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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研究在学习借鉴城市规划评估的

框架、内容与方法基础上，以历史文化

风貌区保护规划为对象，基于相关文献

综述，归纳总结提出基于编制需求的系

统评估、基于规划实施与日常管理需求

的局部评估、基于规划技术方法提升的

专项评估与综合上述两种或以上导向的

综合评估四种评估类型。以“现象——

问题——原因——策略”为逻辑主线，

提出评估方法的“五个结合”。研究以衡

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对

上述方法进行实践应用，并分析总结提

出规划衔接、技术完善、实施机制、动

态监测等方面的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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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Evaluating Conserv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in Historic and Cultur⁃
al Areas——Taking Shanghai Hengshan Road-Fuxing Road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 as an Example
ZHOU Jian, GE Yan, ZHANG Kai, TANG Qunqun, YE Yu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framework, content, and methods of urban planning

evalu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planning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s, reviews literature, and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that includes systematic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planning needs, partial evaluation based on daily

management needs, specialized evaluation based on technical improvement,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at combines different evaluation types. Follow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henomenon-issue-cause-strateg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five combinations", taking Hengshan Road-Fuxing

Road Historic and Cultural Area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methods, draws conclusion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planning coordination, technical improvemen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dynamic

monitor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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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

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十九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

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总体要求。

1.1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概况

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出“下决心采取最严格

的措施”“实现旧区改造向城市有机更新转变，中心城区从拆改留转向留改拆，以保护

保留为主，拆除为例外”的总体工作要求。

1986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为全国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11月，上海

市政府批准了《上海市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划示》，确定了中心城12个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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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区。200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又批

准确定了浦东新区及郊区32片历史文化

风貌区 （伍江，等，2007）。截至 2017
年，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均已

获得市政府批准。上海的保护规划创新编

制办法，借鉴城市设计的方法，按照分级

分类的管控要求，对风貌区内每一幢建筑

都进行甄别，并在保护规划中明确每一类

建筑的规划管控要求（周俭，2016）。
尽管上海在保护法规、规划管理、

保护实践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

是历史风貌保护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如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仍然

