种生存、发展与不断更新创造的能力。 

 

1.3.3 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概念 

“城市商业街区的活力”即是指城市商业街区的生命力， 这是基于把城市

商业街区乃至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认识。丹麦著名建筑师杨·盖尔在其著

作《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中提出，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正在于身处其中的人以

及人们的活动，可见人的生活与行为是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源泉。 

对于城市商业街区来说，其商业活动氛围的提升需要依赖于人们的活动，同

时人们的活动也要以街区作为载体。可以说，活力是评判一个商业街区成功与否

及优秀程度的重要标准。富有活力的城市商业街区必然是人气旺盛、商业以及休

闲社交等其他各种活动频繁发生的场所。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从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影响要素入手，并结合相关的大量实际案例进行

分析研究，从而针对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营造总结归纳出一些设计方法与指导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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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论文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研究。在对城市商业街区及其活力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的基础上，对中外城市商业街区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的概述，对商业街区的活力

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第二部分：实证研究。结合大量的实际案例对城市商业街区活力的影响要素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富有活力的城市商业街区的营造策略。 

第三部分：应用研究。从富有活力的城市商业街区的特性出发，以厦门市中

山路商业街区为例对其现有活力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阅读与整理，了解有关城市商业街区的

研究现状，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拟定本文的研究思路。

并且，通过查阅文献，可对个人无法独立完成或缺乏条件的相关调查进行间接性

的分析研究，从而得以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总结。 

（2）实地调研法 

研究需要以事实作为基础。通过对选取的研究实例进行实地调查可以掌握到

直接、 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可为认识事实与分析思考提供可靠的依据，从

而得出结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走访了北京、上海、宁波、苏州、厦门、台

北等多个城市的代表性商圈，获得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更对相关商业街区的活力、

氛围及文化有了亲身的体验与感受。 

（3）对比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横向与纵向分析比较，有助于发现和探索解决问题的

方法。每个城市商业街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存在着源自社会、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在研究中不能单纯从某一案例中得出结论，而必须

结合多方面的案例，通过比较与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得出营造城市商业街

区活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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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研究框架 

如下表所示(表 1-1): 

 
 

 

表 1-1：研究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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