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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旧机场的停航和搬迁，占地广阔的原机场地区亟待转

型和再开发，地处城市中心或近郊旧机场地区的城市更新成为推

动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我国旧机场地区有机更新的成熟路径

和先进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本文首先剖析了基于谨慎城市更新理

论的德国柏林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综合开发案例，其次深入分析

了该机场地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决策过程、实施策略及其开发成效，

最后基于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城市更新的理论应用及其实践总结

出对我国旧机场地区综合开发的可借鉴之处。

Abstract: With the suspension and relocation of the old airport, 
the former airport area covering a vast area are in urgent need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development. The urban regeneration of these 
old airport areas located in the city center or suburbs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mature 
path and advanced mode of organic regeneration of old airport areas 
in China are still being explored.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ase of Berlin Tempelhof airport area based 
on the careful urban regeneration theory, and then deeply analyze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effect of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in this airport area. Finally, a 
conclusion is drawn on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rban regeneration 
theory application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Tempelhof airport area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old airport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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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少历史悠久的机场由原坐

落在城市外围转化为地处市中心或近郊地区。这时期的机场一方

面因其自身容量趋于饱和亟待向外扩展，又因受限于周边地区的

建成区密集、土地征收困难、净空条件差等因素而难以扩张 ；另

一方面，机场地区的航空噪声、航空器污染物排放等环境污染严

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且以机场净空保护和电磁环境

保护为主体目标的机场地区控制性规划对机场周边地区高强度

的城市开发产生了强制性的约束。为此，内城型机场（inner-city 

airport）普遍面临着关闭、搬迁的“双赢”抉择 ：对机场主管机

构来说，在远郊新建机场可满足所在地区民航发展的中长期需求；

对机场所在地方政府来说，停航后的旧机场地区多由交通类划拨

用地转化为可进行招拍挂的经营性用地，集中成片的旧机场用地

性质转变及其周边地区所释放的高强度开发潜能是推动内城型机

场搬迁的动力源泉。

理论方法层面，陈卫龙和范红轮、黄晓庆等基于旧机场更新

相关实践案例论证了旧机场地区的开发模式和开发策略 [1-3]。实

践层面，当前国内外的旧机场地区更新改造的主流做法是以大面

积开敞空间——“跑道公园”为核心进行综合开发。例如 ：挪威

奥斯陆福尔尼布机场（Oslo Airport, Fornebu）综合开发是以南森

（跑道）公园为核心，营造集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和居住功能

为一体的生态社区 ；德国慕尼黑里姆机场开发以会展中心为主

体，打造（跑道）景观公园与办公区、住宅区融为一体的会展新

城；南京大校场机场被打造为集高端服务、创意产业、跑道公园

为一体的南部新城；上海龙华机场营造以黄浦江西岸艺术中心为

核心，以首个获可持续场地设计倡议（SITES: The Sustainable Sites 

Initiative）金级认证项目的“徐汇跑道公园”为特色的公共文化

板块；等等。从我国机场更新理论和实践来看，旧机场地区开发

多侧重于城市更新和功能再开发，而忽略了对航空历史文脉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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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场地区交通便利，且环绕着多样化结构的社区，人口

密集 [7]。依据机场性质、机场管理主体变更和重大事件的时

间节点，可将该机场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时期（图 1）。
（1）民用机场初创时期（1923—1933 年）：受制于《凡

