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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城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更新改造已成为城市发

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新疆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和社会背景，老城区的规划改造更显

复杂性与特殊性。本文从业主甲方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新疆老城区规划改造的

思路和策略，以期实现老城区的功能提升、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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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ld city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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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old city, as an important bearing ground of the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e, its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ethnic cultur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ity is more complex and spec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wner and party 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the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ity of Xinjia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nctional improve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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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老城区是城市历史的缩影和文化的沉淀，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和地域特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城区面临

着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恶化、历史风貌破坏等问题。新疆

地区的老城区更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地理特征，这给规划

改造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和机遇。站在业主甲方的角度，如何平

衡历史保护与现代化需求，是本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新疆老城区规划改造的概述 
新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重镇，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底

蕴，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碰

撞，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和街巷格局。从昆仑山脉到伊

犁河谷，从和田古城到吐鲁番古道，处处可见古老的遗存，见

证了这片土地波澜壮阔的文明历程。这些老城区承载着新疆各

族人民的记忆和情感，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推进，一些老城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长期欠

账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地区的供水、供电、道路等设施已经陈

旧落后，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同时，部分老旧房屋的居住

环境也较为简陋，缺乏必要的卫生和安全保障。此外，城市的

快速扩张也给一些历史街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珍贵的古

迹面临着被拆迁的威胁。 

有鉴于此，新疆各地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老城区的规划改造

工作，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改造的主要目

标是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城市面貌，同

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有机融合。不仅如此，老城区的焕然一新也将为当地注入新

的活力，吸引投资和人才，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项

规划改造工作绝非一蹴而就，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政府需要

勘画出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充分听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专

家学者应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为改造提供智力支持;企业则

可在资金、技术等层面助一臂之力;居民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

也应切实参与其中，捍卫自身权益。只有各方通力协作，凝聚

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确保这一宏大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城市更新的必要性 
2.1 经济复兴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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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为我国西北重要节点，其经济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

繁荣富强至关重要。老城区的规划改造将为新疆经济注入新的

动力，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复兴和增长的重要引擎。首先，改造

工程本身就将吸引大量资金投入，为相关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

机，诸如建筑、基础设施、环保等领域都将获得广阔的市场空

间。其次，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将增强对外来投资的吸引

力，各行业的企业蜂拥而至，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形成良性循

环。更重要的是，老城区改造也将推动新疆特色产业的升级转

型。传统的手工艺品、地毯、丝绸等制造业有望借助新的理念

和技术注入新的活力，提高附加值。同时，新疆独特的民族文

化也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为发展旅游业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一方面，活化的文化底蕴将吸引游客的驻足观光;另一方

面，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将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可以预见，

旅游业的发展将进一步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配套服务的蓬

勃兴旺。 

老城区的改造将为新疆开辟崭新的发展空间，推动各领域

经济的全面振兴和持续增长，让这片富饶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政府应当紧抓这一重大机遇，谋篇布局，制定切实

可行的规划和政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和

资金，推动新疆经济行稳致远。 

2.2 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一个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离不开民生的改善和居民生

活质量的提升。长期以来，新疆部分老城区由于种种原因，其

居住环境和公共配套设施严重滞后，这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

生活质量，也可能滋生一系列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因此，

老城区的规划改造对于改善民生状况、缓解社会压力具有重大

意义。通过重建住房、改善基础设施，将极大改善老城区居民

的居住条件。一些陈旧破旧的房屋将被拆除重建，住房面积、

采光和通风条件都将得到优化;同时，供水、供电、供暖、道

路等基础设施也将焕然一新，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将大为改

观。其次，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也将得到完善，譬如学校、医

院、商业中心等，将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和生活

便利。 

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必将极大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

幸福指数。居民的自身发展机会也将随之增加，就业渠道和收

入水平都将获得提升
[1]
。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也将增强居民对

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因居住环境差而引发的矛盾和社

会问题。同时，美好的人居环境还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的包容与融合，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可以说，老城区规

划改造是缓解民生痛点、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是提振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有力举措。政府应当将民生改善作为

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新疆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 

2.3 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在规划城市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

源的保护。新疆老城区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

瑰宝凝聚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是新疆宝贵的精神财

富和民族的重要认同符号。如果不加保护，只顾现代化建设而

任其毁坏，将是一种遗憾和损失。因此，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

文化资源的保护必须被视为重中之重。要明确对老城区中珍贵

的文物古迹、建筑遗产等的保护力度。这不仅需要制定严格的

保护法规，限制可能破坏文物的行为，更需要投入专业的人力

物力对其进行修缮维护。值得庆幸的是，新疆的许多古城、古

道均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自然会获得更多的保护。其次，

要充分考虑老城区街巷格局、居民生活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问题，力求将这些与当地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独特元素尽可

能延续和保留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仅止于保护，更要注重文化传承和创

新发展。通过活化利用、合理开发等举措，将文化遗产与时代

发展有机融合，使之成为当代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果做到这一点，新疆特色文化就能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的

