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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避免传统商业街区同质化更新，探索街区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北京老城地区为例，通过获

取 7 个传统商业街区中体验者所拍摄的图像，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技术提取出体验者重点关

注的建筑、街巷、美食消费、行为活动、招牌广告 5 类核心要素。根据要素特征与体验者感知内容

将其划分为本体与衍生 2 种属性，通过 5 类要素和 2 种属性的占比情况分析体验者偏好与街区发展

模式的关联。结果表明：1）体验者更加青睐街区的衍生属性，且 2 种属性占比差异可通过相关要

素整合进行改善；2）7 个街区的发展模式分化为衍生属性占比较高模式和 2 种属性占比相近模式，

模式并存有利于老城街区活力提升；3）2 种属性占比均衡的模式更有利于传统商业街区的可持续发

展。通过直接提取以上 5 类体验者感知要素能够有效反映出传统商业街区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有

助于传统商业街区的复兴与多元发展策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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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void the homogeneous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of blocks, this research acquires images taken by experiencers in 

seven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in the old downtown area of Beijing and, using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technology, extracts five types of core elements of building, street,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al activity and signboard advertisement that the experiencers focus on from 

the aforesaid images. The research has the seven blocks divided into two attributes (ontological and 

derived attribu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foresaid elements and the perceived 

content of experiencers.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ve types of elements and the two attribute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r preference and block development 

mod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Experiencers prefer the derived attribute,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two attribute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factors;  

2)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seven blocks is divided into the mode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 

derived attribute and the mode with a similar proportion of the two attribut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mode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vitality of blocks in the old downtown 

area; 3) the mode featuring the balanced proportion of the two attributes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By directly extracting the five types of 

experiencer perception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 effectively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and the selection of multip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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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业街区一般指与传统经济模式

和传统生活模式相适应的，市民进行传统

生活和商业活动的街区 [1]。但是随着社会发

展，传统商业街区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许多

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在当代经过改造

后也具有商业性质，部分历史上以商业功

能为核心的街区经过拆改建设后模仿原貌进

行重新经营，还有部分传统商业街区延续着

明清以来的风貌并保存有大量遗迹，可见多

种发展模式的传统商业街区都并存于城市之

中。然而，众多种类的传统商业街区在更

新改造后出现了活力降低、发展持续性不

足、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有必要在当代背景

下重新审视传统商业街区的发展模式，从新

视角拓展更新实践路径。近年来，诸多城市

保护与更新的理念建议、政策实践使得街区

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关于城市历史景

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强调了历史性层积（historic 

layering）的多样性价值 [2]，引导街区规划朝多

元要素的保护利用一体化发展 [3]。北京市商务

局在 2021 年提出“推进前门大栅栏商圈打造

以‘老字号 + 国潮’为特色的传统文化消费

圈”[4] 的倡议，展现出将经济发展与文化内

涵融合到传统商业街区更新过程之中的趋势。

这些理论与政策促进了城市传统商业街区的

更新，同时更加关注商业模式、文化特色等

多样价值的展现，着力避免“千街一面”的

现象。因此，探寻适合不同街区的发展模式

成为传统商业街区更新研究的重点。

目前，传统商业街区的更新研究有众多

成果。更新实践层面，学者主要通过空间句

法 [5]、肌理修复 [6]、资源重构 [7] 等方法对于传

统商业街区进行空间与形态更新研究，通过

“微更新”[8]、“轻改造”[9]、“有机更新”[10] 等

模式从街区本体出发开展更新尝试，能够有

效提升部分传统商业街区的品质与环境，是

目前主要的规划实践路径。更新理念层面，

研究者主要从社区居民意识注入 [11]、历史信

息的真实感知 [12]、建成环境指标构建 [13]、行

为模式与空间的相互适应 [14] 等方面将传统商

业街区与本土居民、游客等体验者的需求相

结合开展研究，将街区更新过程从物质空间

主体转向人与空间的互动之中，使得空间更

新模式朝向人文化、交互化发展。技术发展

层面，数据计算逐渐应用于街区更新之中，

研究者主要通过“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与图像数据”[15]、“网络评价”[16]、“使