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对军用航空的约束，也出于

“寓军于民”的航空发展战略，柏林市政府将滕博尔霍夫地

区改建为民用机场，新设立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则大力拓展

其遍及欧洲、南北美洲地区以及苏联等 70 余个城市的航线

网络体系，机场由此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民用机场 [8]。

（2）军民合用机场时期（1933—1939 年）：第三帝国时

期，建筑设计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提出了新

柏林城市规划——“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计划”[9]。位于东

西向辅助轴线东端的滕博尔霍夫机场与位于南北向主轴线两

端的火车南站和火车北站一同构成了柏林市的城市交通门

户，由著名建筑师恩斯特·扎格比尔（Ernst Sagebiel）设计

的新航站楼和楼前广场也使得该机场成为通往欧洲的门户机

场和国家实力的象征。

（3）军用机场时期（1939—1945 年）：第三帝国空军接

管机场后在北部和西部边缘建设了大型集中营来强迫战俘和

犹太人生产大量的空袭装备，该机场由此成为德国空军基地

和航空工业基地 [10]。

（4）驻德美军接管时期（1945—1993 年）：美军接管机

场后将其用作专用机场，在柏林封锁期间，滕博尔霍夫机场

成为西方盟军向西柏林和德国西部运输生活必需品的主降机

场。1950 年美军开放了部分区域用于民航功能，机场容量逐

渐饱和。

（5）回归民用机场时期（1993—2008 年）：德国统一后，

1993 年美军撤离并将机场移交给柏林机场有限公司。1996 年

柏林市长、勃兰登堡州州长和联邦运输部长达成“共识决

议”，决定先关闭滕博尔霍夫机场，再关闭泰格尔机场（Tegel 

Airport），并在舍内费尔德机场（Schoenefeld Airport）原址

体延续和保护，同时缺乏对超大用地规模、超长开发周期的

旧机场地区综合开发相关决策机制的专题研究。因此，本文

以基于谨慎城市更新理论的德国柏林滕博尔霍夫机场项目为

例，剖析这种集航空文脉延续和城市功能再提升双重目标于

一体的旧机场地区综合开发新模式，论述其在航空历史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公众参与等诸多领域所具有的国际示

范意义，并分析其对我国旧机场地区城市更新可资借鉴的先

进规划理念和决策机制。

1  谨慎城市更新理论的诞生背景及其内涵

德国柏林自 1960 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区改造活

动，大拆大建的粗暴方式产生了一系列基础设施、环境、交

通方面的问题，引发了当地居民持续良久的批判和抗议。直

至 1984 年在柏林国际建筑展上针对旧城区创立了“谨慎城

市更新”理论，并从城市更新目标、建筑改造手段、公共基

础设施升级、资金筹措等层面提出了 12 条基本原则，柏林

城市更新的主旨才逐渐由过去的大拆大建转型升级为当前的

以“谨慎的功能混合原则”为核心 [4-5]。“谨慎城市更新”理

论在柏林的旧城改造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为其他国家的城

市更新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谨慎城市更新”指以全面综合的眼光和行动，解决无

法满足现代城市功能需求的旧城区中存在的城市问题，持续

改善该区域的经济、自然、社会和环境条件，使其全方位复兴，

并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6]。该理论既注重物质空间的改造，

也重视空间内涵和历史文化的保护，最为关键的是维护旧城

区原住居民的群体利益。

2  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的谨慎城市更新项目概况

2.1  机场的发展演变过程
位于柏林南部的滕博尔霍夫机场是德国柏林市历史上的

重要机场，该机场距市中心约 2.8 km，属于典型的内城型机

图 1  柏林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演变过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8-1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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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建勃兰登堡机场（Brandenburg Airport），作为柏林市和

勃兰登堡州的唯一民用机场 [11-12]。

（6）机场开发维护时期（2008 年至今）：2008 年机场关

闭后历时多年最终确定了机场的开发方案和决策机制，即分

区、分时地将整个机场开发成为一个集办公、文化创意、旅

游、休闲、运动、娱乐、生态保护等多种功能的机场活力区。

2.2  机场地区综合开发的决策过程
滕博尔霍夫机场的开发是一场政府、开发商与公众长期

博弈的过程，公众的参与贯穿了其从关闭、规划到运营维护

的全生命周期，且参与程度循序渐进，公众为了保障自己的

决策权利用公投方式来反对政府的绝对决策权。经过各方反

复协商交涉，滕博尔霍夫机场开发最终确立了完善的决策体

制机制和开发方案。自 1996 年提出关闭机场至今，依据机

场发展的重大决策事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2.1  关于机场关闭与否的决策过程（1996—2008 年）