有不少历史街坊被成片拆除，城市的历

史肌理、空间格局和历史记忆也随之消

失。此外，风貌保护项目由于保护要求

高，开发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加上缺

乏必要的财税、产权交易、融资等配套

支持政策，使风貌保护工作在实际操作

面临较大困难，社会各方参与风貌保护

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而在风貌区范围

之内，由于规划编制批复后时间较长，

面临很多新的发展变化，亟需开展系统

性评估，用以指导后续风貌区的保护与

更新工作。

1.2 国外风貌区评估概况

国外的风貌区评估采取了动态可循

环的机制，通过部门常态化监测、年度

报告等形式，对城市发展状况进行及时

更新，并及时调整短期行动计划以适应

下一阶段的规划建设和城市发展中的不

确定性，在保证规划有效性和一定弹性

的同时，承担着监测城市发展方向和水

平的功能，对于长期发展动态和长远问

题的把握较为有利。

英国的保护区规划在规划体系中作

为衔接法定与非法定文件、保护控制与

项目开发的中间环节，保护区评估

（conservation area appraisal）是保护区划

定、边界变更及其后续管控政策制定的

依据和基础，通常以 5年为限，由地方

规划机构组织编制，鼓励公众参与。以

《2012年格拉斯哥历史中心区评估报告》

（图 1）为例，评估十分注重考察“保用

平衡”，通过建筑空置率、场所使用效

率、活力度等指标测度保护区内建筑、

场所的使用情况，并基于调查内容提出

空置建筑使用优惠、缝隙空间再开发等

活化利用的激励措施 （肖竞，等 ，

2020）。法国的保护区规划具有一规到底

的特色，在规划体系中兼有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功能，法定地

位明确，直接指导保护控制和开发建设。

其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由法国文化部

建筑和遗产司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等进

行评估与修编。如波尔多保护区每年举

行至少三次的有关部门、专家的座谈会，

对人口方面和历史文化的优越性进行总

结，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进行宣传和交流；

里昂保护区规划要求每两年进行一次评

估，在评估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王红

卫，等，2018）。日本京都市会根据现实

情况每年更新保护区的评价对象和内容，

还会参考执行情况和评价反馈信息对规

划进行相应调整，并以年度《评价报告》

的形式翔实记录具体情况，统筹协调各

个部门工作，形成了评价反馈——调整

落实——再评价再反馈的工作闭环（张

靓，等，2019）。

1.3 国内风貌区评估概况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实施评估

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规划建设理论和实

践，直到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颁布实施十余年后，对保护规划实施

的评估工作才逐渐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

重视。目前，虽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

架和系统的科学方法，但各界人士都作

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从最初借鉴

总规评估框架和内容，针对规划的实现

度的评估扩展到效益评价，关注实施过

程与利益主体参与模式。随着新城市科

学 （New Urban Science，即依托计算机

技术发展和多源城市数据，运用量化分

析与数据计算途径来研究城市）的兴起，

近年来开始利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评估，

不仅带来技术层面的更新，而且通过技

术的提升引发思维方式的变革，使评估

数据表现更为直观、分析角度更为多元。

2 国内保护区规划评估的主要类

型与方法

历史保护区规划实施评估是规划评

估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相对要素多且

较为复杂的一种类型。城市规划评估的

框架、内容与方法值得历史风貌区规划

评估学习借鉴。评估类型与框架方面，

学者对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总

结提出，评估类型可以分为蓝图式方案

评估、实施过程评估 （过程的动态监

测）、规划绩效评估三种；评估方法有两

大发展趋势：从理性评估到交互运用、

定性判断和定量测评的交互运用（周珂

慧，等，2013）。陈悦提出“实施效果评

估——实施过程评估——改善策略＂的

整体框架 （陈悦，2019）。数据应用方

面，北京城市体检明确了各区各部门报

送数据信息制度，建立了多源数据实时

更新和动态监测的机制 （石晓东，等，

2019）；通过整合“居民活动——社会经

济——建成环境”的系统综合评价、城

市空间运行模拟分析、要素流网络分析

以及系统协调分析等空间模拟和评价方

法，构建由数据整合到技术协同，再到

多元主体合作协同参与的城市规划评估

总体框架（席广亮，等，2017）；评估方

法方面，肖竞，曹珂从物质空间修复、

社会经济治理、定量评测分析三方面系

统梳理了街区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技

图1 空间状态评价图（左）和保护范围变迁图（右）
Fig.1 Open space condition(left); History of the Glasgow central conservation area(right)

资料来源：https：//www.glasgow.gov.uk/CHttpHandler.ashx?id=10838&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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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肖竞，等，2017）；针对城市空

间的评估方法非常多元，包括过程比较

法、估值法、模型评估法、权力利益分

配评估法（王一名，等，2016）；从空间

规模、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等三个方面，

采用城建实测和规划日常管理数据，基

于城市GIS技术平台，通过立体维度的

考量和空间增长差异性分析，定量评估

空间规划目标在一定时限的实现程度，

以及各目标实现程度在空间分布上的差

异（黄珍，2014）；黄勇等采用“社会网

络模型”（SNA），基于社会关系数据，

借助 ucinet软件，构建出社会网络模型

（黄勇，等，2018）；政策评估方面，袁

也提出针对单项政策实施环节进行分析

的纵向式评价思路，分别从政策转化、

政策行动和政策效果等层面进行纵向式

的调查和分析的方法（袁也，2014）。
本文在上述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

出基于立题目的维度的评估四种类型。

2.1 编制导向：基于规划编制需求的系

统评估

作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

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将作为国土空间规划

的重要组成内容，纳入到整体规划成果

中，而以历史文化风貌区为评估对象开

展的专项研究，将为在编国土空间规划

提供专项支撑，为后续风貌区整体规划

修编提供技术依据与参考思路。这一类

的评估除了现状评估外还大致涵盖了规

划编制成果体系、规划实施绩效、实施

环境机制等范畴，总体上较为系统。

如台州市路桥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

规划从保护原真性和完整性、社会发展

的延续性两方面对原规划编制成果体系、

规划实施绩效和实施环境机制进行评估

以指导下轮修编（任凌奇，2018）；磁器

口历史文化街区的原保护规划实施效果

和主要现状情况评价为新一轮保护规划

编制工作与实施决策提供方向引导与数

据支持；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实施评估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现

