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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 OF SPACES
RESHAPING THE VALUE OF RESIDUAL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DEVELOPMENT

公众需求及参与推动的绿色空间转型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S
L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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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在哪
中等规模城市后发现代性图景

2018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集体出

发的发展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在中国城市

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印记。回顾城市发

展和集体自省，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空

节点上显得尤其重要。中等城市往往有自己

的特色，曾靠某种区位、资源、产业等优势

繁盛一时，但在今天的城市格局中，吸引力

远不及“一线、准一线”城市，对现状并不

满足，试图突破区域界限，获得更大的辐射

力和成长空间。城市空间、产业转型、人才

外流、创新潜力等困境限制了他们的追赶步

伐。温州的经济发展曾是时代样板，以“温

州模式”闻名一时。因为民间产业、资本、意

识的相对强大及互为关联，千禧年后中国城

市发展最快的十年中，温州却没有经历快速

的城市化过程，甚至稍显滞缓。本期以温州

为样本，讨论中等规模城市如何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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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80期目录中未注明第30页《建筑师》栏目文章作者，应为李娟+徐光。

2. 082期目录中，编按遗漏中英文标题，应为“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社区微更新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ICRO-RENOVATION”。第198页文章《迷你社交，不过时的

公共电话亭》遗漏英文标题，应为“MINI SOCIALIZATION, PUBLIC PHONE BOOTHS WOULD 

NEVER BE OBSOLETE”。

3. 082期第20页，编按的英文标题应为“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ICRO-

RENOVATION”。

4. 083期第26页，第二段第七行，“特点概括”应为“特点概括为”；第27页，小标题《超越“温州模式”》下

方第一行，“也在断地演化之中”应为“也在不断地演化之中”。

我发现海报跟办公室很配哦～

—新浪微博@小汤HOME

如果以后我有自己的房子，我要把《城市中国》杂志里的精美海报全部贴墙上去，每次看他

们家的杂志都能被满满的专业性和图表的颜值给治愈到。

—新浪微博@HiJaz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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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sina.com.cn/urb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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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届观察员的摸索与尝试，海外

观察员这一项目已经逐渐完善。从观

察员每年的固定节目海外小型沙龙，

到依据个人喜好分享他们在国外生

活旅行中的见闻与感受，数十位海外

观察员帮助《城市中国》搭建起了中

外城市交流的平台。

这一次，经过一个多月的人员招募、

内部讨论与双向沟通，我们最终决定

聘任七名海外学者相伴新一年的海

外观察之旅。

《城市中国》海外观察员第三期（2018-2019）开榜
吴雅妮 WU Yani
卡迪夫大学  地理与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Cardiff University,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PhD Candidate

张威 ZHANG Wei
新加坡国立大学 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系 博士研究生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PhD Candidate

李正东 LI Zhengdong
德国鲁尔波鸿大学  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Ruhr University Bochum, Institute for Social Movements, PhD Candidate

朱静宜 ZHU Jingyi
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建成环境学院规划系 博士研究生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 PhD Candidate

王斯琪 WANG Siqi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建筑、景观和设计学院  硕士研究生
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Design, Master

李康 LI Kang
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建筑环境学院规划系  硕士研究生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 Master

杨一萌 YANG Yimeng
国立台湾大学 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 Planning,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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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基础设施
策略性绿色空间规划
URBAN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STRATEGIZING GREEN SPA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文／Steffen Nijhuis  翻译／刘杰尘  编辑／宋雅婷[城市中国研究中心]+崔国[城市中国研究中心]+刘杰尘
Text／Steffen Nijhuis Translation／LIU Jiechen  Edit／SONG Yating[UCRC]+Gehry[UCRC]+ LIU Jiechen

城 市化、生 态危 机 和 气候 变 化已成 为人 类 无 法 忽视 的 社 会 挑 战，或 者 说 这 是 人 类 纪

（Anthropocene）的常态。在这一背景下，反思景观与基础设施的设计与规划成为必要，而且

须特别关注它们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相较其他理论，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概念更