1996 年，柏林市长、勃兰登堡州州长和联邦运输部长三

方达成“共识决议”后提出关闭机场。社会各界对此意见不

一，支持机场关闭者强调机场对周围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噪声

和污染，而反对机场关闭者认为机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

区位优势。2007 年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作为终审法院作出关闭

滕博尔霍夫机场的最终裁决。为此，反对者的代表组织——

“滕博尔霍夫城市机场权益组织”于 2008 年发起了“将滕

博尔霍夫保留为商业机场”的公投。由于这是自 1995 年柏

林宪法修正案允许直接投票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民参与城

市发展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公投，且柏林东部地区的支持率较

低，导致赞成票数不足，机场被强制关闭，土地所有权交给

柏林市政府。

2.2.2  关于机场未来发展的决策过程（2009—2014 年）

2009 年，一项名为“占领滕博尔霍夫”的倡议呼吁公

众进入自 1995 年以来始终对外封闭的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

来表达抗议。受此影响，次年该机场作为临时性公园对外开

放。2011 年，新成立的“滕博尔霍夫项目有限公司”代表参

议院城市发展和住房部负责机场整体开发。2013 年该部门公

示了“自由滕博尔霍夫总体规划”（Masterplan Tempelhofer 

Freiheit）方案，将机场内缘占地 64 hm2 的区域开发为三个

片区：西侧为文教区，南部为商业区，东侧为住宅区（图 2）。
为了反对这一规划，新成立的“百分百滕博尔霍夫”（100% 

Tempelhofer Feld）民间组织倡导将滕博尔霍夫机场完全保

留为内城开放景观，对公民永久开放，并禁止商业化开发。

2014 年，在“百分百滕博尔霍夫”组织征集到有效签名后，

柏林选举办公室针对“滕博尔霍夫项目有限公司”和“百分

注： 以航站楼综合体的停机坪为界限，停机坪以外的机场区域为飞行区场地。

图 2  “自由滕博尔霍夫总体规划”方案（2013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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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滕博尔霍夫”各自提出的两个法定规划草案组织了二选一

的公投，最终后者提出的法定规划草案获胜。与此同时，《滕

博尔霍夫场地保护法》通过。该法案将机场飞行区场地划定

为保护区，禁止私有化、出售和新建建筑 [13]。

2.2.3  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2014 年至今）

整个滕博尔霍夫机场开发最终分为三个子项目：一是将

椭圆形的飞行区场地开发为大型城市生态开敞空间 ；二是

将航站楼综合体前的空运广场改造为多功能绿地广场 ；三

是将航站楼综合体开发为一个集艺术、文化、办公和创意

的多功能创意中心。前两个子项目由参议院环境、运输和

气候保护部委托“绿色柏林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该公司

专为柏林众多公共开放空间项目提供设计和管理服务 ；后

一个子项目由参议院城市发展和住房部委托给“滕博尔霍

夫项目有限公司”牵头再利用开发。这两个公司均为柏林

市政府全权控股的非营利性公司，资金多由政府拨款和自

有收入提供。

（1）飞行区场地开发项目

2016 年“滕博尔霍夫场地开发维护计划”（Tempelhofer 

Feld Entwicklungs und Pflegeplan）在参议院、绿色柏林有限公

司、公众的三方参与下完成编制。该计划规定了滕博尔霍夫

场地保护区的总面积为303 hm2，分为外围草甸环（101 hm2） 

和中央草甸区（202 hm2）两部分：全开放的外围草甸环提供

活动场所，且对中央草甸区起缓冲保护作用 ；而半开放的中

央草甸区用于保护开阔的草甸景观和特有的动植物群，只允

许公众在两条跑道上进行有限的休闲活动。依据机场周围环

境和区域特性的不同，整个保护区被划分为 5 个不同发展主

题的区域，分期、分区进行开发（图 3）。

（2）空运广场改造项目

空运广场所在位置最初被规划为滕博尔霍夫机场的标

志性前庭，但受二战影响只建成了半圆形草地，战后为纪念

柏林空运事件又被建成了以空运纪念碑为标志物的纪念性广

场。空运广场不仅作为大型交通轴和滕博尔霍夫机场的主要

入口，还服务于超过 20 000 人的社区居民、机场游客和员工

等。考虑到空运广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城市区位，加之

其现状又与周围空间衔接不连贯，为此实施了空运广场改造

项目。该项目既是《柏林城市绿化宪章》中的第一批重大样

板项目之一，也是柏林市交通和开放空间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的示范性项目。项目计划将原有广场延伸为一个约 5 hm2 的

