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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类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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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民居围合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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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蓝色之城焦特布尔的自由式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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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则成为了街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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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空间与市井生活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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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围合的各种尺度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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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北京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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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的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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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丰富的生活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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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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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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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转变中的胡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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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 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保持胡同风貌？
• 北京胡同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怎样的空间改变？
• 北京胡同的空间品质如何？
• 如何从设计上引导北京胡同的良性发展？



认识胡同空间的传统与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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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北京图，1750

https://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0-historical-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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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内外域地图，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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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新数据和技术为胡同的时空洞察提供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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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Big	data,	

commercial,	social	
network,	and	

official	open	data

方法
Spati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methods

模型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applied	urban	

models

技术
Sensors,	unmanned	

aircraft,	eye	tracker,	EEGs,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s



街景图片为胡同空间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时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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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ogle_Street_View

全覆盖
部分覆盖地区
地方公司支持全覆盖
私有企业支持
官方计划覆盖
非官方计划覆盖
无街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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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fujingHutongs

气氛、风貌色彩、尺度

整洁、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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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lishi	Road

No	smell	and	noise

绿化率 机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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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从建筑界面到道路中线的空间位置的不同，结合周边空间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将
观测点街道品质的评价指标划分为4个大类，11个子类。

大类 建筑部分 人行道部分 车行道部分 底商或围墙部分
底商部分 围墙部分

子类

n 立面色彩变化（0或1）

n 立面清理、材质更改
及其他（0或1）

n 建筑部分改善是否有
效（0或1或2）

n 停车空间整治
（0或1）

n 绿化改善（0或1）

n 街道家具增设或
优化（0或1）

n 人行道部分改善
是否有效（0或
1或2）

n 车道细化
（0或1）

n 绿化改善
（0或1）

n 道路部分
改善是否
有效（ 0
或1或2）

n 店面招牌变化（0
或1）

n 店面立面通透性、
装饰变化（0或1）

n 底商部分改善是否
有效（0或1或2）

n 通透性变化
（0或1）

n 周边绿化与
设施建设（0
或1）

n 围墙部分改
善是否有效
（0或1或2）

街道空间评价要素（围墙）街道空间评价要素（底商）

2012年街景

街道空间 t1
（Built Environment）

2016年街景

街道空间 t2
（Built Environment）

评价指标体系
＋

自动/人工打分

品质变化 t1-t2
（Tempor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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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片：立面色彩变化（0）

• 样片：立面色彩变化（1）

• 样片：立面清理、材质更改等其他（0）

• 说明：建筑外立面发生立面清理、材质更改及其他变化为1，无变化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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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片：建筑外立面改善是否有效（0） 样片：建筑外立面改善是否有效（1） 样片：建筑外立面改善是否有效（2）

• 说明：建筑外立面改善效果较好为2，效果一般为1，无变化或负面效果为0



胡同空间品质评价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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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片

主观评价体系 0分 1分

围合性

人性化尺度

通透性

整洁度

意象化



胡同空间品质评价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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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绿化率 d.开敞度 e.围合度a.街道连续性 b.街道的高宽比

a.方法：道路中心线1
米间距buffer40次，
与建筑断面相交的最大
值与街道全长的比例

b.方法：道路
两侧建筑的平
均高度与道路
红线宽度的比

cde.方法：利用像素级语义分割的深度全卷积神经网络体系结构分割技术
（Bayesian SegNet）理解视觉场景。 可识别出天空、建筑、柱体、道路
标记、道路、铺装、树木、标识、围栏、汽车、行人、自行车共12类要素。
分别汇总每个街道点位对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要素构成，计算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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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胡同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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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条胡同
（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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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N Mean 变化总数

外立面
立面色彩变化X1 1852 0.10

X1+X2=352
立面清理、材质更改

等其他X2 1852 0.09

人行道部分

停车空间整治X3 1891 0.04

X3+X4+X5=284绿化改善X4 1891 0.07

街道家具X5 1891 0.04

道路部分
车道细化X6 1498 0.06

X6+X7=165
绿化X7 1497 0.05

底商部分
店招变化X8 845 0.16

X8+X9=211
店面立面X9 842 0.09

墙体部分
围墙通透性X10 433 0.08

X10+X11=68
围墙周边绿化X10 441 0.07

通过各部分的变化监测，可以
反映出，胡同的改变速度是很
慢的，在两三年内变化的比率

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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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有效性 N 有效变化的比例

外立面

Non-Effective
7 3.5%

Effective
16 2.5%

人行道部分

Non-Effective
82 4.6%

Effective
9 0.5%

道路部分

Non-Effective
56 3.9%

Effective
10 0.7%

底商部分

Non-Effective
47 5.6%

Effective
14 1.7%

围墙部分
Non-Effective

19 4.4%

有效变化，即变化改善了胡同
品质的占比在0.7%-4.6%之间。

改变的很少，精细化的改变

更少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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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片：非典型胡同形态（0）

• 样片：典型胡同形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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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内较多传统空间遭到破
坏，典型胡同空间保留较少

仅33.7%

非典型胡同空间
典型胡同空间

• 观测样本总量：1893

• 非典型胡同空间：1225

• 典型胡同空间：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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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感知品质——停驻意愿偏低，胡同空间品质
的综合水平不高，吸引力不足。