实与预期目标的偏差，从而为下一步规

划的修编提供依据（魏樊，2013）。

2.2 管理导向：基于规划实施与日常管

理需求的局部评估

在上海现行的历史风貌保护管理体

系中，规划、文物、房管三驾马车并行

各司其职，日常对于管理的各类需求有

赖于已编制批复的法定规划，但是由于

已批复年限较长，实施中各个风貌区已

发生了较多变化，故基于日常管理需求

的评估研究的开展就十分必要，如作为

市级主管部门每年针对各区年度考核依

据、规划区规划调整技术指导依据以及

风貌区建设项目审批依据、风貌管理的

政策机制完善等，都需要动态更新的规

划技术支撑。

这一类评估往往以规划实施与日常

管理中的难点或痛点为切入口，如徐继

荣为促进风貌区保护规划管理方法的改

进和完善，按照规划目标符合性、技术

内容符合性、实际实施效果 3大类对衡

复风貌区的高度控制方面进行评估（徐

继荣，2014）；刘芬菲等为福建省街区发

展提供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从文化保

护和街区空间入手，构建了保护开发绩

效评价体系（刘芬菲，等，2020）；苏州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评估从使用者的角度

出发，对保护规划实施过程（规划编制、

物质环境保护、保护模式、运作机制、

街区实施效果）和街区的利用（商业利

用、不同群体使用）进行评估（张广汉，

等，2016）。

2.3 研究导向：基于规划技术方法提升

的专项评估

为提升风貌区规划技术方法，对风

貌区某个专项领域开展的评估研究，如

城市活力、建筑保护、城市健康等，可

以针对某个具体专项领域开展规划实施

效果评估研究，针对突破已有规划、产

生负面影响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剖析

产生的原因，提出后续规划技术完善的

具体建议。

单瑞琦等以上海历史街区为例，确

定适宜的评价模型，从经济活力、社会

活力、影响活力的更新模式差异三方面

进行比较研究（单瑞琦，等，2021）；杭

州市中山南路历史街综合保护工程实施

完成后开展使用后评估，以此作为历史

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的典型案例进行

研究（廖源，2011）；湖北省历史文化街

区评估基于《湖北省历史文化街区划定

标准》调研工作，在横向维度上进行总

体评估，分析全省历史文化街区地区差

异及特征，探究总体保护策略（严山艾，

2020）；霍晓卫等运用腾讯位置大数据、

大众点评兴趣点等互联网大数据对城市

活力进行评估（霍晓卫，等，2018）；徐

敏等对广东省16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

文化传承、城市功能优化、产业转型升

级、人居环境改善、创新氛围营造进行

评估研究（徐敏，等，2019）；还有学者

从健康视角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评估研

究，构建历史文化街区健康评估体系

（李建华，等，2020）。

2.4 多维导向：基于上述两种或以上导

向的综合评估

在实际的风貌区评估中，往往会整

合上述两种或以上导向与需求开展。如周

珂等对衡复风貌区徐汇片区的评估方

法的探索中，就结合管理导向与研究导

向，提出“符合度+多方综合反馈”的实

施评估方法，而且在后续的评估工作中

可以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深度要求的

不同进行内容上的拓展。近年来基于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所生成的大数据，为

历史街区保护利用状态的全面把握与动

态监管带来了新的思路，提供更多维

的观察视角和更全面的规划依据，形

成指导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实施的工作

方案。

本次评估工作就是一次基于管理与

研究导向的综合性评估，同时应用了大

数据等新方法，评估过程中兼顾后续的

规划技术标准完善、管理实施需求与专

业领域的前沿研究，形成的研究结论一

方面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指导后

续的技术标准完善，同时也将为风貌区

的规划实施和动态监测提供参考。

3 衡复风貌区保护规划实施评估

方法思路

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以

下简称“衡复风貌区”）是上海市中心

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中面积最大的

一处，风貌区范围与近代上海法租界西

区基本一致（沙永杰，2018），总用地面

积7.75km²，涉及徐汇、黄浦、静安、长

宁 4个行政区，里弄住宅、花园洋房高

度集聚，是海派文化的集中代表地区。

2004年 10月《上海市衡山路-复兴

周 俭 葛 岩 张 恺，等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实施评估类型方法研究与实践——以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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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获市政府