用后评估（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POE）”[17]

等方法收集与分析体验者的感受数据，将其

应用于街区更新指标统计与研究之中，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传统统计与研究的效率，

并将部分问题量化分析。不难看出，街区更

新实践路径从以物质空间为重点发展到以人

的体验、感知、评价为核心，“人群需求”正

在逐渐深入影响传统商业街区的发展模式，

而将体验者反馈数据作为评价和衡量街区活

力与可持续发展程度也变得更为重要。

依据以上理论趋势的发展，重新审视传

统商业街区的更新过程可以发现诸多问题。

首先，公众参与过程中多采取问卷、访谈、

评价等形式，其中数据量不足、受众面较窄、

真实性缺乏等因素造成公众参与不够充分，

导致了体验者需求不能直观展现与量化。其

次，在更新实践过程中多采用同质化的风貌

复原模式，使得街区特色要素不突出、空间

尺度千篇一律、街区整体品质降低与体验者

感受不佳。最后，更新前后缺乏对体验者需

求的考证，导致未能平衡商业利用与保护发

展的关系，从而使得街区活力下降和可持续

发展动力不足。以上问题表明在街区更新过

程中，体验者感知的结果是衡量传统商业街

区发展模式是否适宜的标志。因此，充分采

集体验者视角的感知数据，提取其中的核心

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成为探讨传统商业街区不

同发展模式适宜性的重点。

根据以上问题与研究趋势可以得知，如

何有效地进行体验者数据收集与处理是首要

问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如何将数据与街区

发展的情况进行整体分析是另一重要难点。

由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创造的模型与方案范式

不能够完全替代人工筛选数据及解决街区更

新中的诸多问题，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网络

爬虫技术进行体验者数据的收集处理，在分

析的过程中将数据反馈情况融入衡量街区发

展模式差异之中，同时对人口密度、空间

利用规模开展调研，将调研结果与所收集

的数据内容进行对照分析，以此从体验者视

角进行传统商业街区发展模式的再评析。具

体实验过程则是通过直接获取充足的体验者

所摄图像作为一手数据，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技术大量、

有效地提取图像代表的各类型要素，通过要

素占比情况得出体验者的直观感受，从而解

决传统方法数据量不足和反馈不真实的问题。

同时，将占比结果、数据内容、调研统计与

街区发展模式进行比对，找到四者关联之处

以进一步探索影响街区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占比因素，分析在规划设计阶段需要进一

步提升的内容，为传统商业街区更新实践模

式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图 1）。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选取

本研究选取较受体验者欢迎的北京老城

地区传统商业街区作为数据收集对象，以求

充分获取体验者感受。所选对象应具备历史

风貌保护较好、传统建筑群数量丰富、商业

参与度较高三大特征。对北京现存传统商业

街区进行筛选后，笔者选取 7 个典型街区作

为研究对象，即城北地区的南锣鼓巷、烟袋

斜街、五道营胡同（简称五道营），城南地区

的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简称大栅栏）、鲜鱼

口、琉璃厂、杨梅竹斜街（图 2）。这 7 个街

区不仅能够代表北京老城的传统商业街区更

新的不同类型，包括重建（琉璃厂、鲜鱼口）、

改建（南锣鼓巷、五道营）、原址保护并发展

（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烟袋斜街），还能够体

现老城中不同规模的传统商业街区，如较大

规模（南锣鼓巷、大栅栏、琉璃厂）、中等规

模（杨梅竹斜街、鲜鱼口、五道营、烟袋斜

街）；同时以上 7 处传统商业街区的发展并未

受到城市建设冲击而大规模消失，更新过程

基本延续了原有空间与形态，因此能够较为全

面、真实地反映北京老城地区的传统商业街区

发展情况。

1.2  感知要素设置

不同学者对城市空间图像识别的分类进

行了探索研究，例如有学者根据城市历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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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概念将运河遗产