强调系统的观点、流动的观点，而其设计能把控建筑环境和当代城市景观的塑造，同时也可以

有力地指导空间开发，让设计重新成为一项融合性的实践。这需要在各尺度上进行更具创新性

和整体性的考虑。因此，厘清景观与基础设施、形式与设计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当代

批判的核心，也是景观建筑、城市设计、土木工程和建筑学的讨论重点。对于“带有基础设施

性质的景观”（Infrastructural Landscapes）已有许多跨学科的研究，但鲜见对景观基础设施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的研究，基础设施在塑造城市景观上的潜能尚待挖掘。

Steffen Nijhuis
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景观设计研究
主任；EMU主任；建筑与环境学
院副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
了欧洲、北美和中国的城市发展
与研究项目。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Urban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作为建立在景观学上的一种区域设计理念，将景观

基础设施视作构成社会与生态良性互动的城市体系的核心要素。景观学视角的区域设计所采取的重要策略是结

合地貌现状塑造区域的物质形态，同时通过跨领域的合作，引导和塑造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改变，保

障可持续与协调发展，并通过建立与地方的切实联系塑造景观的本地特征。这种策略是开放式的，通过景观的规

划和设计，既保护了资源，又引导了发展，并为将来的空间开发设定条件。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概念让我们认识

到城市组织中以物质形态呈现的景观能动性，并以基于景观的区域设计作为载体，通过基础设施的设计和规划来

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景观。

城市空间的发展机理与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思维
LANDSCAPE-BASED REGIONAL DESIGN AND THE DYNAMICS OF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城市景观可被理解为一套复杂的体系，是一个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由多层次的网络和节点组成的物质空间系

统，其中每一套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变化速率。因此，可借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长

时段”理论（Longue Durée），将城市景观看作一个长久变化的结构，其演化动力是多重的：第一重来自自然环

境缓慢而难以察觉的变化和周而复始的自然周期，第二重源于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历史的影响，第三重则

是由人和政治主导的短期的事件。简而言之，城市景观是人类与自然各自的运作结构、活动模式和发展过程不断

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由生态、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共同形成的肌理。

在区域设计中，基于景观视角的分析设计方法沿用包含生态和社会考量的生态区域设计及规划原则，将城市

景观视作一个动态复合的系统，使空间发展适应基地条件。景观方法结合景观建筑学、建筑学、景观生态学和地

理学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空间组织模型、规划以及设计原则，利用系统思维和复杂性理论，形成一套强调城市

景观各层关系网之间紧密性与整体性的区域规划设计方法，从而为城市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娱

乐休闲、社区建设、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提供空间手段。

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覆盖的尺度从区域到地方，视角从一般到具体，保持区域的整体连贯性又助长地方的自

身特性，同时平衡了地域内各区块之间的服务与质量 。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认为城市肌理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因

此更要吸纳多重主体的参与。区域设计是一个引导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参与者建言献策的领域，通过协作的方

式，形成目标，面对挑战，挖掘潜力。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便成了一项跨学科的工作，将工程和生态学的方法与空

间设计的思维、居民的认知融合。因此，区域设计是一个综合性和创新型的平台，将作为硬件的物资架构、作为软

件的人与认知，和作为组织系统的管理结构组织起来，并促成它们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互动。

流动景观：以基础设施策略构建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
FLOWSCAPE: AN INFRASTRUCTURAL APPROACH INTO LANDSCAPE-BASED REGIONAL 
DESIGN

在景观视角的区域设计的实践中，区块（Area）、框架（Framework）和走廊（Corridor）作为三种形式手

法，可以跨尺度地建立起整体结构与生成过程之间的特征关系。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是一个新兴的区域设计理念，将基础设施视作一种景观，同时将景观视作一种基础设施。