区域，使其成为滕博尔霍夫机场的高品质入口、环境友好型

交通轴和多样化开放空间。该项目于 2018 年举办景观规划

理念和实施竞赛，以一等奖方案为基础，开展了广泛公众参

与活动征求意见，目前还在不断地优化设计中，预计到 2025
年确定实施方案并开工建设，总投资约 1 600 万欧元（图 4）。

（3）航站楼综合体开发项目

滕博尔霍夫机场航站楼综合体作为 1930 年代世界上

最大的单体建筑、欧洲最大的保护建筑，总建筑面积达 

30 万 m2，由 2 座办公楼群、2 个庭院、1 座候机楼、7 座机

库和混凝土停机坪等一系列建筑构成。凭借其航空历史纪念

和现代工程技术的价值，该综合体曾于 2011 年荣获“德国

土木工程地标奖”。滕博尔霍夫机场项目有限公司在对该建

筑综合体进行整体调查评估后，认为其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

的结构损坏，亟待翻修；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为此提出“愿景 2030+”开发计划 [16]（图 5）。该计划从建筑

保护和开发再利用两个方面同步推进：一是翻修建筑的表面、

外墙和屋顶，并进行配套结构、防火、污染物整治和技术基

图 3  “滕博尔霍夫场地开发维护计划”分区定位示意图（2016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绘制

滕博尔霍夫大道区
（休闲和活动） 南翼区

（休息和实践）

中央草甸区
（空阔的原野）

奥德大街区
（社区花园和娱乐项目)

哥伦比亚大道区
（运动和历史纪念）

图 4  空运广场规划竞赛一等奖方案
资料来源：https://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aktuell/wettbewerbe/ergebnisse/2018/platz_

der_luftbruecke/preis_1.shtml

N

出口道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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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环线

绿色广场 南部环线

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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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全面更新，以满足现代功能使用要求，预计需要 15
年以上的时间 ；二是对航站楼综合体的各组成部分进行适应

性开发再利用，用于文化艺术、混合办公等功能。

3  基于谨慎城市更新理论的机场地区综合开发实
施策略

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综合开发遵循了《柏林城市发展战

略 2030》（Urban Development Concept Berlin 2030）中的三大

战略：一是遵循“保障公众参与，促进多方合作式的城市规

划和发展”的战略，在项目规划和运营维护中贯彻政府、公

众和开发公司三方参与的理念和模式 ；二是依据“发展高质

量的城市绿地和开放空间”战略，将飞行区场地和空运广场

构建为气候友好型的高品质城市绿地 ；三是以“将柏林打造

为创意、艺术和文化的国际中心”目标为宗旨，以航站楼综

合体为平台打造文化交流和艺术创意中心 [17]。

3.1  构建全过程、多样化的多方参与决策机制
在滕博尔霍夫机场从关闭、规划到运营维护的全生命

周期中，公众借助公投发声，推动项目决策从政府的绝对

主导模式逐渐转为多方参与模式，在三个子项目中分别采

取了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和决策机制。（1）在飞行区场地开

发项目中制定了三方参与机制 ：其中公众现场论坛用于介

绍、讨论相关的所有重要主题和规划过程 ；现场协调会上

组织个别主题的商定参与过程 ；研讨会则针对个别主题进

行深入讨论（图 6）。（2）在空运广场改造项目中，公众可

通过在线平台讨论、现场展示会、研讨会等形式参与规划。 

（3）在航站楼综合体开发项目中，组建了专门负责公民参

与进程的协调工作委员会，通过研讨会、开放日、在线平

台讨论等多种形式保障公众参与。

3.2  注重机场历史建筑分阶段、分层级的多元化保护
滕博尔霍夫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现有不同历史阶段、多元

文化风格的建筑遗存，依据《柏林文物保护法》得到了分类

保护。（1）滕博尔霍夫机场、空运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建筑群

一同被列入“遗产建成区”。（2）滕博尔霍夫机场整体被列

为“遗产建筑群”，包括：1930 年代第三帝国时期建设的航

站楼综合体、两个半圆形的混凝土起飞坪、铁轨线和射击场

等；1950 年代—1990 年代驻德美军建设的两条沥青跑道、雷

达塔，以及棒球场、野餐区等休闲设施。（3）空运广场被列

注： 红框与蓝线为公交方及其参与过程，绿框与黑线为立法部门委托

开发公司及其参与过程。

图 6  飞行区场地项目中的三方参与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绘制

信息和工作会议（研讨会）

办公室
（设于参议院 / 绿
色柏林有限公司）

支持

选 2 位代表

选 2 位代表
选 7 位公民

组织协调

现场协调
11 人

公众现场论坛
建议

信息和状态

参议院 绿色柏林有限公司

图例

图 5  航站楼综合体“愿景 2030+”概念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多样化的混合办公和创意用途（其余部分）

