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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漫游昆明 重拾公共空间”活动在昆明成功举行 

 

活动参与者在线路起点西南联大旧址合影 

2024 年 9 月 22 日，由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指导，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漫游昆明 重

拾公共空间”活动在昆明市如期举行。这一活动是 2024 年 922 绿色出行宣传活

动的年度重要活动之一。 

922绿色出行宣传活动已连续开展 18年，活动的宗旨是普及绿色出行文化、

助力城市建设绿色交通体系。2024 年绿色出行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共享公共空

间”，强调人人有权享有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适合老人、幼儿、学生、残障人士

等所有人。 

活动采取自由报名的方式，参与者来自城市管理部门、基层社区、规划设计单位、

高等院校等机构，总计 60余人。 

城市与交通规划行业的 7位知名专家一同参与了本次活动，他们是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专业委员会主任马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赵一新、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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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刘岱宗、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涛、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专业总工程师唐翀以及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

分院院长王军。 

 

曲长虹副秘书长、赵一新副总工程师、刘岱宗首席代表在工作坊上致辞 

 

以漫游的方式体验公共空间 

“漫游昆明 重拾公共空间”活动由“城市漫步+城市骑行+工作坊”环节组

成。通过城市漫步和城市骑行的方式，参与者深度体验城市的历史文脉、人文风

情和空间魅力，以慢行、互动、体验、分享的方式，亲身体验公共空间的美好与

不足。漫步和骑行结束后是工作坊环节，包括分组讨论、小组分享、专家观点分

享，不同分组经过讨论后选出代表，分享漫游体验过程中的发现。 

 

活动主题海报 

活动设置了 3 条路线，引导参与者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公共空间步行、骑行、

无障碍出行体验。第一组为记忆街巷路线，重访文化巷、先生坡等昆明的历史街

道，感受公共空间改善后对商业环境和绿色出行的影响；第二组为生活纹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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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市民生活购物场景，观察当地社区的日常生活和互动；第三组为骑行探索路

线，采用当地人普遍使用的共享电单车骑行更大范围的街道空间，体验骑行在城

市交通中的可行性和乐趣。 

 

记忆街巷路线 

 

生活纹理路线 

 

骑行之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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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过程中参与者细心观察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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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探索组 

          

冯智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王芳宇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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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片区采用渐进式改造规划，在多方利益平衡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

沿街功能业态与空间设计匹配度较高，室内外空间互动性良好。具体来说，橡皮

书店一侧的三不管地带交由商户自主改造，形成富有意趣的休憩空间，绿化亲和

力强，改造不仅提升了书店营业额，也为市民提供了互动交流空间。 

文化巷路段骑行体验较差。由于机动车道优先，大多缺乏非机动车道，骑行

安全性较低。此外，非机动车停车区较少，机动车占用现象普遍；许多骑行者行

为不规范，进 

一步加剧了交通拥堵。 

考虑居民的使用便利性，改造过程采用渐进式管理模式。例如文林街考虑多

方需求，现阶段仍允许机动车停放，远期计划打造步行性更强的道路。整体上，

骑行环境略显不足，慢行空间指引不明确，机非混行现象普遍，但城市的烟火气

息依然可感。 

 

生活纹理组 

         

郝乾炜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马晨虎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优点体现在步行道的文化特色上，例如文化巷的人行道石刻展示了昆明的地

标。街道还保留了许多传统老店，展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文化巷的墙壁画廊更

彰显了城市活力。 

缺点方面，公园的长椅缺乏维护，街头绿化利用率低，建议将部分街头绿地

改造为儿童友好型公园。此外，街道标志模糊，影响行人导航，公共设施指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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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清晰，亟须改善。同时，文化巷等街道的商业利用尚未多样化，建议通过分

时段经营来充分利用公共空间。无障碍出行困难，盲道形同虚设，人行道被非机

动车和商铺外摆占用，导致出行不便。 

设计街巷空间不仅需考虑实用性，更应融入人文关怀，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使生活空间具备育人与愈人的双重功能。 

 

记忆街巷组 

       

郭小强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胡博文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师 

文化巷和天君殿巷展现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对无障碍出行者较为友好，巷内

的小店也与当地文化紧密结合。然而，无障碍出行者在欣赏这些文化街巷时面临

诸多挑战，包括立体交通的不便、非机动车乱停、路缘石高差等问题。 

为优化非机动交通环境，建议对街道空间进行重新分配，增加生活、步行、

骑行和景观功能，提升步行和骑行道路的设施和景观，在关键公共空间和交通节

点进行精细化设计。 

此外，建设连续的无障碍非机动交通空间，规范街道设计和交通组织，以提

高街道公共空间的全龄友好程度和交通安全性。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文化街巷

的整体品质和功能，使其更适合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圆桌讨论，展现利益相关方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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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化身城市更新利益相关方 

赵一新副总工程师  扮演社区居民 

使用体验最丰富，对空间改造最有发言权。 

城市设计应以用户为中心，尤其是居民的需求。居民是城市生活的核心，但

在决策中往往被忽视。通过无障碍出行体验，大家感受到无障碍出行的重要性和

艰巨性。盲人可能因盲道不连续、不便捷而选择机动车道，反映出当前设计的不

足。 

此外，街道空间使用的多元性同样重要。早晨的摊贩外摆与行人的通行需求

必须平衡，以确保道路通行与商业活动的共存。因此，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

同需求，努力实现空间的最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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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主任 扮演游客 

