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责编：秦静 美编：王瑶 审校：周晓方 电话：68068209

2022.4.15观察

刘春成，山东青岛人，管理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长
期从事区域发展及城市发展研究和实
践，城市系统学理论的创立者，著有《城
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
《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
市应用》《创意照亮的空间：文化创意产
业案例辑》《治理的哲学：解析<老子>系
统思想本义》等专著。

青岛城市更新的核心是品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赵彭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2月9日，青岛市召开城市更新和城市

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提出坚决打赢
城市更新城市建设攻坚战，为加快建设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

4 月 1 日，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二季度集中开工仪式暨重点项目观摩
会在市北区欢乐滨海城跨国公司区域总
部集聚区项目现场举行，当日各区市设分
会场。本次涉及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
年攻坚的所有八大行动建设，共有 248 个
项目集中开工。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更新、
低效用地开发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地铁

建设、停车场建设、市政设施建设、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公园建设等。

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政府、产业、金融、
空间运营、服务、人才等方方面面的协作行
动，需要全市上下加强整体性和协同性，共
同推动城市面貌实现新变化、城市品质实现
新提升。

城市更新，把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业态重塑、整体环境提升紧密结合
起来，持续改善城市功能品质，不仅关系着
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也与城市经济发展新
增长点息息相关。

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青岛市能够通过
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对城市更高的追求
呢？为此，记者专访了区域及城市发展领域
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著名专家,《城市的崛起：
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城市隐秩序》作
者刘春成教授。

青岛的城市更新与发展应贯穿对
于“品质”的坚守与追求

记者：您如何从城市系统学的角度看待青岛
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城市更新？

刘春成：我在《城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

国城市化》《城市隐秩序》中提出，城市具有复杂生

命体的特征，城市会新陈代谢、生长、发育、衰老、

生病、受伤，城市还可以自我修复，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城市在进化过程中还存在遗传和变异现

象，能够适应环境压力和需求而做出调整。

城市更新就是典型的城市进化活动，看似是

城市治理者的主动行为，实际上是城市系统综合

反应的结果，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多种影响。城

市更新必须要体现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

的意见，要努力实现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期待。

从复杂的生命体视角来看，我认为青岛有其

鲜明的“城市基因”。从城市诞生的历史来看，她

是一座典型的近代新兴口岸城市，是传统的齐鲁

文化与近代的西方城市文明高水平融合的结果，

是城市中漂亮的“混血儿”。但与上海、天津的“万

国基因”不同，青岛的“洋基因”受德国、日本影响

突出，这两个国家都是西方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在

现代产业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城市的规划

建设、运营管理方面体现出严谨的规矩意识，城市

建筑具有特色鲜明的美学取向。在工业化方面，

青岛制造业曾遥遥领先。在城市规划方面，青岛

堪称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最严谨的城市。青岛的

城市轮廓在建成之初保持了很长时间；青岛城区

第一次大的轮廓变化是1992的东部大开发，在延

续原有城市特点的同时为青岛注入了新的时代基

因；最近一次大的廓形变化是西海岸开发，城市总

体轮廓基本稳定下来。可以说，至此青岛城市的

空间发育基本完成了。

空间发育完成之后的青岛，必然进入城市其他

子系统的配套完善阶段，包括看得见的系统完善，和

看不见的系统完善。从现在的情况看，对于看得见

的系统完善，已经得到重视，并通过地方立法和政府

工作计划的方式在展现。而那些看不见的系统完

善，则需要全体市民、企业和机构通过自组织的方式

逐步实现。在此过程中，人才要素、技术要素、金融

要素、信息要素等关键资源的引入和融合，是青岛

在“长大长高”之后，能否“强壮出色”的关键。

整体上说，青岛的城市基因的核心竞争力可

以概况为“品质”二字。在今天及未来，青岛的城

市更新与发展应贯穿对于“品质”的坚守与追求。

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品质，还

包括高端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海洋经济、山东半

岛城市群聚合发展等方方面面。在数字时代，城

市的生命体特征将更加清晰，城市的优秀基因也

将不断展现其价值和竞争力。在各种层面的交流

与合作中，“品质”这一基因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

标识，不断吸引整合各类优质资源。

使城市向着更加适应环境及人类
需求的方向发展

记者：您认为青岛市推进城市更新会满足城
市哪些发展需求？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刘春成：城市更新是城市作为生命体的必然需

求。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与外界不断地进

行能量与资源的交换方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

城市的能量与资源交换过程，恰似生命体与

其所在环境之间进行的营养物质摄取和废物排放

的新陈代谢过程一样，通过对人力、技术、信息、能

源、文化等多种要素的消化、分解、吸收、转化，持

续进行着城市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等

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再造。

城市的新陈代谢特征，主要表现为城市内部

不断产生变化，一部分旧的、不适合发展的内容和

方式被淘汰和革除，新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被组

织到城市中去，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不断地推动着

城市的演进。增强城市的适应力，使城市向着更

加适应环境及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城市

更新带来的最大机遇。

城市更新会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城市更

新与新城建设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在品质”的变

化，是以更小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更大的经济社

会效益。

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把最新的认知和技术

成果注入到城市环境中去，人与空间环境连续不断

地相互作用，在不断的双向互动中会涌现出各种新

产业和新业态，社会服务也会随之演变，在一个个

不确定的创新中实现着确定的城市更新和发展。

数字经济和城市群聚合将深刻影
响未来城市的发展

记者：从您的角度看，青岛目前在城市发展过
程有哪些发展性矛盾可以通过城市更新来解决
呢？除了建设、市政方面的更新外，在经济和城市
文化舞台上，有哪些需求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加以
解决？是否能产生新的产业机遇。