将两个概念糅合，旨在重新定义基础设施，以突破其传统定义中严格的实用性指向。基础设施的传统定义是“庇

护与支持大多数人类活动的人工设施与自然造物，例如各类建筑设施、通讯设施、绿色空间、交通设施、垃圾处

理、水资源管理、能源的生产与输送等设施”。而景观的定义是“其特征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作用结果的一个区

城市新科学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
作者：Michael Batty（英）
出版社：MIT
出版时间：2013年
Author: Michael Batty
Publishing House: MIT
Publishing Time: 2013

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园是一个由铁路改造而成混合绿色走廊，有着深厚的历史认同，同时在休憩网络中创造了聚会之所。滨州铁路
桥作为中东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哈尔滨公共活动的代表场所。（图片来源／东方IC）
Harbin Mid-east railway park as an example of a rail track that is transformed into a hybrid green corrido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identity while creating places to meet in a recreational network. (Photo／Image China)060  061



域”。由此可以认为，在目前的观念中，基础设施被理解成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一种力量，而景观则是这一作用中

非意识的结果。结合这两个概念则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重定义，产生了一种结合目标与方法的整体性设计思维，

设计出能有力引导和促进城市发展的景观结构。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理念将城市景观理解为多层次组织的网络（Network）与区位（Location）的集合。

网络对于互动、传播、联通具有重要作用，区位则是互动合成的结果。在空间维度上，网络和区位可以

称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流动空间可以被定义为运作

结构的形式表达，这些运作结构包括四个方面：食物、能源、淡水的供给；对交通、生产、

营养物循环的支持；娱乐、健康、艺术等社会服务；对气候、洪水以及废水的调节。地

方空间可以被定义为场所（Locale）的空间表达，其形式、功能和内涵是社会、生

态及经济过程作用的结果。尽管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相互之间不存在决定与结

果的关系，然而，流动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职权的空间表达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这意味着设计学科不应仅关注地方空间，还应当更加关注流动空间的设计。

流动空间，或流动景观（Flowscapes）可推动景观基础设施理念发展为更

具整体性的城市景观建筑学，更关注城市景观中各层网络的关联性。这些流动景

观可以被看作是“有效能的”景观构架，引导和促进城市发展，激发社会和生态的

互动，建立设计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流动”与“景观”之间的关联。由此产生的形

式框架是一种能够促进人、生命有机体、物质及信息流动的景观设计。它串联起了地方

空间及其物质实体，外部形式与内部活动的结合便得以在多个尺度上实现。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设计领域
FIELDS OF URBAN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DESIGN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不仅是引导和促进城市发展的辅助结构，其本身

也具备一定的空间、生态和社会文化属性。这样的城市景观可作为城

乡发展的核心架构，使得自然系统、生态系统和人文系统产生互动。

它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媒介，是建立在人类活动轨迹与生态系统运

作模式结构物化的实体空间之上的，并非来自感官认知。从设计实践

来看，城市景观基础设施至少有以下三个具备潜力的领域：

运输景观基础设施（Transport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s）。

运输领域的景观基础设施，主要围绕不同形式的的交通、能源供应、

废物处理，以及信息传播（如电信）的景观化设计。包括交通工具、铁

路、航空、港口及水道的空间设计，能源系统（石油、天然气、核能、风

能）的能量转化，以及其传输（电力线、管道）。当将这些实用系统视

为城市景观基础设施时，它们便成为了将技术、审美和社会价值融合

区块手法 Area

框架手法 Framework

走廊手法 Corridor

考虑到区域的整体性，区块手法提供的是地景镶嵌体（Land Mosaic），由网
络及中间的扩张区块组成。网络指低推动性功能区（即诸如生态结构、能源网
长期的、可持续的的景观网路），而中间的扩张区块则由高推动性功能区（即
景观碎块）构成，如工业化农业或中心商务区等的开发。荷兰鹳计划（Plan 
Ooievaar） 