正式批准，衡复风貌区成为上海市第一

个依据保护条例编制并实施保护规划的

风貌区，“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就由此确

立。本次评估作为2004年保护规划公布

实施后的首次总体评估，对上述评估中

的对象进行筛选，在评估框架体系上充

分借鉴了周珂等（2017）对衡复风貌区

徐汇片区在规划的编制、调整、深化、

落地、实施影响进行过程和结果评估的

框架和指标，但在社会发展评估、主要

实施成效方面得益于大数据，在深度和

广度上都有所提高（图2）。

3.1 研究逻辑：现象——问题——原

因——策略

研究按照“现象——问题——原

因——策略”的研究思路与逻辑展开，

通过比对风貌区现状与规划的差异，

阐述风貌区物质层面及非物质层面发

生了哪些变化，分析变化是正向的还

是负向的，研究正向变化的原因以及

其与保护规划的相关性，同时重点分

析负向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归因于规

划编制还是规划实施。若归因于规划

编制，提出后续保护规划技术完善的

建议；若归因于规划实施，则提出政

策机制完善的建议。

3.2 双重导向：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

结合

一方面，本次评估从匹配上海“卓

越的全球城市”发展目标的高度，对标

其他国际文化大都市，从文化发展、空

间品质的角度评估现状短板并提出优化

建议。研究对巴黎、纽约、京都、博洛

尼亚等城市案例进行充分解读，提取了

其中对日常管控起重要作用、并对衡复

风貌区未来实践有参考价值的具体政策

及经验，作为研究附件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评估工作高度聚焦基层

管理，大量走访街道社区和职能部门，

了解风貌区日常管理中的问题和缺漏，

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和管理诉求。例如

各类街道设施风貌的精细化管控问题、

基层风貌保护管理的监管问题、居住类

公有产权房的合理使用问题、非公有产

权房的合理修缮和使用问题、社区人口

老龄化需求问题等。

3.3 评估对象：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

评估相结合

3.3.1 物质要素：风貌区物质空间规划

符合度评估

从“面”上来看空间肌理符合度，

保护规划对风貌区的空间肌理起到了有

力的管控作用，空间肌理的保存度达

90%以上，空间肌理基本稳定，风貌区

中越来越多的建设行为趋向于微更新。

85.6%地块的用地性质符合规划，规划

外实施主要为补充社区服务设施或文化

设施等公益性用途（图3）。
从“点”上来看建筑的保护与保留，

保护规划实施15年以来，建筑保护升级

方面有了很大提升，保护要素占地面积

提高了80%。同时也出现2处保护建筑拆

除（建业里东组、巨鹿路888号）、11处
保留历史建筑拆除、18处一般历史建筑

拆除（图 4）。优秀历史建筑形成了四级

修缮等级，基本上保证 10年一轮大修。

修缮主要涉及外观立面和关系民生底线

的公共厨卫等，未涉及到结构体系的加

固，更难以实施成套改造。

研究基于抓取的街景，参照剑桥大

学研究人员开发的街道立面评价算法，

开展建筑及街道立面新旧情况（mainte⁃
nance quality）的定量化评估，识别提出

需要修复的建筑和路段。在获取了大规

模建筑色彩之后，运用 SVM支持向量机

算法，结合周边建筑色彩及整个区域建

筑主导色，以建筑为单元开展建筑色彩

和谐度判断（图5）。
从“线”上来看道路与公共空间的

规划实施，保护规划中的拓宽道路基本

未予实施，但轨道交通发展迅速。随着

多条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不仅在风貌品质上得到提升，沿街城市

功能也在政府引导下悄然发生改变。

3.3.2 非物质要素：风貌区经济社会发

展与管理实施机制评估

风貌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估方面，一

是文化、商业、社会服务功能发展评估。

文化方面在保护建筑开放、新设文化设

施、提升社区文化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发

上海历史文化
风貌区概况

国外风貌区评
估概况

国内风貌区评
估概况

评估背景 评估体系

评估
对象

物质要素：物质空间规
划符合度评估

非物质要素：经济社会
发展与管理实施机制评估

保护规划的编制体系

保护规划实施的符合度

实施中的深化和行动计划

规划实施的管理机制

评估
内容

研究
逻辑

评估
技术

对象—问题—原因—策略

双重
导向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基于多源数据的定量研究

依托调研访谈的定性研究