的图像内容划分为有形与无形属性，其中包

含水文自然、建筑桥梁、细部、历史习俗等 

9 项要素 [18] ；有学者根据西方城市研究中的建

成环境审计清单（check list）制定出建筑、沿

街商业、环境绿化、道路、基础设施等 5 类

19 项要素，用于分析空间失序问题 [19] ；还有

学者依据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进行遗产图

像内容划分与要素分类。以上分类方式都有

其特定背景与理论依据，但并不完全适用于

传统商业街区的识别内容分类。许多国际文

化遗产保护文件都提出了相关概念并进行延

伸论述。首先，依据《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和

当代作用的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ing and Contemporary Role of  Historic 

Areas）中提到的“活态”与“静态”的地区

与环境概念 [20]，以及《佛罗伦萨宪章》（The 

Florence Charter） 中 的“活 态 古 迹”（living 

monument）[21] 的概念延伸，可知传统商业街

区属于“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范畴，不

同于部分运河以及街道已经改变了其原有的

功能并且出现新的功能，传统商业街区长期

延续了商业交易功能并仍将持续发挥商业作

用，其存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的动态商业活

动为根本，所以在分析商业街区更新的过程

中，应依据商业过程将图像识别要素划分为

“静态”本体空间与“活态”衍生内容 2 种属

性。其次，由于北京老城地区的传统商业街

区中较少涉及水文、植被、桥梁、花园等要

素，且此类要素对于商业过程影响极低，所

以应该着重考虑商业过程涉及的交易、运输、

制作空间以及当代人群在消费过程中所重视

的商品、活动、商业标识等因素。最后，考

虑大量数据识别的有效性与图像数据的代表

性，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筛选以便找出影响

传统商业街区发展状态的主要因素，从而真

实地分析出识别内容对街区发展模式造成的

影响。

基于此，笔者以街区名称为关键词进行

图像数据收集，根据收集的图像内容开展筛

选，发现建筑、街巷、美食消费、行为活动、

招牌广告 5 项要素占比超过 95%，表明这些

要素是体验者关注的核心，因此作为本次研

究的重点内容（水文、环境、植被、公共设

施等数据总和占比小于 5%，本次研究不做

考虑）。通过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建筑与街

巷是传统商业街区本体中最基本的更新对象，

能够使体验者感受到街区内静态的历史信息

与传统风貌；依托于建筑与街巷的物质空间

衍生出的美食消费、行为活动、招牌广告也

是商业街区利用的重点内容，是体验者感受

“活态”的社会风俗和商业特色的主要渠道。

同时，街区更新一般分为建设（建筑、街巷、

基础设施）与商业经营（商业活动、招牌广

告、特色活动）2 个阶段，恰好契合“静态”

空间与“活态”利用的两大重点内容。因此，

本研究将街区更新的“静态”空间和体验者

关注的“活态”利用进行比照，依据“活态

遗产”的延伸概念将所获取数据分为本体属

性与衍生属性 2 类，其中本体属性选取街巷、

建筑 2 个要素作为子类别，衍生属性选取美

食消费、行为活动、招牌广告 3 个要素作为

子类别（图 3）。

1.3  采集数据处理

为有效扩充数据范围，降低年龄、国籍、

使用习惯等因素对于体验者偏好的影响，笔

者在百度图片、微博、Fliker、Instagram 4 个

互联网平台上采用关键词搜索，获取 7 个传

统商业街区体验者所拍摄图片共计 17 528 张，

构建出一个涵盖街巷、建筑、美食消费、行

为活动、招牌广告 5 个要素特征的初始数据

集。随后，剔除与商业街区无关或重复的

照片，通过人工筛选挑选出涵盖 5 个要素的 

13 913 张图片作为最终数据集，在每个要素数

据集中按 80% 比例随机选取图片作为训练数

据集，另外 20% 的图片作为待分类的测试数

据集（图 4）。

为提高 CNN 的识别效率，利用计算机技

1 研究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 

2 北京老城地区 7 个传统商业街区的地理分布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ven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in the old downtown area of Beijing