框架手法提供的则是长期且具整体性的景观结构网络，用以支持空间开发、资
源保护、保证空间连贯性，并为地方发展设定条件。波士顿大都会公园系统

走廊手法则是构建了作为城乡发展主心骨的景观构架，以此引导、促进、刺激社
会和生态的互动。马德里规划 

自然景观转变为与城市功能密切相关的景观，诸如：物资流通，工业生产，和废物处理等景观。图为物流景观的案例，荷兰Maasvlakte Rotterdam。（摄影／Ben ter Mull，2014）
Natural landscapes transform into urban, logistic, industrial and waste landscapes. The Maasvlakte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as an example of a logistical landscape.
（Photo／Ben ter Mull, 2014）

2000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欧盟
景观大会所制定的176号条约明
确了对“景观”的定义。欧盟景观
大会以促进景观保护、管理和规
划，且组织国际合作、处理景观
问题为职责。

一体的多用途实体。这些多样态的传输系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为新型公共空间的生成创造了机会。典型

设计包括运输系统景观、共享空间（交通或公共空间）、多功能枢纽（如轨道与非轨道交通转换枢纽）及其周边的

规划与设计，公共交通导向开发，港口和棕地（被弃置的商业、工业用地）改造，以及能源景观开发等。

绿色景观基础设施（Green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s）。绿色景观基础设施是一套互相关联的绿色空间

网络，支持生态系统价值的保持和开发，同时还为人类提供社会、经济以及美学方面的享受。用于规划和设计的

一个重要概念是地景镶嵌体，由绿地区块（Patch）、走廊（Corridor）和本体（Matrix）组成。这一概念很大程度

建立于十九世纪区域大都会公园系统（Regional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s）的规划原则之上。绿色空间结构

可以作为大都市蔓生的组织结构，为自然开发、娱乐休闲以及文化遗产保育提供空间。与此同时，食品生产以及

能源供应也日趋成为绿色景观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典型设计包括城市公园结构的规划和设计，都市农业景观开

发，城市生态和遗产景观的保护。

水文景观基础设施（Water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s）。在水文领域，景观基础设施关注水资源管理以

及河岸区的设计，包括堤坝、闸门改造在内的海（河）滨和河流的管理，河滩养分的使用，沙丘的稳定，防洪森林

和河口湿地的开发，以及多功能景观的创造等议题。它的主要规划和设计对象是荒地开垦，防洪系统（堤防、主要

泵站和闸门）、排水系统（雨水管道、沟渠）、灌溉系统（淡水水库，灌溉水渠）的设计，以及污水的收集、处理和

排放（尤其针对无法处理的废水）系统的改造。此外，滨水设计、污水治理植物种植、河流景观改造、水生景观开

发、淡水的存储和供应、多功能防洪结构的设计、适应性水资源保护形态都是这一领域要探索的话题。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设计在三个领域中的体现各有差异，在城市开发中需要理解其之间的关联。

综合的都市绿色空间规划与设计
TOWARDS COMPREHENSIVE URBAN PREEN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为城市绿色空间的设计实践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巧妙地将小尺度介入与大尺度策略相连。

设计通过附着、连接和嵌入的方式，使特定的区位与更广泛的系统产生关联。这样一来，景观介入的作用会延展

到各个层级，从而影响到层级内其它相关方。尺度往往是相对的，这也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区位永远是更大环境的

绿色基础设施：连接景观
与社区
Green Infrastructure: 
Linking Landscapes and 
Communities
作者：Mark A. Benedict, 
Edward T.McMahon
出版社：Island Press
出版时间：2006（第二版）
Author: Mark A. Benedict, 
Edward T.McMahon
Publishing House: Island 
Press
Publishing Time: 2006
（Second Edition）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开发实践操作的四个阶段

阶段1：场地及环境研究
甄别具有重要影响的空间结构、作用主体，以及挑
战和潜力。从空间的、视觉的、历史的、社会及生
态的结构和过程层面了解场地及其周围环境。

阶段4：贯彻与执行
建立政策支持，以助推规划设计的细化与实施。长
期战略的实施需要政策支持，而短期干预的实现
更需设计技巧，包括技术细节、设计细节、时间安
排、执行任务分配等。

