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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   建兰路步行街改造是兰州市商业布局的重头戏。该文着重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步行街的区位优势和合理布局及科学的功能定位，分析了

商业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并依照城市商业步行街的规划设计要点及指导原则，对如何构造良好的商贸环境意象、丰富的空间形式、独特的

街区景观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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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rebuild of JianLan commercial walking street is the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ercial layout of Lanzhou. Through the problem of 
walking street running，the paper integrated the section advantage，rational layout and scientifi c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the street, discussed 
the social benefi t，economic benefi t and environment benefi 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an outline and the golden rule of urban commercial 
walking street, the paper gived some advice for how to construct good commercial environment image，plenty of space form and unique block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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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动内需的大环境下，总投资 6000万元，总建筑面积 

24680m2的兰州市建兰路商业步行街正式投入营运（图1）。按照规

划设计，该步行街要建成集购物、餐饮、娱乐、商务、旅游为一体

的现代商业步行街，建筑风格采用传统古色古香的连廊建筑，并在

步行街设置富有“丝绸之路”文化的浮雕、雕塑、灯饰等景观。但

通过几年的运作，经营和管理散乱无序，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1   兰州建兰路步行街的功能定位及环境分析

1.1   建兰路商业步行街的功能定位

 建兰路位于兰州西站闹市区，原址是七里河区最早形成的小商

品市场，具备近三十年的经营历史，已成为兰州城市西区商业发展

的代表。建兰路商业步行街的改造，对于平衡兰州商贸布局，改善

西区购物环境，提升城市西部的整体功能具有一定的意义。按照规

划，该步行街功能定位是建设成为以精品店、特色店、专业店为

主，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商务、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多

功能的商业步行街。

1.2   商业步行街规划的环境分析

①区位优势。建兰路位于城市西区中心，地处七里河、安宁、

西固三区交汇处，是兰州西部商业贸、金融、物流网点集中，酒

店、宾馆、医疗单位集中地区，日客流高峰达10万人次之多。

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一批高档大型住宅社区快速崛

起，人流迅速聚集，形成了强大的区位优势（图2）。

②空隙优势。纵观建兰路周边环境，大面积的旧市场亟待改

造，建兰路周边商业现状远不能满足各类消费者及外地游客需求，

大片的空隙之地亟待提升，巨大的待开发空间也转化成为步行街

扩建升级的资源优势。

③历史优势。建兰路是兰州最早形成的商业区，在省、市内外

具有一定影响。随着商业区的改造及购物环境的改善，以及西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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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成运行，必将进一步彰显出其厚重的传

统文化沉淀、独特的市场氛围和丰富的商业

内涵。

1.3   规划布局现状

 步行街围绕“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主

题与功能定位，吸收了古典和现代、中国与

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街道两侧主要以新建

商业建筑与已有住宅底层商业空间开发相结

合，通过雕塑艺术景观塑造特色文化，但是

商业文化的体现仅现于表面，真正能够反映

高层次商业消费水平的建筑与环境空间仍

然缺乏，商业购物节点单一，导致现有购

物路线单调，没有吸引游客深度消费的商业

空间（图3）。

2   商业步行街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模式单一，模仿过多

 我国目前的商业步行街大多停留在低水

平的模仿与复制层面。建兰路在规划之初和

建设之中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

深层次考虑服务于客户群的重要因素，更未

能根据消费者行为进行商业街规划设计，简

单模仿，模式单一，造成项目无序、杂乱，

成功概率大打折扣。

2.2   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不协调

 商业步行街是集购物、餐饮、文化性

消费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众商贸消费区

域，是城市的社会活动中心。建兰路购物

功能相对充足，但休闲等文化性消费服务

严重欠缺，作为社会活动中心的功能远未

实现。尤其沿街夹杂许多不伦不类的雕

塑，反而对商业氛围起到了一种破坏作用

（图4~5）。

2.3   良好的交通体系未能形成

 步行街的成功与否，交通问题是关键。

设计中应考虑步行街所在地段的交通情况和

停车的难易（图6）。在建街之初就必须考

虑到停车场的设置和修建问题，以解决自行

图5   无文化背景可言的雕塑喷泉图4   雕塑与小贩相映成趣

图3 功能结构分析与范围

图2 区域位置

图1   兰州建兰路商业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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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自驾车等停车用地紧张的矛盾。

