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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文化治理旨在建构起合作共治的主体架构，借助市场与社会等多重机制，发挥社区文化的治理性功

能，建构社群公共性的集体行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处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地位，在社区治理

现代化实践中，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打造更为持久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本文深入分析城市微

更新的背景下成都市Y片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治理成效，思考如何利用文化治理来助推社区现代化治理。

研究发现，提升共治程度、更新治理理念和增强文化认同是社区文化未来治理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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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aims to build up the main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and co-governance, 
exert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multiple mechanisms such as 
market and society, and construct collective actions of community publicity.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
ture helps to create a more lasting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commu-
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Y 
District of Chengd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micro-renewal, and considers how to use cul-
tur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modern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improving the de-
gree of co-governance, renewing the governance concept and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are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s of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rban Micro-Renewal,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我国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公共空间绿化不足、公共

配套设施不完善、空间功能混乱等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及其策

略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为顺应城市有机更新发展需求，积极部署城市微更新

工作。城市微更新策略对于改善初显衰败迹象的社区物质空间环境、激发社区生机和活力至关重要。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把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主要目标。社区作为联系个体家庭和国家社会的纽带，承担微观个体与

宏观政策的对接，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心所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城市

文化是城市设计中核心价值体现，也是城市微更新设计的主要依据，所以，社区文化治理成为城市微更

新背景下的一项重要社区治理内容。 
相对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模式，精准、渐进的城市微更新策略在实现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呈

现出了良好的效果，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城市微更新这一理念最早在国外被称为“城市针灸”，

是由曼努埃尔·索拉·莫拉莱斯(Manuel do Sola Morales)于 1982 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复兴计划中提出，

希望通过关键性“穴位”对城市进行“治疗”，以此来改善城市的整体机能[1]。2001 年，戈登·马塔–

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提出了“反建筑”(anarchitecture)的理念，为自下而上展开城市微更新提供了

方法路径。随着城市针灸的概念逐渐获得认同，世界各地的各类不同实践也相继涌现，大大发展并丰富

了它的实践内涵。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旧城更新研究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开始从物质

更新的单一性研究转向社会人文的综合性研究[2]。吴良镛率先提出有机更新理论，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块

肌理与品质选择不同的更新方法[3]；姜文锦等人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明确了政府、开发商、居民三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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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更新机制[4]；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区的现实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更新策略。城市微更

新这一思想更是在 2012 年“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上被提出后，开始深入城市更新研究领域，引起国

内学者纷纷讨论研究。 
有学者指出，中国旧城更新的本质是促进城市衰败社区再发展[5]。社区更新理念最早源自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政府着手实施的“城市挑战”计划，西方国家的社区更新思想强调政府、开发商、社区及公

众的多方协作，是在社区社会、经济和空间环境等方面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市综合问题治

理[6]。同样，国内的社区更新也注重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维度协调发展[7]。社区微更新的本质

就是社区治理——社区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推进社区发展的持续过程[8]。 
国内的“文化治理”理念最早出现于 1994 年何满子的《文化治理》一文[9]。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治理

的阐释沿袭西方并主要呈现出两种思路。一是将文化视为独立的领域，研究针对文化的治理政策和治理

手段；二是将文化视为治理的手段，思考经由文化如何治理社会[10]。社区文化治理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在文化上最直接现实和极具挑战的前沿领域[11]。现有研究多建议发展社区文化产业，与互联网

平台结合或通过非政府组织，加强居民参与感和社区管理水平。总的来看，学界多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分析应该如何加强主体参与，而较少思考如何迈向民众认可的文化治理。基于此背景下，本文采用“文

化治理”的第二种思路，以成都市 Y 片区的社区微更新实践为例，思考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

社区微更新行动中如何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2. Y 片区微更新实践概述 

2.1. 三师联动的实施 

2018 年，Y 片区提出“三师联动”机制，探索由专业规划师、居民规划师和社工师联合组成的“社

区规划师”团队，面向全球发起“公益规划师”的招募，吸引专业团队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与社区

一起推动社区规划工作。首先，成都市规划设计院联合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共同组建“微更新”工作

小组，向上衔接街道，向下联动社区居民及其他主体。结合居民生活和使用习惯，成都市规划设计院开

发出微信小程序，并策划多次活动拉近与居民的距离，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在充分调研后整合多方意见