横向空间维度比较

纵向时间维度比较

实施效用评价

效应评价

多维
比较

评估
结论

评估方法

规划衔接：分层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

技术完善：保护规
划的指标针对性细
化修订

实施机制：保护规
划实施机制完善与
风貌区精细化治理

动态监测：风貌区
的年度动态指标监
测与数据平台搭建

研究建议

图2 评估思路框图
Fig.2 Assessment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3 衡复风貌区用地性质符合度情况图
Fig.3 Compliance analysis of land use in Hengshan-

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4 衡复风貌区历史建筑保护
与保留实施情况图

Fig.4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Hengshan-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N 050
150
250

500 m

已拆除历史建筑
保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
和优秀历史建筑）
保留历史建筑
一般历史建筑
保护建筑保护范围衡复风貌区范围

N 050
150
250

500 m

其他建筑（应当拆除建筑）

衡复风貌区范围

（2009—2019）
符合规划（保留用地
和已按规划调整的
地块）
延续现状（尚未按规
划调整的地块）

与规划、现状都不符地块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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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级及地区级文化设施数量多、品

质高，但就文化类设施的服务对象而言，

高品质和高价格反而成为本风貌区居民

使用的主要壁垒。商业发展方面，风貌

区在将里弄工厂转型改建为特色商户方

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太原路 74号、

永嘉路 110号老洋房等的更新。在经营

方面，店铺营业时较长、夜间经济十分

发达（图 6），但餐饮类店铺留存率不足

50%，存在重复率高的问题。需要在整

体业态布局、打造街道商业特色方面进

一步优化，提升文化比重、控制过度商

业（图 7）。社会服务设施方面，衡复风

貌区依托邻里汇等社区服务点补充了一

部分缺口，基本能够满足居民日常需求，

但在“嵌入式养老”、适老型社区的建设

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二是人口和

住房情况评估。总体而言，衡复风貌区

人口密度仍处于较高的状态。其中户籍

人口呈逐渐下降趋势，而老龄化趋势越

发明显，已超过 40%。同时，外来人口

在持续增长后趋于稳定，外籍人士在比

例上超过来沪人员且波动较大是风貌区

外来人口的特点。风貌区直属公房多，

房屋租赁比重大，建筑长期超负荷使用，

厨卫不配套等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风貌区保护规划管理与实施机制评

估方面：①市、区两级保护管理机制日

趋完善，但社区层面急需跟上。自保护

条例于2003年施行之后，市、区两个层

面均进行了风貌区管理的体制建设和机

制探索，尤其是在区级层面，进行了统

筹各职能部门协同管理的积极尝试，例

如黄浦区的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徐

汇区的衡复风貌区领导小组和管理委员

会等 （图 8）。主要管理瓶颈在社区层

面，保护规划的深化实施，包括建筑修

缮、业态调整、设施改造等最终由街道

办事处落实。街道办事处无实质管理

权、执法权，也缺乏专业管理队伍，缺

少管理的抓手。在实施中往往通过“做

居民工作”“张贴告知书”等间接途径

解决问题，起不到处置的效果，相似的

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②优秀历史

建筑的保护机制管理机制成效显著。自

保护条例公布后，特别是2014年以来的

近五年，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的管理办法和技术规程，

发展迅速，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管理体

系。特别是优秀历史建筑“一幢一册”，

为日常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2017年 6
月巨鹿路 888号保护建筑被擅自拆除的

