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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城市更新 创造美好城市人居环境 

周岚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

署。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江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江苏肩负“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重大使命，要聚焦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加快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城

市人居环境。 

把握方向，明确城市更新目标要求 

城市更新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需要立足省情实际，明确目标方向，扎实有序推进。 

江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区域城市开发建设早、旧城区多，改造任务重，这件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再难

也要想办法解决。江苏作为长三角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73%，更为迫切地需要通过城市更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

矛盾问题和突出短板。江苏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时提出通过实施城市更新创造更加美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正当其时。 

江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需结合自身特点。 

江苏是全国经济大省、文化大省、生态大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全国最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由于各

地所处城市更新阶段不同，我省实施城市更新必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差异性，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城市更新发

展之路。 

江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具有良好实践基础。 

2019 年以来，我省作为美丽宜居城市建设国家首个试点省份，一直用城市更新理念推动城市建设，形成了一批多维度的城

市更新行动现实样本。南京市小西湖、扬州市仁丰里街区等城市更新项目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

奖”、中国建筑学会“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等奖项。鉴于前期良好的实践基础，我省提出到 2025年打造一批体现江苏特

色、代表江苏水平、国内起到示范效应的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到 2035年具有江苏特色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美丽宜居

城市建设目标全面实现。 

统筹协调，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 

为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江苏将从兼顾国家要求与我省省情、兼顾条线工作与块面综合、兼顾长远蓝图与近期实施等方

面，围绕《意见》提出的七项工程推进城市更新。 

统筹安全与发展，将房屋和市政设施补短板作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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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消除工程。去年 8月，省政府部署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共排查出疑似安全隐患

的建筑达 24299栋，完成评估鉴定 8902栋、623.18万平方米。今年 5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再次要求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将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消除作为首要工程。实施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我省已先期

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海绵城市建设等系列行动，但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依然存在，因而《意见》提出

通过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增强城市韧性。 

统筹生活与生产，突出住区宜居与产业效率。 

实施老旧住区宜居改善工程。我省在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已探索适老住区改造、宜居住区建设、宜居街区建设等

“升级版”工作。此次，《意见》更强调建设完整社区、全龄社区，推进住区街区一体化联动改造。实施低效产业用地活力提升

工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我省许多开发区、产业园区需要进行低效用地再开发，传统商业办公空间也要进行功能转换。因此，

《意见》提出将产业活力提升作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统筹文化和生态，体现新型城镇化品质提升需求。 

实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程。我省已印发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要求始终把历史文化保护放在第一位，让历史

文化遗产成为建设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实施城市生态空间修复工程。省住建厅去年牵头发布了《新发展阶段城市园林绿化江苏

倡议》，今年省政府将建设 100个“乐享园林”小型绿地活力空间列为民生实事，《意见》也提出通过实施生态空间修复，营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实施城市数字化智慧化提升工程。数字经济既需要人力资源等软环境，也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空间环境的硬支撑。因此，《意见》强调开展城市数字化智慧化改造，支撑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系统推进，探索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城市更新行动内涵广泛、涉及面广，遇到的问题多元复杂，需要通过理念革新与思路创新，探索形成具有江苏特点的城市更

新有效实施路径。 

整体谋划项目实施，形成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城市更新行动往往要面对既有房屋的改善、现状产权的调整，既要达成自上而下的规划目标，还要满足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

需求。因此，项目实施要加强事前调查，摸清群众意愿，重视前期策划，系统研究现状问题、百姓需求、发展目标，关注社会调

查、资产盘活、资金统筹等实操性问题，改变过去蓝图制定、蓝图实施的建设方式，形成“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一

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引导社会共同参与，推动人民城市人民建。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居民改善自我家园的主观能动性，构建多方参与的城市更新工作机制。发挥多方主体作用，包

括统筹主体要建立项目投融资运作机制，运营主体要形成提前介入、同步参与的工作方式，设计主体要采用陪伴式服务，建设主

体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建设实施管理等，倡导共建、共治、共享，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突出试点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尚在起步阶段，需要通过实践摸索、总结和提升。我省将针对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推动各地开展试点。

目前，已印发 2022年度试点项目申报指南，组织设区市、县（市、区）实施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申报，省级将采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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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遴选方式，优先支持问题调查详实、社会参与程度高、对策措施创新、资金平衡良好的城市更新项目纳入试点，推动地方通过

试点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形成合力，落实城市更新保障措施 

城市更新行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体制机制、技术指导、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夯实保障基础，确保工作成果输出。 

健全工作机制，推动省市联动发展。 

城市更新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情，需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实施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地方的政策指

导，同时用好督查激励等机制，鼓励创新、表扬先进。各地需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根据城市更新体检，评估发现的问题和短

板，统筹考虑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当代的发展需求，科学制定城市更新行动计划，扎实开展城市更新试点实践与经验总结。 

加强技术指导，破解更新技术难题。 

城市更新实践遇到的问题多元复杂，需要针对重点难点加强技术指导。省级层面目前正在组建多专业、复合型的城市更新专

家技术团队，帮助各地更好地开展工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用于消防、管网、日照等存量更新改造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技

术方法和实施路径。 

强化政策支持，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城市更新实践需要尊重地方首创精神，通过政策创新，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系统梳理现有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建立与城市

更新行动相适应的土地、规划、建设、产权等政策体系。强化城市存量资源盘活的长期运营策划，提升城市可持续运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