和诉求，编制了规划方案。在此过程中，团队发现居民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对于社区事务有着很多建设

性意见，并且大大超越了原本设计院对于社区空间的规划认知。然后，社区居委会与“一介”团队达成

合作，把街区的场景营造跟公共空间的改造相结合，打造了基于残友好元素的、融合性的全人友好空间

——“巷子里”，目前不仅是 Y 片区的一个公共空间，还成为成都民间草根办展览的社区聚集地。最后，

相关街道还提出了“街道建设，群众参与”思想，举办了空间规划的沙龙活动，让老人、儿童、青少年

等不同人群分组讨论如何规划园区，做到居民作为使用者，在提议中参与，在规划中参与，在建设中参

与，以及后续的运营和维护方面的参与。 

2.2. 商业业态的调整 

特色街区应避免同质化，要具有个性及不可复制性，拥有独一无二的体验感。以 Y 片区 X 街区为例，

三十年来该街区经历了文化高地、酒吧街、潮牌服装一条街后，走向了自然衰落，后又因一曲流行音乐

爆火，再次繁衍出酒吧一条街，人流涌动。但急促发展的背后却也面临着商业配套不完善、访客体验感

较差等问题。X 街区的更新模式是一种以商业业态调整为主的街区更新营造模式，负责规划的机构深度

挖掘街区文化核心，提炼出了公共资源置换为公共服务，以及调整消费结构来改变人口结构两个解决方

法。一方面，在充分展现老成都生活游街区的同时，负责机构也考虑到居民需求，对街区的商业布点进

行分类，实现街道的自我引流功能。街区知名度提高，吸引机构不断扎根于此，同时，街区访客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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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街区之间呈现良性循环，机构也乐于孵育街区文化，减少政府的投入。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降

低街区商业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对商户反馈公益活动予居民进行了引导，反哺街区，提升了居民满意度。

该举措充分利用商业的自我复制与自我繁殖能力，提高了街区的商业业态档次，满足了特色街区要求。 

2.3. 多元文化的交融 

Y 片区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片区，在具有开放公共性的同时，能接纳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人，

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内生动力。Y 片区 D 社区的三面涂鸦墙，不同于普通社区的宣传栏，而是由社区青年

志愿者构思，社区老画家带领，社区内孩童创作。儿童也拥有署名权，并且涂鸦墙可以随着表达的主题

变更来进行更新，反应出 D 社区不同人群参与性的多元化。近年来，很多文化团队进入 Y 片区，但是该

地区本土美食店也依然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扎根，真正做到了新潮与朴实融为一体。传统的在地力量和青

年人的自由也在该地区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年轻人生活的同时，老年人也不会失掉自己的安全感，两

方在互相欣赏与互相磨合中共存。 

3. 社区文化治理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策略分析 

3.1. 共治社区理念的营造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 Y 片区社区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始终做到“街道建设，群众参与”，从社区微更

新的工作开展之初，建设目标一直以居民为中心，注重人群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社区通过在居民日常生

活中多遵循的“共享”思想，能够使居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步生发出“共享”理念，搭建“共

享社区”的逻辑前提。在规划与建设过程中，也充分征询居民意见，让居民作为提议者、建设者，始终

参与社区微更新的改造工程中。在社区事务治理中，注重居民参与，尊重居民主体意见，使之在参与过

程中有收获感与认同感，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强化和拓展社区居民在众多方面的“共建”行为，进而达

到“共治”的目的。 

3.2. 志愿服务意识的发挥 

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志愿服务为社区更新的新意与特色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Y 片区以街道办

事处发出的“一个社区书记的梦想”为题，面向全球发起的“公益规划师”招募，与社会组织和专业机

构的联动为 Y 片区的微更新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弥补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专业性较弱等缺点。其次，

在相关机构进行实地调研阶段，又与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一起，联动社区的自组织、院落负责人和兴

趣小组牵头人等社区骨干，共同“搭台织网、望闻问切”。然后，在规划方案确定后，又争取到了各方

捐赠，筹集到项目资金。最后，在荒地改造为菜地的方案实施后，居民收获的蔬菜定期送给困难人群，

将社区群体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志愿服务氛围的营造，让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具有高度社区责