刘春成：未来的城市发展是数字时代和城市

群时代，单个城市的“一枝独秀”已经难以在新的竞

争中获得优势，可持续的产业创新能力是保持中心

城市地位的必备能力。数字经济和城市群聚合发

展两大趋势将深刻影响未来城市的发展，青岛目

前城市更新主要解决的也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因此，对于今后的青岛而言，如何更新城市基

础设施以拥抱数字时代？如何为城市群聚合发

展提供基础性支撑？这是当前城市更新的最大

需求点。这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新机遇。

高品质的城市基础设施一直是青岛的城市名

片，但是，刚性的支撑体系之外，必须辅之以柔性

的服务体系。与显赫的制造业品牌相比，青岛缺

少相应的高品质服务业，从而造成产业附加值难

以更好地提升。与美轮美奂的城市环境相比，青

岛的文化内涵和开放包容还相差很大。具体表现

在，文化消费匮乏、现代商业欠缺、夜经济不发达

等，难以实现优势条件的互促和倍增。

青岛需要在城市系统的柔性方面
下大力气

记者：城市更新势必会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会
不会在全国城市布局的发展定位上给青岛带来新
的机遇?面向未来，青岛又应该怎样去抓住、抓稳
本次城市更新的发展窗口呢？

刘春成：通过城市更新带动青岛城市能级提

升是必然的。青岛城市更新应当从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出发，在城市互动网络中构建更多的链接，在

全国乃至全球协作的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上升，成

为城市网络中更加重要的节点。根据巴拉巴西的研

究，复杂网络是在自组织机制主导下不断生长出来

的，在其生长过程中，两种有效的机制决定着枢纽节

点的形成——先发机制和适应机制。复杂网络的自

组织生成过程中，适应机制并不排斥先发机制。

对于看不见的变化而言，青岛要提升城市能级

需要在城市系统的柔性方面下大力气，努力做到

“城市既有气质不减，社会服务温度提升”。一方面

是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是

要不断增强对于新兴领域中关键资源的吸引力。

历史城区的更新不能“就项目论项目”

记者：在历史城区建设更新、处理低效片区、
重点项目等更新举措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刘春成：历史城区的保护更新核心是保护，不

能“就项目论项目”地算账，应当把项目带来的整

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综合考虑。成功的历史

城区改造必然会撬动市场资源，可以参考福州

“三坊七巷”成都“宽窄巷子”等成功做法，“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这需要专业谋划和精准执行，这

也恰恰是青岛这座城市最应具有的城市基因。

低效片区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载体。

所谓的低效片区就是预设的区域定位与实际的资

源聚集发生背离，从而无法实现预期的发展效

果。这涉及对于城市产业系统的认识，如果详细

分析需要很大的篇幅。简单地讲，我认为产业系

统是城市的动力系统，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双重

性，形象地说就是“游走在天使与魔鬼之间”。

在推进重点项目和采取更新举措时，应充分

考虑“资源靶向性”特点，也就是区域发展中人力

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核心资源更容易在某些

特定区域形成聚集的特点，追求“恰当”的匹配，就

能做到恰到好处的独一无二。

尽最大努力保持城市的个性和多样性

记者：您对青岛城市发展、城市更新的工作开
展都有哪些建议？

刘春成：城市更新的核心是提升城市的软实

力。能否实现正向现金流，是城市更成败的关键，也

考验城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城市更新的巧妙之处

应该是“小处着手，大处得利”，是“用巧劲干实活”。

首先，要将城市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对

待，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城市做机械的肢解。

第二，城市更新不能一拆了之。芒福德说，“城

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对于城市

更新中不可避免的城中村拆迁和改造，要注意保

护城市有机体的机能，避免机械的清除和改造。

第三，尽最大努力保持城市的个性和多样

性。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

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

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应充分包容和平等对待，这种

包容看似简单实则是现代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常住人群之间相互关联时又不断地相互适

应，能够产生功能多样且相互支持的城市功用，原

本功能单一的城市空间会变得丰富多彩和富有活

力。多样性和持续的涌现是大城市的天性，城市

大规模改造中要重视城市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尊重城市主体的自适应能力，更新计划要留有弹

性和选择性。

总之，制定和实施城市更新战略，需要做到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

能，动善时”。具体说来，“居”是治理的立场，“心”

是治理的态度，“与”是治理的原则，“言”是治理的

沟通，“正”是治理的措施，“事”是治理的行为，

“动”是治理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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