2.4   空间形式单调，无序列、无层次

 购物街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并以

一定的物质空间形式表达其文化特征，有

效地渲染出不同的环境气氛和空间特色。

而建兰路步行街由于其本身条件的局限或

原破旧楼群的继续存在，及无休止的扩展

商业面积，完全破坏了步行街的整体视角

效果（图7），导致整个街区无序、单调、

无特色，失去了商业街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商业步行街实质上变成了杂乱的大自

由市场（图8）。

3 城市商业步行街规划设计要点

3.1   合理的设计尺度

 商业步行街本身的尺度感主要体现在道

路的宽度和建筑的高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尺

度对比上，合理的道路宽度是商业街日后

繁荣程度的基本标尺。根据国际相关统计

数据，一般商业街的道路宽度为20~30m；

室内商业街的宽度为6~10m。考虑到中心

城市人口密度偏大，商业街的宽度可以适

当放大。

3.2   科学的交通规划

 商业街的交通方式可以分为纯步行交通

和人车混行交通。人车混行可以有效解决购

物者的交通可达性和便利性，但对整个区域

交通规划有着很高的要求。纯步行街则能理

想地烘托出浓厚的商业氛围，但是此类模式

必须考虑公共停车场或自行车停放问题，应

做到集中控制，分散布置，人车分隔的通畅

便利环境。

3.3   中庭和广场空间的运用

 街区主要购物空间内的人流是以步行为

主的，因此设计之初必须考虑到购物者的

生理和心理特征。根据国内的调查数据，

购物者身体感觉疲劳的步行距离是300m

左右，因此在商业街的空间设计时应将休

闲、娱乐功能的中庭或广场，作为商业步

行街的收放节点，用以调节购物者的步行

节奏。

3.4   独特的景观构成

 步行街具有独特的因素，这些因素也是

满足现代城市生活需要，构成城市环境风

貌的组成部分。步行街由两旁建筑立面和

地面组合而成，其要素包括地面、标志性

景观、建筑立面、招牌广告、街道小品、

照明、休息座椅、绿化植物配置和特殊活

动空间等，其设计繁杂程度不亚于设施建

筑。步行街区建筑内外的界线可以是虚

的，可穿透的和不定的，并有一种向内吸

引的感觉，充分体现我国传统空间特征中

“虚”的意境，以及城市环境的人性化和

整体连续性。

4   商业步行街规划设计原则

4.1   规模适度原则

规模适度原则是指商业街的长度、宽

度、高度以及营业面积都要适度，不能超

越界限无限发展。商业街的建筑不宜过

高，一般在2层楼高，个别大商场可到4

层。过高的建筑会产生压抑感（图9）。通

道狭窄，两边建筑物过高，会产生高楼效

应。宽度也不宜过宽，如果街道过宽，会

使消费者两边往来体力耗费过大，抑制观

赏、购物的欲望。商业街的营业面积也不

应过大，一定要考虑人们的体力和心理承

受能力。

4.2   因地制宜原则

商业街改造，必须充分利用好各个地段

原有的商业特点，根据不同的地段特点，制

定不同的规划分段逐块实施。建兰路商业街

应对现有建筑进行有选择性的拆除改造，以

保持和提升市场的客流和商业的繁荣。

4.3   以人为本原则

商业街服务对象是人，要尽量体现以人

为本的原则，在功能、样式、质感、色彩等

方面，强调精品意识，创造优质的商业购物

图6 非机动车辆随意停放

图7 破旧的老建筑

图8 纷乱无序的市场

图9   不协调的建筑空间

图10  现有休息设施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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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突出景观性、功能性和安全性，体现

出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理念。

4.4   突出休闲功能的原则

据测算，一般消费者连续逛街购物的

疲劳时间最多为2小时，只有增加休闲、娱

乐、餐饮等形式才可以延长消费者的滞留时

间。要重视广场空间和座椅的设计，增加茶

馆、快餐店等场所，为顾客提供休息、娱乐

的方便，才会延长顾客的逗留时间，增加商

业步行街的活力。

5   对商业步行街规划设计的几点建议

5.1   合理选址，准确定位

 合理选址和准确定位是商业步行街成败

的关键，将决定今后的商业活动和运营氛围

的形成，直接关系到市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建兰路步行街选址在人流密度大，相

对中心的城区是准确无疑的，问题是要合理

安排街内综体布局。

5.2   规模适度原则

 商业步行街并不是规模越大，街道越长

越好。过于庞大的规模往往会给行人一种难

以亲近的感觉。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不宜太

高，一般不要超过三层。过高的建筑物摆

在步行街并不宽的街道两旁，会给行人带

来压抑的感觉。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倾

向于平行的移动，所以，高层建筑的商家

在商业步行街上，往往成了摆设，并没有

多少商机可言。

5.3   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

 商业步行街应该尽量营造良好的购物环

境，才能达到激发购买欲望的目标。购物环

境主要包括商业步行街的整体特色，商业布

局等客观环境。步行街应以明亮、暖性色彩

为整体基调，商业布局应做到错落有致，暖

色容易使人兴奋，激发购物欲望，带给顾客

一种愉悦购物的氛围。建兰路在下一步的扩

建改造中要把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构建街

区的整体特色作为工作的重点。

5.4   空间的合理安排

 商业步行街应该给顾客一种流动前进的

空间节奏感，这样更能吸引行人。因此，

如何安排商业步行街空间的合理布局和纵向

布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一般来

说，可以通过特定的建筑、树木、特有的

标识以及街区两旁适当设立开敞的小品类

休闲广场，在这些广场空间，可以有序的

加入一些商业活动，甚至是一些可以与行

人互动的商业活动，这样不但会有效集聚

人流，起到良好的环境效益，同时也会增

大游人的购物能力。

5.5   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顾客

的需要

 商业步行街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结

合功能定位，充分考虑到不同顾客的需求，

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建街理念。规划中可

以通过诸多细节设计体现这种人文关怀，如

增设盲道、无障碍通道、设立饮水机、尽可

能多的设置休息座椅等（图10）。

5.6   结合本地文化，突出自身特色

 每一个城市无论大小都会有其值得骄傲

的历史，把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挖掘出来，

形成商业步行街的特色，必将成为吸引行人

的重要因素。一条好的商业步行街，不仅通

过本地的商客游人促其发展，更要吸引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商家共同进入，要不断改善

投资环境，优化经营理念，才会有效提升步

行街知名度。

结语

 商业步行街为构筑城市商业布局，缓解

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压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同时，商业步行街作为城市中一个浓缩社

会历史、文化的场所，始终处于一个多层

面、多方位、多形态的动态平衡空间体系

之中。在“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时代，

商业步行街已成为城市的社会活动中心和

城市形象的代表。

 步行街作为一种富有活力的街道开敞空

间，已成为现代城市最基本的要素构成之

一。现代步行街的发展随着社会形态、社会

生活、社会意识的变化，其设计理念已开始

充分体现出一个城市的综合素质，也越来越

受到城市规划的重视。                              ■

（注 李鸿飞为天津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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