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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大活动”一般是指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公共事件。在更多的语境下，这类

重大活动一般是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且希望

通过重大活动给城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推进。例如，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西安 2011 年

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不例外。例如伦

敦举办的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伦敦城市东部

地区的重建复兴带来了重大契机。总体来看，城市重大活

动本身的国际化特征以及给城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

益，甚至对一个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极营销所带来的

促进，使得城市政府乃至国家财政倾注力量予以运作。对

此，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唐子来教授曾以“FACE”一词

中的 4 个英文字母来形象地表述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营

销的 4 个方面。其含义大致如下：“F”代表了 Festival，

即各种传统节日；“A”是 Activity，指各种主题活动；

“C”是指 Celebration，即包括各种颁奖庆典；“E”是

Exhibition，是指各种展览展示。以上 4 个英文字母所形

成的单词“FACE”正好又是“脸面”的意思，寓意了城

市的一张“名片”。上述对“城市重大活动”这一关键词

所作的创意性诠释，正是反映了当今以资本、技术和传媒

等要素的全球化过程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

转变。

之所以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

较为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空间环境和功能

结构的改变带来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城市重大活动需要

占用相当规模的城市用地，少则数公顷，多则也许几个平

方公里。因此，重大活动其规划建设的选址，可作为地方

政府推进旧城改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等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举办活动之

后，场地、场馆的后续利用才是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转型和

空间优化的目的所在，从而实现城市长远的规划发展意图。

例如，上海 2010 年世博会 5.28km2 场地的选址和永久性

场馆的建设，推进了黄浦江在上海市区上游地段两侧的改

造，特别是对于原来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用黄浦江

岸线的现状，通过举办世博会，将一些工业生产岸线转变

为城市生活岸线，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和转型；同时，

永久性场馆区将进一步规划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这一城市级别的文化中心与以南京东路、外

滩和浦东陆家嘴地区所形成的城市中央商务区遥相辉映，

从而形成上海中心城区多中心、多极发展的结构。由此来

看，上海世博会这一城市重大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上海大

都市现代城市功能的重构，引领产业发展方式转型，推进

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这应该是较为睿智的“得”。

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更为

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改变带

来深远影响。在这里，我们把“城市社会空间”定义为：

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集体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

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改造，影响并重塑

了新的城市空间环境，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在空间

上的集体行为，从而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社

会空间重塑的过程，正符合 20 世纪法国哲学思想大师

Henri…Lefebvre（亨利 · 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

产”（The…Production…of…Space）的要义。列斐伏尔指出：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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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

建构过程。他的论述揭示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

市空间的使用对象、服务人群。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城市

内部，城市空间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特定类型的城市

空间由于具有其相应的使用者或服务人群而具有某种程

度的排他性。因此，城市空间使用权利的公平性，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本质。城市重大活动通过特定

类型的空间再生产，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类型和结

构。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无法回避对于社

会公平的考量。从空间公平到社会公平，这应该是城市

规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吧。

一项成功的“城市重大活动”，在规划建设方面应该

体现出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优化的有机结合。在举

办城市重大活动的名义下，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

不以牺牲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为代价，反之，应通过利

用改善物质空间环境的契机，来优化城市社会空间。例

如，2012 年伦敦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选址于伦

敦城市东部、泰晤士河下游北部的地区。此地区涉及的

250 英亩（约 101 公顷）是针对原有传统工业用地进行

改造，并对周边贫困社区进行环境整治。在场地规划中，

几处大型足球场地在赛后将作为生态居住社区中供居民

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花园；可拆卸的比赛场馆和看台，便

于在赛后将用地转型成为举办综合运动会的社区体育场，

也可用来举办其他大型社区活动。伦敦市政府积极利用

奥运会重大活动的契机，推动了伦敦城市东部旧区改造，

通过对贫困脏乱地区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使得当地居

民受到实惠，并且改变了伦敦人对于这一地区的原有的

较为负面的认识，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居住融合度，从而

使得其城市社会空间品质得以提升。奥运会之后，该地

区将成为大伦敦市城市空间东拓的有机组成部分，沿着

泰晤士河的城市景观带也将得以东延，组团式城市空间

结构将得以形成。这是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物质空间

改造和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较好的范例之一。

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城市重大活动成为“肢解”城

市社会空间并使之隔离的助推器，从而造成了对城市空间

使用的特权，远离了社会公平。例如，某些城市重大活动

由于片面考虑美化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在重大活动所赋予

的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建设的名义下，对成片旧城居住区进

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用途基本上是高档消费的场所，使用

对象或服务人群是高收入的社会阶层，而原住民基本上被

高额的消费门槛所阻隔。这种城市空间分异和隔离的过程，

早在 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人，就以“社

会生态学”的方法予以了研究，即城市社会空间通过“隔离、

侵入和接替”等过程，完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对高品质城市

空间资源的占用，即所谓的“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

从而形成了更多体现在居住形态和居住行为上的城市社会

空间隔离。因此，一些城市重大活动的结果，尽管主观意

愿很好，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低收入阶层的空间隔离、排

斥，甚至是驱赶。在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塑过程中，

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建设，由于片面

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市空间的新秩序被土地价

格等因素“磁化”排列，而忽视了诸如历史街区的历史文

化价值，忽视了日积月累的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社会属性和

社会价值，从而失去了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社会公平之

核心内涵。这应该是较为遗憾的“失”。

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重大活动作为城市社会空间

再生产的主要动因之一，确实面临着重大考验。由于重大

活动从决策到实施建设，往往时间短、规模大、任务繁重，

而且有的时候建设资金也十分有限，要综合考虑错综复杂

的因素，可能顾此失彼。然而，正是因为城市重大活动可

能给城市带来的长远的后续效应，所以，有关城市重大活

动的规划建设决策就更应该予以重视。从重大活动的规划

选址，到实施活动阶段的安排，特别是对后续利用的综合

考虑和潜伏设计，都应该谨慎而睿智。建议在进行城市物

质空间环境改造的同时，充分重视原有城市社会生活肌理

的多样化，重视原有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网络和活力，从

而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结果，既满足新的社会空间

生产的需要，又反映出物质空间表象之后的社会公平。只

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

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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