•5分仅占1.2%
•1分占8.8%
•大部分为2-3分，分别占比39.3%、39.8%
•统计平均值为2.59
•标准差为0.85

High score area ：
(1)Northeast to the Shishahai
(2)Maoer Hutong and Nanluoguxiang
(3)Xisi Area
(4)Ganmian Hutong and Lumicang Hutong 
(5)Middle Jingji Road 
(6)Xigong West and East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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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方面来看，胡同的整体绿化不是
很好，长安街北侧的胡同形态要好于南
侧；

胡同的连续性较好，但高宽比属于“低”
值范畴；

靠近主干道的胡同围合度较差，也就是
可能受机动化改造的影响，道路被拓宽
了，街道形态未予以保持；比如南池子；

大栅栏、东四、南锣锅巷、西四北侧、
方家胡同等的围合度好、连续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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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上海衡复区、胡同、上海内环、北京二三环间的开敞度、围合度和绿化率进行比较，胡同的绿化
率最低，围合度较低，开敞度高；原因是胡同的建筑低矮，树木栽植少（历史原因）。

Openness Enclousure Greenery Motorization Pedestrain Vehicle
Hutong	historical	area_Beijing 23.2% 46.1% 19.8% 10.0% 1.5% 7.8% 
Hengfu	historical	area_Shanghai 4.2% 65.1% 28.7% 6.2% 2.1% 5.6% 
Beijing_central	area(between	2th	and	3th	ring) 11.8% 50.1% 20.5% 15.7% 1.6% 9.0% 
Shanghai_central	area(inner	ring) 7.9% 57.7% 25.0% 11.4% 1.9% 7.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Hutong	historical	area_Beijing

Hengfu	historical	
area_Shanghai

Beijing_central	area(between	
2th	and	3th	ring)

Shanghai_central	area(inner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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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条街道界面整体呈正面评价，表明东四整体风貌保持较好
• 商业界面的类型与业态有一定关联：低影响改造型与文艺小资型

界面多为酒吧、咖啡厅，玻璃橱窗型多为中餐厅与零售商店，而
简单改造型则多为快餐店与生活服务类商店

• 各条街道的测度结果中，专业评分和综合评分结果基本吻合，但
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五条的专业得分显著升高，六条、七条和东
四北大街的专业得分显著降低

• 各条街道的得分差异源于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不同街道的界面特点

各观测点综合得分结果及典型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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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年，东四历史街区街道界面变化较大，且变化幅度高于北京市整体水平，但有效变化较少，显示出通过街道界面控制导则等方
式引导历史街区街道空间品质逐步改善的必要性

• 东四各类街道界面中，发生变化占比最大且最有效的是商业界面，而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商业业态的更新。未来东四街道界
面的变化仍将会以商业界面为主

居住界面动态变化 商业界面动态变化



商业界面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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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改范例

慇槪 䅡呯 扡壽屒㣵

営姪
界面高度

商店面宽

停车位置

• 结合胡同6步（约9m）的宽度，控制商业单位面宽在3.5m以下，统一店
铺最大不超过4个，且要作出实体分割

• 高度不超过9m，以维持合理截面D/H比
• 在宽度大于8m的区段可避开树木设置沿街停车位，以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㬦㬛屟
透明/半透明/

封闭界面比例

• 胡同原风貌以封闭界面为主，需严格控制通透性，选取4.1中评分较优立
面进行测算，确定非封闭界面占比不得高于40%，商业性倾向较高的三条、

六条可增大到60%，但仍应避免大规模的玻璃橱窗

㫪醁屟
单一立面

连续长度

• 单一界面最长不超过12步（约24m），对封闭单一界面需做一定装饰，
增设停留家具、绿化以丰富街道氛围

駱訥
嫮媀

抬高

灰空间

入口形式

• 商业入口部位允许一定抬高，可适当突出，但不设置入口灰空间、雨篷
等外挑设施

• 开门推荐侧开小门、单扇开门等形式

襫䉳
䏣樴

风格、颜色

招牌设计

修缮思路

• 鼓励传统风格及其改良，立面以灰调等低饱和度颜色为主，可适当点
中国传统颜色

• 招牌需放置在屋檐下，进行统一设计，以木质、简单素净为主要导向，
只允许出现店名及标志，占版面比不超过30%，字体需进行筛选

• 重要区段不在界面放置空调机，已存在的需整饰外观

鉢䖢裶
䄄㛄鉝

停留游

憩空间

• 结合居民访谈结果，大量居民表达了需要公共空间的愿望，应结合街道
实际情况，增设一定的休息座椅、公共艺术装置，提高街道的步行品味，

整治占用街道空间的堆放物

• 提出“以维护胡同整体风貌为前提，发挥文化价
值，适度发掘商业价值，满足居民的需求和感受”
的控制方向与思路

• 参考各条胡同定位，针对各条胡同提出差异化发
展策略



胡同所在的旧城发生了显著的绅士化过程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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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城的非正式空间遇到遇到深度学习（人工小样本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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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城的非正式空间遇到深度学习（机器大样本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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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摄影：刻画人群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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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摄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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