恶性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将对优秀历

史建筑的日常巡查纳入街道网格化管

理，加强城管综合执法。在优秀历史建

筑修缮审批流程中，黄浦区于2018年起

试点 “简易流程”，为“小、微”历史

风貌保护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便利。此

外，保护资金来源仍然局限于以区级财

政为主，公众参与多表现为社会管理自

治的形式。

通过评估可以明显看到，通过多年

的努力，衡复风貌区的工作重点正从

“严控”转变为“提质”。在历史建筑的

活化利用、风貌道路的整治提升、民生

条件的解困提质、城市文化的挖掘彰显、

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

周 俭 葛 岩 张 恺，等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实施评估类型方法研究与实践——以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

N

道路中线
不需要修复建筑
需要修复建筑
规划范围线

0 240 480 720 960 m

N

0 240 480 720 960 m

道路中线
色彩协调的建筑
色彩不协调的建筑
规划范围线

图5 衡复风貌区街道立面修复识别（左）与沿街色彩不协调建筑识别（右）
Fig.5 Identification of street frontage restoration(left); Identification of color discordant of street frontage(right) in

Hengshan-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6 衡复风貌区夜间经济研究分析图
Fig.6 Analysis of the night economy in Hengshan-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营业至18:00—20:00 营业至20:00—22:00 营业至22:00—24:00

24小时营业营业至02:00—06:00营业至00:00—02:00

医疗保健
体育休闲
生活服务
科教文化
交通设施
购物服务
风景名胜
餐饮服务
无主导功能

图7 衡复风貌区街道主导功能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leading functions in Hengshan-

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8 徐汇区“衡复风貌区领导小组和管理
委员会”保护工作组织架构

Fig.8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teering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Hengshan-Fuxing Histor⁃

icand Cultural Area in Xuhui District
资料来源：http：//gov.eastday.com/renda/dfzw/yc/

xhq/u1ai6162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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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成效，摸索出适用的方法，当前

困扰衡复风貌区的更多为内涵拓展和提

质问题。

3.4 评估技术：基于多源数据的定量研

究与依托调研访谈的定性研究相结合

本次评估研究中的定量评估以实施

结果与规划目标的“符合度”为主，以

便最直观地反映规划的“落实”情况。

研究对不同时段、每个地块的变化情况，

通过航摄影像图进行了逐一核对，并进

行了全覆盖的现场踏勘。定性评估通过

座谈、走访实施管理部门等多方综合反

馈方式，补充了经济社会和制度机制等

较难量化的评估内容。

评估采取常规的实地踏勘、座谈走

访的形式，获得当前时段的基础数据和

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调整、实施和管

理的情况。同时，整合运用有“厚度”