3 北京老城地区传统商业街区 2 种属性分类示例
Two attributes classification examples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in the old downtown area of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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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人工筛选时对数据进行批量图像处理操

作，要求为：1）保证图像背景的多样化，涵

盖多种天气、底色、角度；2）保证要素特征

占比超过图片面积 2/3，形态不突出或要素占

比相近则剔除；3）尽量使得不同特征要素图

片数量均等；4）按照模型要求裁剪图像、调

整图像锐度等。

2  实验过程与效果
2.1  体验者数据识别过程

CNN 主要用来识别位移、缩放及其他

形式扭曲不变性的二维图形 [22]。本研究利用

CNN 在体验者数据集上进行要素提取与模型

训练 [23]，相对准确地提取出图片中的特征要

素，并通过准确率测试检验识别效果，随后

输出对应要素的占比情况，将体验者的感受

清晰、真实地展现出来。

选取 ResNet-101 和 DenseNet-161 两个

CNN 模型进行识别效果预测试，结果显示两

者的总准确率分别为 69.31% 和 83.34%，故

选取识别效果更佳的 DenseNet-161 作为训

练模型。随后，对所选模型进行参数优化设

置：1）图像尺寸为 256×256 像素；2）批量大

出 DenseNet-161 模型的分类精度指标 Kappa 系

数为 0.84。根据 Kappa 系数评价标准可知，

Kappa 系数为 0.81~1.00 的一致性评价结果为

“几乎完全一致”，表明实验数据可用。

3  结果与分析
3.1  属性占比分析

根据 CNN 模型识别后的数据占比结果

可知（图 6），商业街区中本体属性占比为

38.0%，衍生属性占比为 62.0%。本体属性中

建筑要素的占比为 20.8%，街巷要素占比为

17.2% ；衍生属性中美食消费要素占比高达

30.2%，招牌广告占比为 22.0%，行为活动要

素占比接近 10.0%。反馈结果表明，衍生属

性对体验者更具有吸引力，体验者最重视街

区中的美食消费要素，且图像内容显示精品

菜肴、特色小吃是体验者的拍摄重点。进一

步分析可知，在传统商业街区中美食与消费

是体验者的刚性需求，传统商业街区中能够

提供较多种类的商业消费服务以满足不同体

验者的需求。同时，商业氛围烘托和人群互

动更能引发体验者的消费欲望，因此体验者

最直观的感受也聚焦于美食和消费之中。相

表 1  5 个要素类型的识别效果

Tab. 1  Identification effect of 5 element types

要素类型
数据数量 / 例

精确率（P）/% 召回率（R）/%
正例预测为正例（TP） 负例预测为正例（FP） 正例预测为负例（FN）

建筑 503 102   82 83.14 85.98 

街巷 417   33   71 92.67  85.45

招牌广告 532 113 111 82.48 82.73 

美食消费 738   50   59 93.65 92.60 

行为活动 234   60   35 79.59 86.99 

小（batch size）为 64 张；3）优化器选取 Adam； 

4）学习率（learning rate）为 0.001 ；5）损失函

数为交叉熵（cross entropy loss）；6）学习轮数

中单独场景为 60 轮，总场景为 100 轮。

实验总共分为 4 步。第 1 步，将处理后

的数据输入到 DenseNet-161 模型中进行要素

特征提取，通过更新参数、卷积迭代等措施

进行误差修正，得到最终识别模型。第 2 步，

利用测试数据集对模型识别效果进行检验，

得到准确率等评价指标。第 3 步，输出要素

分类占比的识别结果（图 4）。第 4 步，根据

分类识别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和策略探讨。

2.2  体验者数据识别准确率

CNN 中的召回率（R）、精确率（P）能

够相对客观地评价出识别效果。召回率表示

样本中的正例有多少被预测正确，精确率表

示预测为正确的样本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样本。

根据识别结果输出的混淆矩阵（图 5）可以计

算出整体的召回率均值达到 87.13%，根据各

要素识别率可知（表 1），整体数据的识别效

果较好。

2.3  体验者数据一致性检验

根据混淆矩阵与 Kappa 指标计算式 [2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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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行为活动主要包含加工展示、文化