任意识和强烈集体主义精神的公民，为提升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效用提供了基础。 

3.3. 社区文化符号的塑造 

社区居民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社区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

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12]。由此可见，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既包括了特定的地域空间，还包括无形的心

理联系。所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不仅需要使社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而且需要在社区居民之

间、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稳固的情感心理联系。 
在社区微更新的空间规划中，Y 片区不仅兼顾了各年龄段的人群感受，还考虑特殊人群感受，做到

包容性强的全人友好社区。目前该片区已经成为成都最具内生力的活力街区，不断加强着居民对 Y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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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性认识。社区归属感增强能够使得社区居民无论是在面对社区日常公共事务时，还是在偶遇社区

重大突发事件时都能够受到内心归属感的驱使，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治理[13]。 

3.4. 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 

从社区文化建设来看，可以通过构建多重文化空间来吸引社区居民积极参与。Y 片区在进行“巷子

里”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时，其设计理念为：基于具有残疾人友好元素的半开放空间，未来可以推

动示范化运营。其建成效果也十分好，来到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活动与放松身心的居民增加，并实现了成

都民间草根展览的社群聚集。在相关展览中，不难发现 Y 片区早已从一个城市街区，演变为一种共同体，

社会各路人士聚集于此，共同建设。而这样的展览也在向当地居民传递着 Y 片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

了居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吸引更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才来到此处。 

4. 社区文化治理的经验反思与未来改进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现代化也不例外。而所谓社区治理现代化，就是公

民的角色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变为社区治理的主动参与者[14]。这种转变需要公民由内及外，且过程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社区文化治理对于社区治理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社区文化治

理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在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水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启了现代化转型的探索，但仍然存在些许欠缺。比如文化治理方式的

相对落后难以及时回应居民需求和社区文化治理机制仍未与当时当地情形相契合等[15]。Y 片区的社区文

化治理效果在社区微更新工作中充分展现，其主要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4.1. 增强共治程度 

在合作共治模式中，要加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规划师等这类专业人士以及居民等主体

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往街道办事处往往出现很难与上级政府有机衔接，也无法与

日益走向基层群众自治的“服务型社区”进行良性互动的现象。所以街道办事处要承担好“引导者”的

角色，根据相关政策对社区治理工作进行引导，高度重视社区文化治理，不可无故造成社区重负。社区

居委会承担好“赋权者”、“增能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日常的社区治理事务中，赋予居民与社

会组织更多权力，了解居民需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营造和谐信任

氛围，搭建居民参与渠道，保障居民参与权力，完善居民自治。社区规划师、志愿者或者其他非政府组

织承担好“技术员”、“代言人”、“调解者”的角色，做好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提供

志愿服务或技术支撑，畅通居民参与渠道，调动居民参与意愿。社区居民承担好“建议者”、“共建者”

的角色，为社区公共服务共享奠定良好基础。如此，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切实增强

共治程度，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4.2. 更新治理理念 

在加速推动社区文化治理进程中，必须同步推动社区治理理念的更新。正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作为社会治理细胞的社区治理亦是如此，治理理念主要围绕在对于居民的重视上。

具体来说，一是实现居民幸福生活需要，二是解决居民现实利益问题。在 Y 片区微更新的实践中，不仅

平衡了社区各主体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而且还满足了社区居民多元且多变的需求，既注重吸引商户扎根

街区，形成新业态，增加原有居民收入，又注重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生态需求，保留原有社区形态。此

外，在治理过程中还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治理决策上注重居民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在治理效

果评估中保障居民的监督权和反馈权，从而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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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增强文化认同 

一定程度上来说，当社区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时，社区治理会呈现出积极态势。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

建立在社区居民对社区高度认同基础之上，文化认同是社区认同的重要支撑，是社区认同的核心。所以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展特色社区文化建设，避免社区文化千篇一律或者是仅仅停留在群众自

娱自乐的表面层次，以深化社区文化认同。为此，要高度重视社区公共文化基础性设施与空间建设，积

极开展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例如志愿者服务活动、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济贫济困活动、公共性文

体活动等具有特色并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文化活动。不仅要做到文化乐民，还要做到文化富民，培育社

区文化产业链，真正提升和深化社区认同，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共同推进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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