文化/艺术（1—4号机库前楼塔）

永久性文化用途（5—7号机库、指挥塔台等）

临时性文化和活动用途（1—4号机库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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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功能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tempelhofer-feld.berlin.de/documents/75/160513_THF_Pla%C3%AAne_Bestand_Web.pdf中的底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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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园林纪念物”。（4）“考古遗迹”未来将作为机场历史展

览的重要部分 ：历史与纪念工作组加强了对机场的各历史阶

段专项研究和考古挖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包括分布于

1940 年代的机场北侧靠哥伦比亚大道的集中营圈地轮廓（地

基、铁丝网、柱子）、西侧靠滕博尔霍夫大道的集中营碎片沟、

1920 年代的老航站区，以及挖掘出土“BERLIN”中的“R”

字样等四处遗迹 [18]。

3.3  注重机场历史建筑的活化再利用和多功能的机场活

力区开发
依据建筑特性，“滕博尔霍夫机场项目有限公司”和“绿

色柏林有限公司”对机场历史建筑制定了以下的适应性再利

用方案。（1）沿用原有功能：棒球场、野餐区等美式休闲设

施的功能沿用。（2）重新设计改造：空运广场将被改造成为

滕博尔霍夫机场的高品质入口和典范型城市开放空间；指挥

塔台和雷达塔将被改造为观光塔。（3）功能置换：航站楼综

合体的各单体建筑用于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沥青跑道和滑行

道用作自行车和轮滑赛道（图 7）。
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作为柏林市最大的城市绿地，由于

其独特的规模、位置、功能，与公共交通的良好衔接，以及

空间开放性，已经成为柏林城区最具活力的开放空间，为不

同年龄段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多样化活动选择，包括近乎全品

类的运动项目、丰富的休闲活动、社交聚会、自然体验和环

境教育、文化艺术活动等。

3.4  设置气候补偿区、气候中立型建筑以及具备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区
滕博尔霍夫机场地区拥有以草地为特征的大面积植

被，可进行不受阻碍的夜间热辐射，再通过蒸腾的吸热效

果产生冷空气与周围环境进行气流交换，从而降低周围温

度。尤其是机场北部与邻近的古墓群、哈森海德公园等开

敞空间形成了空气交换路径，可有效缓解柏林市区的气候

变化。

机场航站楼综合体的“技术基础设施 2030”项目为柏林

市基础设施示范项目。其在航站楼屋顶上安装 1.2 km 长的

光伏系统，并运用污水回收、废气—水热传递技术，基本可

实现电力的自给自足和满足建筑采暖系统 76% 的热量需求，

从而被打造为集古迹保护、创新技术和节能建筑一体的气候

中立型建筑。

作为柏林生物群落网络中的核心区域之一，滕博尔霍夫

机场以干沙草和燕麦草为主的草甸区为动植物提供了宽阔、

温暖、干燥的栖息地，繁衍了品种多样的鸟、昆虫和两栖动物。

为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绿色柏林有限公司”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例如：设置外草甸环作为中央草甸区的缓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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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区进行全年的自然保护监测；通过试点全年的绵羊放牧