展演等内容，这些体验感丰富的内容不直接

作用于经济活动，因此商家的供给动力不足，

仅见于宣传庆祝或部分商家的展销行为，而历

史上商业街区不仅包括坐贾行商，还包括特色

叫卖、卖艺杂耍、庙会等丰富活动，而现在

则鲜有所见，这也使得当代的传统商业街区

发展更偏重经济属性而缺乏社会文化属性。

3.2  要素占比分析

要素占比结果表明（图 7），建筑要素占

比最高的为杨梅竹斜街（34.23%），结合图像

内容可知，杨梅竹斜街中包含不同时代的众

多商业建筑，如古代传统式前店后宅的店铺，

近代式青云阁、模范书局，以及现代改造式

济安堂咖啡书店，这些样式丰富的建筑能够

引起体验者较大兴趣。街巷要素占比最高的

为烟袋斜街（30.75%），根据图像内容可知，

由于烟袋斜街中的牌楼极具特色，且街巷形

态富于变化，所以体验者关注点聚焦于斜街

转角及街巷牌楼空间。招牌广告要素占比最

高的为南锣鼓巷（31.44%），结合图像内容可

知，街区内特色商业店铺的招牌广告和宣传

标语是关注重点，南锣鼓巷拥有众多知名度

较高的品牌店铺，宣传标识也极具吸引力，

因此更受体验者重视。美食消费和行为活动

要素占比最高的为五道营，分别为 40.91% 和

15.07%，图像内容表明体验者非常重视菜肴拍

摄和店铺陈列，行为活动的关注重点为写真

拍照与手工制作。此外，五道营商业街区中

的商业消费聚焦于美食与特色商品，同时其

毗邻国子监和雍和宫等文化场所，因此其商

业展现出更多的文化品质。此外，五道营内

商业建筑的装饰和构筑物也不局限于传统风

格，形式色彩灵活多变，这也吸引了大批摄

影爱好者和文化体验者前来。

3.3  街区发展模式占比分析

根据要素占比识别结果，可以将 7 个街

区的发展模式分为 2 类，即 2 种属性占比相近

模式和衍生属性占比较高模式。

3.3.1 2 种属性占比相近

大栅栏、烟袋斜街和杨梅竹斜街的 2 种

属性占比相近但特定要素占比略有差异。烟

袋斜街中街巷要素占比达 30% 以上，行为活

动要素占比接近 8%，其他 3 种要素占比均在

20% 左右（图 7）；大栅栏中，除行为活动占

比未超过 5%，其余 4 类要素占比均达到 20%

以上。可以看出，上述 2 个街区中除了行为

活动要素占比较小，其他几项要素都较为均

衡，体验者的感受重点并未脱离建筑与街巷

的本体要素。根据图片内容可知，大栅栏的

建筑与老字号品牌关联性更高，偏重于谦祥

益、内联升、瑞蚨祥等老字号的特色门面，

由于此类建筑门面的装饰在北京地区独一无

二，且具有老字号的名气，使其成为体验者

认定的街区特色象征。烟袋斜街的街巷与行

为活动要素占比和大栅栏相比更高，结合烟

袋斜街体验者数据集内容可知两者关联性明

显，行为活动主要聚焦于街巷中牌楼、转角空

间的人物合影，证明街巷中的构筑及街巷形态

是吸引体验者兴趣的关键。

杨梅竹斜街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建筑要素

占比最高，接近 35%，街巷、招牌广告与美

食消费占比均接近 20%。根据数据集内容可

知，体验者更加重视杨梅竹斜街中建筑的丰

富形态和空间美感。由图像内容可知该街区

中美食消费和招牌广告关联性更强，其中美

食消费要素着重体现为书店、中古店、精品

店、花店等特色文化内容而非饮食内容，这

表明该街区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商业街区的文

化氛围，导致其招牌广告更富文艺感，所以

更受关注。

3.3.2 衍生属性占比较高

衍生属性占比较高的街区包括五道营、

南锣鼓巷、琉璃厂和鲜鱼口。五道营的衍生

属性占比近 80%，其中美食消费要素占比超

过 40%，行为活动要素占比超过 15%，甚至

超越了建筑要素和街巷要素，这在其他街区

是不存在的（图 7）。结合数据集内容可知，

体验者在该街区的感知重点是特色商业美食

和个人摄影活动。南锣鼓巷中衍生属性占比