魅力，反过来也将为塑造城市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发展旅游产业

注入强劲动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城市永恒的灵魂。

在城市变迁的脚步中，我们一定要牢牢守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

遗产，使之成为新时代新疆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引领新疆文

化事业百花齐放。 

三、城市更新遇到的问题 
3.1 居民搬迁与社会稳定问题 

老城区改造涉及大规模的居民搬迁安置，如果操作不当，

极易引发矛盾冲突。一方面，部分居民可能抱有情怀，不愿离

开熟悉的街坊环境;另一方面，对于搬迁补偿标准、新居环境

等，居民与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分歧。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

需要充分考虑居民利益，采取有效沟通、合理安置等措施，确

保社会稳定。 

3.2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发展冲突 

在追求城市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平衡好历史文化保护与发

展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过度开发将破坏

城市的文化内涵，而过于保守则可能阻碍城市进步
[2]
。规划者

需要秉持敬畏历史、包容发展的理念，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

力求古迹与新建相得益彰。 

3.3 资金投入大且投资回报周期长 

老城区改造事关面广量大，不论是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

设，还是文物保护、环境整治，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

改造效益的显现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投资回报周期较

长，这无疑加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如何吸引社会资本

的介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是规划改造的重中之重。 

四、城市更新视角下老城区规划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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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综合规划与多方参与 

希望规划方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因素，做到全面系统的谋

划。对于如此复杂的改造工程，决不能仅从单一角度考虑，必

须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等多重目标融会贯通，实

现整体的协调推进
[3]
。规划方需要广泛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建议，尤其是当地居民的呼声。毕竟，他们才是最终的利益相

关者，他们的意愿必须被充分尊重。同时，我们也欢迎有识之

士的智力投入，包括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让规划方案具备

高度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总之，我们期望看到一个民主决策、

公众参与的过程，使规划真正切合实际需求。 

4.2 保护与发展并重 

新疆老城区的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保护好这些弥足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固步

自封，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期望规划方

能够遵循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前提下，

积极推动设施完善、环境整治、产业升级等相关工作，真正实

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让古为今用、古今相映。具体到操作

层面，规划方也可以考虑采取分区分类的保护策略，对不同情

况实施差异化的保护措施。 

4.3 社区利益优先 

作为老城区规划改造项目的业主方，我们坚持以居民利益

为最高准则，这是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居民才是城市的

主人，是整个改造工程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要切实尊重和维护

好他们的根本利益。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听取居民

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对于涉及居民利益的重

大决策，如拆迁安置、工程布局等，务必要与居民进行充分沟

通，获取他们的理解和认可。坚决反对一切违背居民意愿、破

坏社区格局的做法。必须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街巷布局和人文

环境，让居民对家园有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避免出现社区

解体、居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同时，居民应当切实参与到社区规划和管理的全过程中

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将广泛征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让他们深度参与到社区设计、公共设施布局等环节，并就改造

方案的制定程序予以充分的知情权。在改造完成后，居民也应

有机会通过民主方式选择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中来，形成自

下而上的共治格局。这不仅有利于改造工程真正契合民意，也

将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治能力。将竭尽全力维护好居民的

利益，让社区居民真正成为规划改造的主体，发挥他们的主导

作用。只有这样，规划改造才能真正造福于民，符合民心民意。 

4.4 可持续性原则 

老城区的规划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于可

持续发展理念，从而确保改造效果的长久性和城市未来的健康

发展。可持续发展涵盖了生态、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我们

的规划改造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可持续
[4]
。首先是生态可持

续。老城区改造必须遵循环保、低碳、节能的原则，因地制宜

选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工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同时，要巧妙地将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生态理

念融合，打造宜居、健康、高效的居住环境，为居民营造良好

的生活品质，也将积极倡导和推广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引导

居民自觀树立环保意识，与城市共同发展。其次是文化可持续。

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蕴含着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这

是城市的独特魅力和灵魂所在，必将细心呵护好这些宝贵的文

化瑰宝，将其有机融入城市发展的进程之中，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完美交融。同时也鼓励新疆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以新的形式

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脉永续传承。 

最后是社会可持续。在改造过程中，会坚持公平正义，让

改造的成果公平地惠及每个阶层、每个角落。将采取政策和措

施缩小贫富差距，防止出现新的贫困人口和社会矛盾，促进社

会的包容和融合，只有真正做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疆

的明天才能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总之将秉承可持续发展理

念，统筹兼顾生态、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为新疆塑造一个

绿色、和谐、永续的现代城市形态，让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永

葆生机。 

结束语：通过对新疆老城区规划改造思路的研究，可以看

到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而是要在尊重历史文脉和地

域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更新和功能提升。作为业主甲方，

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采取科学的规划策略，既要注重经济效

益，也要兼顾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未来，新疆老城区的规划

改造应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利用本土资源，保护和

弘扬民族文化，同时引入现代技术和理念，使老城区焕发新的

活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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