的多源城市大数据与有“深度”的多种

机器学习算法，针对风貌区从“量”到

“质”的评估需求，搭建新城市科学

（new urban science） 系统性支持下的城

市体检技术集成，集成多源数据与先进

算法实现对于历史风貌区的精细化评

估（图9）。
该技术集成结合多源城市数据、量

化形态分析工具、地理信息系统、以及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多种计算机算法，

对公众认知、经济活力、功能业态、行

为使用与文化活动、物质空间环境、感

知品质与风貌这 6大维度中的 20个子项

开展定量化、精细化评价，为风貌区现

状评估与品质提升提供科学研判与精准

支持。具体架构中运用链家、美团、微

博、豆瓣等结构化网页数据开展公众认

知与经济文化层面的特征评估，运用手

机信令和互联网位置服务数据开展通勤

行为、城市活力（图 10）等行为使用维

度的特征评估，运用高德兴趣点数据开

展功能构成、特色街道、店铺流转等功

能业态层面的特征评估；另一方面集成

多种数据和算法，针对街道空间品质、

立面新旧特色、建筑色彩和谐、市民生

活便利度等综合品质感知进行量化测度。

以生活便利程度为例，由于街道便

利度主要体现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能

接触到的设施数量及其多样性，本次评

估通过15分钟生活圈范围内的POI数量，

POI多样性及交通可达性等多方面分析，

得到每栋建筑生活便利度综合评价，助

力于现状评估与更新整治（图11）。

3.5 多维比较：横向空间维度比较与纵

向时间维度比较相结合

在开展评估研究的过程中，综合考

虑“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横向

（空间）维度，分析比较风貌区与风貌区

周边情况的差异，中心城不同风貌区之

间的差异（如衡复和老城厢），还有风貌

区与国外同类风貌区的差异（如衡复与

巴黎马莱）；同时，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区

域如徐汇区，有代表性的空间保护和更

新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加强评估的深度

和针对性。纵向（时间）维度，综合考

虑保护规划实施15年来的总体变化的同

时，也对不同阶段发生的变化进行细分，

如每 5年发生了什么具体变化，分析不

同阶段的特征及背后的原因。

在横向（空间）维度的比较中，以

文化类设施的比重为例，衡复虽然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同为历史文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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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新城市科学支持下的风貌区体检技术集成框架
Fig.9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technology for historic areas supported by new urban sc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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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 冬冬

图10 衡复风貌区四季活力比较分析图
Fig.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tality in Hengshan-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in four seas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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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衡复风貌区街道便利度评价图
Fig.11 Street convenience evaluation in Hengshan-

Fuxing Historicand Cultur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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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区的老城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对标

国际案例巴黎玛莱区仍有不小的差距。

基于 POI数据，可以看出文化类设施方

面衡复地区仅6%，老城厢甚至只有3%，

而巴黎玛莱区则达到了 14%，差距明显

（图 12）。对衡复（红色区域）和老城厢

（黄色区域）的搜索除国内外，热度相对

较高的地区集中于东亚、北美以及澳洲

等区域；而对巴黎玛莱区 （绿色区域）

和第七区（紫色区域）的搜索热度分布

则在全球相对广泛（图13）。
在纵向（时间）维度的比较中，评

估通过核对衡复风貌区 2004、 2009、
2013、2019年四个时间段的城市肌理，

记录发生变化的地块、时间、变化情况

等，作为物质空间变化的基础性数据。

对比显示 2004—2019年间，各部分肌理

变化面积主要集中在 2013年之前，90%
以上的肌理变化发生在这段时期，而近6
年较之前肌理变动地块面积明显缩小。

究其原因是对保护类空间肌理影响较大

的新项目的建设规划多在保护规划生效

之前就已获批，因而未能受到保护规划

的管控，2014年后随着历史项目的逐步

消化而肌理变动减少。

3.6 评估结论：风貌区保护规划的实施

效用评价与效应评价相结合

评估结论的部分阐述保护规划实施

的效用与效果。“效用”即保护规划的实

施度，包括细化的量化指标；“效应”既

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如何，评价可以有

专业的客观评价及市民的主观评价。评

估具体包括物质空间规划符合度评估、

社会发展评估、管理和实施机制评估等

方面，最后重点提出对原保护规划后续

优化完善的技术建议及实施机制建议，

包括如何与现有控规相结合，如何进行

刚性与弹性管控，如何纳入并深化细化

控规附加图则，如何整合城市设计成果

等方面。研究拓展了规划实施评估聚焦

于规划“效用”的局限，放眼于综合性

的社会“效应”，聚焦基层治理创新。

4 主要研究建议

4.1 规划衔接：分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

控详规划层面，建议以规划补充编

制的形式，由市局组织编制风貌区整体

层面的风貌附加图则作为过程性工具。

保护条例中已明确保护规划在风貌区范

围内替代控规，但由于编制时期所限，

保护规划部分规划要素深度整体上尚未

达到上海市最新控规成果要求。但风貌

区中大部分项目为风貌保护和微更新，

新建项目少，因而不建议严格按照控规

要求进行全覆盖的修编，可以按照目前

工作中的局部调整方式予以个案处理。

土地出让前层面，建议以规划实施

深化的形式开展出让前研究，由区规划

资源局组织意向开发商群体，归纳编制

实施深化方案，包括“功能策划”和

“意向详细设计方案”验证。功能策划需

先确定业主和居民、客群类型，从而给

出经营性业态策划和非经营性公共设施

的定位策划。意向方案依据业态提出地

周 俭 葛 岩 张 恺，等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实施评估类型方法研究与实践——以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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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巴黎第七区、玛莱区和衡复、老城厢功能业态分析对比图
Fig.1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nctional formats of 7th district and Marais district in Paris, Hengshan-Fuxing His⁃

toricand Cultural Area and old-town historic area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衡山路 上海老城厢