也超过 70%，其中美食消费、招牌广告要素

占比都接近 32%，建筑与街巷要素占比均未

超过 15%。结合数据集内容分析，与同样活

力较高的大栅栏不同，南锣鼓巷中美食消费

与招牌广告关联性更高，是街区吸引体验者

兴趣的关键。这 2 个街区内衍生属性占比较

高的原因具有相似性，即街区内美食消费与

招牌广告关联性较强。五道营毗邻雍和宫和

国子监，因此受到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双

重影响；南锣鼓巷中有众多名人府邸与保留完

好的四合院民居，是市井文化与显贵文化的碰

撞交织之处。由于这 2 个街区都具有丰厚的

文化底蕴，从而导致文化品质消费认可度高，

体验者更愿意在此感受独特文化魅力。根据

五道营与南锣鼓巷的数据集内容分析，建筑

要素占比较低的原因是更新过程使得商业建

筑的沿街立面被招牌广告与交易空间占据，

多数商家仅保留建筑轮廓形态，因此体验者

较易忽视建筑空间；根据 2 个街区中街巷要素

的数据集内容分析，街巷空间主要被当作交

通功能使用，虽然街巷组合成的整体空间极

具特色，但由于其空间尺度较大，难以被体

验者感知，所以未受重视。

琉璃厂中衍生属性占比约为 65%，其中

美食消费要素占比达 35% 以上，招牌广告要

素占比为 17% 左右。和其他街区不同，琉璃

厂偏重于艺术品、文玩书画等消费内容，行

为活动要素则与厂甸庙会密切相关。鲜鱼口

中衍生属性占比约为 60%，其中美食消费要

素占比达 36%，行为活动要素占比低于 3%，

这表明体验者更加重视鲜鱼口内的美食消费，

街区内活动较少或难以引起体验者兴趣。这 

2 个街区具有相似的特征，因为东琉璃厂与鲜

鱼口的主要街巷建筑均是经过仿古重建的 [25]，

建筑与街巷形态、体量、色彩、装饰较为单

一 [26]，所以体验者对建筑与街巷 2 种本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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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进一步分析可知，琉

璃厂依托于文玩书画售卖、厂甸庙会、书市

等活动，具有一定的街区特色；鲜鱼口地处

前门东侧，依托民国风格的商业建筑与传统

小吃也能保持一定活跃程度，但两者均依靠

单一业态存续，多元性不足，一旦文玩书画、

传统小吃等业态更迭甚至被替代，街区发展

活力与持久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4  思考与建议
4.1  要素整合改善同质化发展模式

从整体和分街区数据可以看出，本体与

衍生 2 种属性差异性明显。衍生属性方面，

体验者反馈表明衍生属性是商业街区的利用

重点，7 个街区的美食消费和招牌广告要素之

和占比均接近或超过 40%，最高达到 60% 以

上，这足以证明美食消费与招牌广告仍然是

商业街区中最具吸引力之处；反观行为活动要

素，仅有 1 个街区占比达到 15% 左右，其余

均占比较低，有的街区甚至不足 3%，表明了

行为活动是街区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本体

属性方面，建筑要素占比接近或超过 20% 的

有 5 个街区，表明建筑本体被体验者充分重

视；反观街巷要素，除烟袋斜街的街巷空间

极富变化而较受关注外 [27]，其余街区的街巷

则较易被体验者忽视，尤其是南锣鼓巷极具

特色的“鱼骨”状街巷 [28] 也受关注不足。

两种属性中的行为活动和街巷要素与其

他要素占比差异过大，反映出街区中行为活

动明显不足、街巷空间利用较为单一的问题。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街区规划制定者往往只