阶段3：通过设计进行研究
在不同的尺度上将设计策略与原则转译为具体的
设计方案。设计方案以视觉形态进行探索：计算机
模型、现场实验、建模等方法将想法可视化并进行
检验。综合考虑空间、社会关系、生态网络、历史
因素、地方特征与文化表达等方面的探究。

阶段2：确定设计策略和原则
探寻并拓展具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和原则。从尺
度、相关方、与环境的互动方式、长期战略与短期干
预的相互关联与相互成全等方面建立设计边界。

为规划师、设计师、景观建筑师
和公民活动家提供关于绿色基础
设施的案例说明及方法参考。

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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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撑。埃姆歇尔公园（Emscher Park）是以一套相互连接的绿色空间网络的形式打造的，统合了鲁尔区碎片化的地块，并为自然开发、休闲娱乐和文化遗产提
供了空间。图为区域总体规划中部分呈现的埃姆歇尔公园。（图片来源／Projekt Ruhr GmbH 2005）
Green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s as armature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Emscher Park is conceived as an interconnected green space network structuring the fragmented Ruhr area (Germany) 
and provides space for nature development, leisure/recre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Section of the regional masterplan Emscher Landschaftspark.（Image Source／Projekt Ruhr GmbH 2005）

一部分。因此，城市绿色空间不应作为一个孤立的设计对象，而是多尺度的绿色系统开发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是一

个多功能的混合网络，在不同尺度上将绿地区块用绿色走廊串联。

绿地区块指的是“地方空间”，以公园、广场、水库、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都市农场、再生工业用地和荒地

等形式出现。每一块绿地都基于其功能、区位和周围环境，而带有各自特征。因此，设计不仅要对场地的地理条件

敏感，还要考虑其历史、社会生态以及空间的特征。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某个特定地点是逐步转化而成

的，且是其所处景观长期的生长结构的一部分。时间留下的物质印记可能层叠而相互叠加或抵消，因此了解以往

每一次层叠成为下一次层叠—即新的设计介入的起点。设计是通过“擦除”和“书写”历史的进程参与到城市景

观的演变之中的。以这样的设计思路，例如将一个废弃工厂改造成休闲中心，它仍会保有其场地的历史认同。

绿地区块要融入更大的绿色网络，则须通过绿色走廊来连接。走廊是线性的“流动空间”，通过不同形式的

绿色景观肌理、水道或是可宽可窄的绿径，为人类和动植物提供连通与交流空间。绿色走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十

分重要，所以，绿色走廊不能作为硬性边界将绿地区块孤立开来，而应成为具有穿透性的线性空间或界面，保持

通达性并促进互动。常见的形式包括线性公园、生态走廊及滨水休憩网络。这样看来，道路、铁路、运河和能源网

络有很大的潜力改造成为绿色网络。

景观基础设施是一种总体效益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思维模式，因此，将绿色空间看作景观基础设施，能突破限

制于专业之内的解决问题方法（如将公园看作单一对象）。空间设计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促进了城市设计

师、景观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共同完成全面的城市绿色空间的规划和

设计。因为所构建的生活空间要具备连通性、多功能性、宜居性、地方特性、社会和生态的适应性等，所以在全面

的规划设计中，关于社会关系和想象力纬度的投入，与工程建筑维度的投入一样重要。

在当代城市开发与转型中，城市景观基础设施可作为一种重建设计的整合性与关联性的方法。这意味着融合

多功能性、连通性、整合性、生态性、长期战略性、社会包容性的空间设计需要以学科融合为重点。它旨在从可持续

发展的视角创造城市景观，引导和塑造由社会经济和环境过程所带来的变化，提供创新和整体的规划设计视角。

以流动和运动为核心，城市景观基础设施促成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之间功能性、社会性和生态性的互动，为