代替定期割草，以更温和地维护草甸景观 ；同时在动植物繁

衍季节颁发限制进入禁令 ；等等。

4  基于谨慎城市更新理论的滕博尔霍夫机场综合
开发的成效

虽然滕博尔霍夫机场综合开发项目大部分尚处于前期规

划或部分实施阶段，但至今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主要体

现如下三个层面。

（1）经济层面——推动产业结构变革，促进城市经济

发展

滕博尔霍夫机场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已由原有的单一民航

运输业转为以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综合性产业，吸

引了许多文化机构（如德国科技博物馆、盟军博物馆）、教

育机构（如媒体校园中心）等公共机构和公司企业入驻。未

来随着更多私营企业的加入，该地区将逐步发展成为柏林重

要的文化创意中心。

（2）社会层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维护绿色空间

正义

该机场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系统不断得到完

善，为公众免费提供了一个可满足各类人群不同需求的公共

绿色空间，体现了绿色公平和环境正义。作为柏林市使用率

最高的城市绿地，该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周边社区甚至柏林市

居民的生活品质，每年的人流量超 300 万人次。

（3）生态层面——缓解城市气候变化，维护生物多样性

作为内城中唯一夜间降温水平显著的区域，滕博尔霍夫

机场地区已成为柏林市重要的气候补偿区和温度调节器 [19]。

据自然保护监测结果统计，该生态保护区现共有 329 种野生

植物和 75 种野生蜜蜂，有着大量的珍稀和保护动植物，甚

至濒危物种，生物种类逐年递增。

滕博尔霍夫机场综合开发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后

续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关于机场内缘是否开发仍存在争

议，近年来由于柏林的住房短缺问题凸显，房地产游说团体

又重拾该地区的住宅开发方案，计划发起新的公投来废除现

有的开发方案 ；整个机场开发项目划分为由两个机构分别承

接的 3 个子项目，彼此之间缺乏衔接和配合，亟待一体化的

统筹管理。

5  滕博尔霍夫机场综合开发对我国旧机场更新的
启迪

滕博尔霍夫机场更新既是反映德国公众在城市更新领域

积极参与的一个先锋典范，也是旧机场地区应用谨慎更新理

论的一个经典案例。该机场综合开发集公众参与、功能分区、

生态保护和历史保护诸多特征为一体，确保航空文脉延续、

公共开放空间营造与土地功能再开发之间达成有机的平衡，

最终推动昔日单一航空功能的空港转型升级为如今体现“功

能多元化、生物多样性”的中央活力生态区。这为我国北京

南苑、大连周水子、青岛流亭、沈阳东塔和厦门高崎等诸多

旧机场地区今后的再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提供了先进的规划理

念和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5.1  多方参与贯穿于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当前我国的老旧机场改造项目仍处于精英阶层负责规划、

最终成果限期向公众公示的传统做法，公众的参与程度有限。

为了充分保障公众尤其是周边社区居民的权益，以及防止机

场地区更新出现过度“绅士化”现象，应该建立类似于滕博

尔霍夫机场的多个相关利益集团、多种渠道的参与机制，在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内通过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来提高公众参与

的广度和深度，并形成长期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反馈机制。

5.2  充分挖掘与延续航空历史文脉
旧机场地区的谨慎城市更新应该在传承航空历史文脉的

原则下进行，尽可能保存原有的整体航空历史风貌和机场空

间形态结构。不同于我国普遍仅将航站楼、机库、塔台等单

一的机场历史建筑纳入保护名录的做法，德国滕博尔霍夫机

场是将主要机场飞行区和航站区及其机场建筑群均分类列入

柏林市文物保护名录，并采用考古的方式进一步挖掘机场遗

址以彰显航空文脉的延续性，这尤其值得我国机场历史建筑

遗存保护借鉴。此外，如何通过机场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利

用手法融合文化创意等产业，以实现旧机场地区社会经济文

化的共同发展，同样应是我国机场再开发过程中的重要考量

之一。

5.3  分期分区的多元化综合开发模式
老旧机场地区的城市更新是一个开发体量庞大、周期漫

长的复杂过程，为实现长远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期规

划阶段需要对综合开发方案进行反复的更新迭代，而后期实

施阶段又需要分时段、分区域逐步动态推进开发。秉承谨慎

更新理论的滕博尔霍夫机场更新历经了长达十余年的讨论和

方案比选才确定了其多功能导向的规划方案，最终得到了公

众的广泛认可。显然，为满足旧机场地区周边居民和所在城

市的多样化需求，我国旧机场地区再开发模式应该由目前以

单一房地产开发功能（如商务、居住或产业）主导、终极性

的全面开发规划逐渐过渡到多功能导向、多业态组合和分期、

分片谨慎更新式的综合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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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营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生态开敞空间
当前我国旧机场地区更新常见的景观营造手法是基于机

场跑道构型打造大型公共绿地——跑道公园，这类人造绿地

往往只是具有城市休闲功能的一般性景观公园。滕博尔霍夫

机场地区则是通过对原有的草甸区进行生态规划和维护，用

以打造具备调节城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的原生态郊野公园。显然，以旧机场地区围场河及其周边原

始的生态植被环境和空间肌理为基础，充分挖掘和保护既有

自然生态元素，推动跑道公园由公园绿化美化模式向生态景

观系统模式转型，是我国未来旧机场地区城市更新的着力发

展方向之一。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中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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