将商业空间利用局限于建筑内部的售卖展示，

较少关注体验者对街巷空间的需求，缺乏关

注体验者与外部空间的互动。此外，在街区

发展阶段缺乏非遗、展览、文化体验等行为

活动内容的植入或展现方式不适宜，导致难

以吸引体验者兴趣。通过琉璃厂的数据分析

可以看出，体验者对于行为活动要素的需求

非常强烈，尽管只有庙会一种活动方式也能

够充分吸引体验者兴趣。所以，可以考虑在

规划中采用将街巷与行为活动 2 项要素结合

的模式，将街巷空间中交通、引导功能做出

适当调整，为行为活动提供空间场地，同时

引入展现街区特点的动态活动以满足体验者

的参与需求。

4.2  模式并存利于街区活力提升

从 2 种属性占比结果可知，传统商业街

区的发展已经分化为衍生属性占比较高模式

和 2 种属性占比相近模式。一方面，南锣鼓

巷、五道营、鲜鱼口和琉璃厂 4 个街区均由部

分仿建或改建建筑组成，呈现出“以衍生利用

为主、以本体保护为辅”的特点，体验者也认

为衍生属性比本体属性更具吸引力。另一方

面，杨梅竹斜街、烟袋斜街和大栅栏 3 个街

区在规划阶段保留了众多原有建筑，并良好

延续了街巷肌理，呈现出“保护与利用并重”

的特点，这就使得体验者对本体属性的关注

明显提升，能够较为明显地感受到 3 个街区

中遗产本体的真实、多元与完整性特征。

出现这 2 种模式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过

程中规划制定者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选

择不同。衍生属性占比较高表明街区侧重于

商业经营、交易与品牌打造的经济性因素，

代表街区为南锣鼓巷。2 种属性占比相近表明

街区加强了对遗产本体的保护、减少破坏性

改造，更加重视社会性因素，代表街区为大

栅栏。

通过 7 个街区的人口聚集规模热力图、

商业店铺数量和体验者图像数据检索数量①，

从人口聚集、空间规模、数据体量三方面进

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2 种模式中最具代表

性的南锣鼓巷与大栅栏都较受欢迎，表明这 

2 种模式并存有利于提升街区整体活力。民俗

赏玩类型、文化体验类型、旅游消费类型的

传统商业街区的互补存在有利于城市多元发

展，表明传统商业街区在发展模式选取过程

中应充分挖掘街区资源禀赋和空间特色，开

展差异互补的改造实践（表 2）。

4.3  属性均衡促进街区可持续发展

结合 7 个街区中体验者感知数据可知，

属性均衡更利于长久发展。在传统商业街区

的更新发展过程中，琉璃厂、五道营、鲜鱼

口和南锣鼓巷（图 8）等街区出现了过度依赖

商业消费的发展模式，几个街区往往随着业

态盛衰的转变陷入跌宕起伏的循环。反观大

栅栏、烟袋斜街和杨梅竹斜街 3 个街区，体

验者能够感知到街区内本体与衍生属性的均

衡分布，使得街区不易因商业变迁而衰落，

反而能够依据建筑、街巷本体空间开展商业

转型，展现出良好的可持续性。

表 2  7 个传统商业街区中人口、规模、数据指标所反映的街区活力程度

Tab. 2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locks vitality level reflected by population, scale and data indicators of 

the 7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街区名称 人口聚集规模 商业店铺数量 / 家 体验者图像数据检索数量 / 万张 活力综合分析