玛莱区 巴黎第七区

图13 基于Google搜索指数的各词条主题的地区热度分布
Fig.13 Regional heat distribution of search topics based on Google search index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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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地下空间建设意向，确定具体高度、

容量及地下层数等。兼具建筑验证的作

用，经过日照、消防、交通的模拟分析，

初步验证视点保护、历史建筑和街巷的

保护保留方案与其他规划条件的兼容性。

根据出让前实施深化方案，逐个项目补

充保规实施细则（详细图则），经专家会

审议后以入库方式取代原保规，作为建

管、验收和逐年体检的对照蓝本。

4.2 技术完善：保护规划的指标针对性

细化修订

管控区域划分方面，原保护规划中

一些引导性指标要求与实际情况存在偏

差，例如实施项目仅半数位于“需整体

规划范围”，“建议开放空间”与“建议

公共通道”则因产权关系几乎没有新增。

保护规划中划定了“核心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范围”，但从实施情况来看，

项目约束条件主要来自于建筑保护等级，

是否位于核心保护范围对项目实施的约

束程度区别不大。

物质要素管控方面，保留历史建筑

的保护要求不明确，在实施过程中导致

保留历史建筑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和合理

利用，建议在图则中予以明确。建议在

保护规划中予以补充，明确对店招店牌、

市政设施的风貌管理管理要求。建议控

规附加图则中细化实施管理手段的要求，

补充视点视廊分级管控要求；建议修正

红线方案、补充整体交通组织和管理方

案，保障与尺度管控、功能分区引导等

相匹配；建议补充色彩管控的分级范围、

地下空间的必要联通位置。

非物质要素管控方面，衡复风貌区

近年来逐步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建议补

充对社区整体发展的必要引导和限制策

略，如人口容量、业态发展引导等。建

议节点地区界定正向功能并以程序管理

的方式引导向正向功能转变。

管控技术文件方面，建议配合附加

图则编制附加通则，约定城市设计和建

筑设计方案需遵循的通用规则，保持一

定的弹性引导，具体包括原保规用地性

质转化的兼容性，配合各定性肌理模式

的定量规范，绿地等公共要素的塑造特

征，色彩、材质等设计导向要点，交通

等基础设施的策略导向等。风貌附加图

则和通则建议由风貌专家委员会和规委

审议后补充入库。

4.3 实施机制：保护规划实施机制完善

与风貌区精细化治理

目前困扰衡复风貌区保护工作的主

要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建议

加强建筑保护的源头管理，梳理管理权

责，拓展保护资金来源，多元探索保护

利用模式，出台适应于风貌区特点的技

术规范，并加强专业设计、专业人才、

专业施工队伍的储备。

应对衡复风貌区新的发展要求，大

力加强对文化业态的培育，同时进一步

借助社会力量，拓展社区规划师制度、

补充综合性社区发展规划，全面加强风

貌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4.4 动态监测：风貌区的年度动态指标

监测与数据平台搭建

作为本次评估的延伸内容，研究编

制了《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

护规划实施年度监测报告（2019年）》，

为衡复风貌区搭建符合自身特点的评估

内容框架，形成年度监测样板，并建议

利用大数据手段建立历时性分析平台。

作为一种主动积极的方式，助推上海市

历史文化风貌区年度监测工作的开展。

5 结语

本次研究作为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

评估的尝试探索，系统应用了风貌区评

估的多维方法，并首次针对衡复风貌区

全范围开展系统性评估。但由于各种原

因，仍存在如下不足：传统数据方面，

由于风貌区范围较大，涉及部门众多，

因此数据的取得需要多部门多辖区协同

配合，因而在产权、人口等部分主要以

徐汇区为主，未能实现全面覆盖。

上海目前共有 44片历史文化风貌

区，其中中心城 12片 27km²，郊区 32片
14km²。不但郊区风貌区多以江南水乡风

貌为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区

大相径庭，中心城区内的12片风貌区也

各有不同。本次评估所建立的评估框架

体系，较适用于发展水平较高、保护较

好的居住型微更新的风貌区，对于其他

类型的风貌区，应当根据其风貌特征和

更新趋势，在保护引导和新建项目管控

等方面，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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