满足游览需求的兴趣点，保障游览体验的服务功能。 

游客与居民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城市的熟悉度和出行目的。游客通常希望在舒

适的时间和空间中体验城市，因此，信息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同时，步行与休闲

活动的结合也是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在城市改造中，增加咖啡厅等休闲设施能

有效提升环境品质。然而，一些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服务游客和居民

的需求，降低了空间的多样性。 

鼓励游客采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探索城市，能更好地体验城市的魅力。

呼吁规划师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空间体验与信心。 

 

王军院长 扮演周边商户 

夹缝中求生存，服务和监管间求平衡。 

商铺经营者处于多方夹缝中生存，一方面要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服务，另一方

面需接受市长和社区的管理，还得祈求开发商降低房租、扩大经营空间。 

从经营角度看，他希望通过吸引更多顾客来赚取利润，但这一需求会给城市

公共空间带来压力，特别是在交通、步行空间和停车需求等方面。此外，他希望

通过占用部分公共空间（如户外座椅或额外的营业设施）来提升经营能力，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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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公共空间使用者的需求相冲突，也面临政府对违章使用的监管。 

呼吁政府、规划者和开发商能够在平衡城市管理和经营需求的过程中贡献更

多智慧，制定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以缓解各方之间的矛盾。 

 

唐翀总工程师 扮演开发商 

不止创造经济利益，更能提升生活质量。 

好的开发商并非只是逐利者，而是能够将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和商业需求结

合在一起的重要推动者。开发商的目标在于追求更高效益和更低成本，尤其是在

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如何与当地居民达成共识至关重要。通过充分协商，不仅可

以确保社区的管理、营运和维护成本降低，还能与居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希望通过创造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环境，吸引更多人流和商业活动。这不

仅对社区有利，也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如果开发商能真正理解城市的多

样需求，关注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交通弱势群体的便利和安全，整体城市

环境将会更加和谐与安全。而这一理念同样能够惠及全体市民，提升他们的城市

生活质量。 

 

 周涛院长 扮演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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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处着眼，切实改善使用体验。 

我们将从几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是街道空间功能的使用和路权的划分，当

前人行道过窄，街边的商业外摆空间不足，这些问题需要优先解决。其次，在提

升空间品质方面，今天的实地考察让我意识到，花池、树池、花台等设施的设计

和维护依然存在许多改进的空间。 

安全问题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例如天桥缺乏垂直电梯等设施，给部分人群

带来不便。我们有许多改进工作要做，但最关键的是得到市政府、街道、居委会

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 

最后，我们将广泛听取居民、开发商及商铺经营者的意见，确保规划更加符

合各方需求。每位规划师在工作中都带着自己的视角，但今天通过交流和反思，

我意识到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改进，提升城市空间的

使用效果和品质。 

 

曲长虹副秘书长 扮演居委会主任 

作为城市治理的基层单位，完成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城市治理是最基层的工作单元，而我的角色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我

需要服务社区居民、游客和经营者，同时关注社区的整体发展。我的目标是让居

民在社区里有获得感，让经营者能获得更多收益，同时吸引游客愿意前来体验。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必须倾听居民、游客、商户的需求。我希望能为他们

创造一个平等的社区环境，让残障人士也能无障碍地在社区里自由出行，感受到

社区的包容与关怀。 

在此过程中，良心开发商的参与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他们对居民需求的深入

了解，才能使社区更宜居，留住优质的经营者。我希望通过更好的服务和场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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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让经营者愿意留在社区，同时在社区规划师的帮助下，将更多的公共空间留

给居民和游客。 

作为居委会主任，我认为社区规划师的作用尤为关键，他们是连接社区发展

的“最后一公里”。我希望有一支常驻的责任规划师团队，在社区内持续工作，

帮助我们实现更宜居、更绿色、更低碳的目标，确保所有居民都能在这个社区里

获得归属感与幸福感。 

 

刘岱宗首席代表 扮演市长 

经济发展、税收改革、治理体系完善。 

作为市长，我希望能够大胆畅想未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

财政资源紧张的背景下，我们更需创新思维。首先，我认为应该把内环区域全面

无车化，甚至尝试在二环也实施无车化。这不仅减少了对公共设施的投入，还能

大幅提升区域的美感，激活周边的消费和游客吸引力。 

其次，我提议进行机制性设计，通过税收体制的改革来支持社区发展。可以

在翠湖片区实施社区税，将改造带来的消费增长返还给社区，支持公共空间的运

营和老房子的更新。这将形成一个三级税收体系，除了国税和地税之外，社区税

将为社区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最后，我认识到推动这些改革需要明确的治理体系和清晰的愿景。我们需整

合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包括交警、城管、财政和发改等部门，共同制定昆明

翠湖片区的愿景性规划。财政应优先拨款给规划系统，确保我们能提出全面且有

效的解决方案，促进整个地区的繁荣发展。 

当然，我欢迎各方利益相关者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面对挑

战，实现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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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宇作活动总结 

本次活动通过参与者的体验和讨论，推动绿色低碳出行和城市空间的便捷性

和包容性，并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出行环境和城市生活。5家活动组织单

位精诚合作，呈现了活跃的创意思维、丰富的活动思路、细致的组织能力，共同

呈现了一场让人难忘的城市漫游活动。活动组织过程也充分展现了规划师、工程

师们对城市饱满的热情和推进绿色出行的决心。 

922 绿色出行宣传活动连续举办 18 年，从官方到民间，从平台到线下，从

倡导到体验，活动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为宣传推广绿色出行和推动城市绿色

交通体系建设不懈努力、不断创新。 

感谢滴滴青桔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工作坊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