大栅栏 较高 ＞ 110  ＞ 14.0 较高

南锣鼓巷 中等 ＞ 100 ＞ 12.0 较高

烟袋斜街 较高 ＞ 80   ＞ 5.5  中等

杨梅竹斜街 中等 ＞ 50   ＞ 2.5 中等

五道营 中等 ＞ 50   ＞ 3.0 中等

鲜鱼口 较低 ＞ 30   ＞ 2.5 较低

琉璃厂 较低 ＞ 50   ＞ 5.0 较低

本体属性 衍生属性

属性占比/%
030 30 6060 90

杨梅竹斜街 53.60

烟袋斜街

大栅栏

平均属性

鲜鱼口

实验均值

琉璃厂

南锣鼓巷

五道营

北
京
老
城
街
区
及
均
值
名
称

50.30

50.00

50.00

39.70

38.00

34.50

26.00

20.30

46.40

49.70

50.00

50.00

60.30

62.00

65.50

74.00

79.70

8 7 个传统商业街区属性均值与数据占比差异
Difference between mean value and data proportion of the seven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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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者视角表明，对衍生要素的需求会

随社会发展而变化，过度依赖某种属性会导

致“网红街”“千街一面”现象的产生，转型

不及时就会出现衰败。这就提示传统商业街

区在发展阶段需要重视古迹本体资源的保护，

同时控制衍生要素的过度发展。此外，还应注

重本体空间与商业需求的适配设计，通过 2 种

属性的结合实现要素动态平衡，促进传统商

业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 CNN 技术，有效提取出体

验者所拍摄图片中的 5 类特征要素，统计结

果能够充分体现体验者的感知偏好，为街区

规划制定者充分了解社会需要提供了技术路

线和参考方法，有助于将反馈意见与人群需

求引入不同资源禀赋的传统商业街区改造之

中，避免各街区更新发展模式如出一辙。经

过 CNN 训练出的识别模型能够有效提取图像

数据中的特征要素，并降低数据量巨大带来

的统计分析难度。同时，随着数据库体量的

提升与机器识别模型的改进，未来还可以深

入分析街区更新中体验者的其他各类反馈意

见，对街区更新原理开展进一步探索。

根据体验者数据分析结果可知，选择适

宜的发展模式需要依据所在街区的静态物质

基础，还应以“活态”层面的街区体验需求为

导向，在促进传统商业文化发扬的同时形成

满足街区持续发展供需矛盾的内在动力。只

有本体与衍生 2 种属性共同作用才能使得传

统商业街区重聚活力，并赋予城市更新动能。

同时，体验者反馈数据揭示了街区空间与体

验需求的不匹配，表明在街区更新规划的前

期阶段需要后续运营的提前介入，从而避免

“静态”层面改造与“活态”商业体验割裂现

象的出现，以减少空间规划与展示利用的脱

节，增强体验者与传统商业空间的互动体验，

促进传统商业街区的规划、更新、利用一体

化发展。

综上，各商业街区均需在行为活动方面

作出更多提升，以改善同质化更新的趋势。

由于传统商业街区的活力会随着经济发展与

需求更迭不断波动，所以发展模式多元化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传统商业街区的互补性，

展现出城市整体活力。此外，属性占比均衡

的街区发展模式呈现出发展稳定、影响力更

长久的特点，反之则波动较大。这就提示在

传统商业街区的更新实践中，需要注重本体

和衍生 2 种属性的平衡发展，这样才能增强

传统商业街区抵御社会波动的韧性，促进街

区可持续发展。

注释 (Note)：
① 反映 7 个街区人口聚集规模数据的热力图来自百度热
力数据 2021 年 6 月—2022 年 2 月每月 15 日 12 时的热力
数据平均结果；商业店铺数量依据各街区 2021 年 9 月笔
者调查统计结果；体验者图像数据来自百度图片、微博、
Fliker、Instagram 4 个互联网平台截至 2022 年 2 月的体验
者图像数据检索数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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