空间进一步开发创造条件。景观不再被理解成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且只被场地本身所定义，而是在区域范围内由

一系列网络化的交换活动构生。将城市景观作为一种动态的“空间- 过程”相互作用体系，开启了一个新的跨学科

空间介入视角。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是一致的，让使用者拥有更多的融入感、责任感与环境和谐共生。城市

景观基础设施作为可持续城市景观建筑的可行构架，永远承担着社会和生态两方面的使命。

绿色基础设施：一种景观
的路径
Green Infrastructure: A 
Landscape Approach
作者：David C Rouse, Ignaclo 
Bunster-Ossa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时间：2013
Author: David C Rouse, 
Ignaclo
Publishing House: Routledge
Publishing Time: 2013

流动景观：景观基础设
施设计
Flowscapes: Designing 
infrastructure as landscape
作者：Steffen Nijhuis, Jauslin 
Daniel, Van Der Hoeven 
Frank 等
出版社：TU Delft
出版时间：2016
Author: Steffen Nijhuis, 
Jauslin Daniel, Van Der 
Hoeven 
Publishing House: TU Delft
Publishing Tim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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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西南三角洲，作为水资源保护的替代性措施，以水文基础设施为基本结构的城市开发，具有适应力强又持久的特性。图中所示为鹿特丹南部乡村在
一、二级堤防之间地带多功能开发的几种方式。（图片来源／Meyer等，2014）
Water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s as armature for urban development. A robust adaptive framework as alternative water protection 
measure in the Southwest Delta of the Netherlands. The sections show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for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zones betwee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yk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 Rotterdam. (Image Source／Meyer et al., 2014)

将流动空间理解为交互过程的形式语言：费城1951～1953年交通研究项目，作者为建筑师Louis Kahn。（图片来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Understanding the space of flows as a formal expression of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Traffic Study project fo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SA) by the architect Louis Kahn, 
1951-1953.(Image Source／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鹿特丹城市新陈代谢的新模式。这一项区域设计探索了四种关于流动的策略，分别是：收集资源，创建群落生境，疏解废物和促进再工业化。（图片来源／Tillie等，2014）
Rotterdam’s new urban metabolism. In this regional design four strategies to work with flows are explored: collecting resources, creating biotopes, channelling waste 
and catalysing re-industrialization. （Image Source／Tillie, et al. 2014）

1893年提出的波士顿大都会公园系统，绿色-蓝色系统构成了一个核心的开放系统，支撑波士顿大都会的快速扩张。
（图片来源／S. Nijhuis私人收藏）
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 proposed in 1893 offered a new vison of how a green-
bleu system could function as an armature for the rapidly expanding metropolitan area of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Image Source／Personal archive from S. Nijh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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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规模城市后发现代性图景
THE PROSP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LATE MODERNIZATION

扫此微信二维码进入《城市中国》
83期《温州在哪—中等规模城市
后发现代性图景》一文。

同大多数中等规模城市一样，温州面临去库存、去产能等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

而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在于，上一轮城市发展依仗近乎极端化驱动力的温州，

背后是强大且互为关联的民间产业、资本和意识。

普遍性与非典型性的共处让了解温州有了多面的实际意义，

本期杂志试图回顾总结既有中等规模城市发展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一座城市自身擅长的路径。

iPad版本杂志还包括部分文章英文
全文，欢迎订阅。
There are also some articles in 

English available on iPad version.

Welcome to subscribe!

[感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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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erwick Studio

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结尾留言，分享你眼中的温州，或者讨论中等规模

城市今后的发展或转型路径。我们将根据评论长度

及内容深度精选5条留言，获选作者将获赠083期

杂志电子版兑换码。留言评选截止11月30日。

RECREATION OF SPACES
RESHAPING THE VALUE OF RESIDUAL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DEVELOPMENT

公众需求及参与推动的绿色空间转型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S, 
L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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