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4, 14(6), 1598-160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6184   

文章引用: 王思琪, 孙国帅, 高冬雪. 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绿色发展路径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4, 14(6): 
1598-1607. DOI: 10.12677/sd.2024.146184 

 
 

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绿色发展路径 
研究 

王思琪1，孙国帅2，高冬雪1 
1辽宁工业大学研究生学院，辽宁 锦州 
2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锦州 
 
收稿日期：2024年5月16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30日 

 
 

 
摘  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以及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老旧小区的绿色低碳化改造对促进

城市面貌更新、提升城市人文形象和保护人民居住环境至关重要，是实现既有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

段。因此，本文以扎根理论为依据展开质性研究，针对锦州市老旧小区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访谈，对研究

所需的研究资料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理论研究模型，深入分析老旧小区改造绿色发展的路径。

研究结果显示，老旧小区改造的绿色发展既受到技术水平、生态环境、社会影响、经济价值、绿色创新

能力和绿色智力资本这些自身能力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压力和环境动态性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为

各老旧小区的低碳化改造提供经验和借鉴，对探索老旧小区改造的绿色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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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the era background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renovation of old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is crucial to 
promoting the renewal of urban appearance, improving the urban humanistic image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It is also a necessary mean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building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onducts large-scale interviews with residents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Jinzhou City, collects re-
search data required for the research, and formulates a theoretical research model on this basis to 
deeply analyze th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old residential area re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old residential area renovation is affected both by its own capa-
bilities such as technical leve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impact, economic value, green innova-
tion ability and gr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s also affec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mar-
ket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 This study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low-carbon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and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of old residential area renovation. 

 
Keywords 
Urban Renewal, Old Residential Area Re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Path, Grounded Theo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划也进入了转型和现代化的新阶段。2023 年 7 月，《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的发布，进一步加快了城市更新行动的进程。城市更新是

挖掘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品质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人与空间良性互动的重大举措[1]。城市更新背景下

的老旧社区改造提倡加强集约混合利用，在不违反规划且征得居民等同意的前提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

允许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土地建设各类环境及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自下而上盘活区域内的现存资

源和深挖旧社区内文化底蕴，是一种更加“微创”的更新模式，具有低成本、高覆盖面、强灵活性等特

点，能让既有空间在城市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2. 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城市更新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后期由于城市经济的提升，城市更新理论飞速发展，从对

城市表面设施的更新，转变为关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及城市遗产的保护与更新。陈云霞(2021)认为，城

市的精神内核来自于城市的物质环境与人文历史文化，城市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城市的文化内核，城市更

新在物理空间更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空间权力关系的重组，也实现了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再生[2]。城市更新

理念在国外称为“urban conservation”或“urban renewal”，renewal 意为保护、再生与更新。其理念发

展较早，目前国外学者对城市更新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其中的应用与发展。Yildiz
等(2018)以土耳其为例，通过专家评审问卷及定量研究，对城市更新中建筑设计元素进行权重分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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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城市更新框架。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比例较高且三者相互影响，可通过不

同城市进行不同因素权重分析，以达到规划具有针对性特征的城市更新目标[3]。 
作为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老旧小区改造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关注。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快

且历史时期短，作为城市化产物之一的社区，其改造的相关理论研究也起步较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产业转移与旧城改造的发展使老旧社区改造理念走向“微观”，逐渐关注社区自身的价值与问题。徐虹、

张行发(2021)对知网收录的关于社区参与的核心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总结了社区参与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提出目前的理论研究已从对“物”转向为对“人”，需要聚焦更多的目光于居民可持续与居民情感需求。

在国外，社区改造的发展历程与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4]。国外学者关于老旧社区改造的研究多

偏向于“人居环境提升”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Do 等(2018)研究环境与社区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

将社会空间中的交通空间转变为多功能空间，使街道成为公共空间，从而提升社区空间的可持续性与宜

居程度[5]。 
从国内外两方面出发，对城市更新和社区改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综合前文所述的国内外研

究，可以得出：老旧社区改造是目前城市建设运行的趋势，相关理论与探索在国外较为成熟，但在国内

仍处于发展探索阶段。由于发展时间不同，国内对于老旧社区低碳化改造的相关研究较少。基于此，本

研究选取锦州市老旧小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程

序编码，形成开放式编码，根据开放式编码之间的关系得到主轴式编码，最后根据主轴式编码确定核

心类属，根据核心类属得到影响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原因，为此后老旧小区改造绿色发展提供路径

和建议。 

3. 研究设计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及相关资料来源于对居住在锦州市老旧小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130 份，剔除

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76%，确保了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文以此

为基础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老旧小区的低碳化改造路径，并构建理论模型。 
 

 
Figure 1.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ss 
图 1. 扎根理论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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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是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6]，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泛应用于多学科研究

领域。扎根理论是一种不从任何理论假设出发，直接从信息和数据中发现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研

究的基本逻辑如下：系统地收集到研究所需的信息，对其进行各种抽象和概念化操作，在确保这些操作

过程严谨的前提下，形成核心概念和范畴，并建立范畴之间的关系，构建相关理论[7]。其研究方法的核

心是三级编码，这三级编码分别是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如图 1 所示。 

3.2. 资料分析、编码提炼及模型构建 

1) 开放式编码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初步概念化处理，以检验开放式编码的有效性。在对 118 名受访者的问卷进

行比较并得到不同的功能内容标签后，保留高频标签，剔除低频标签，最后所得的概念和初始范畴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ncepts and initial categories formed by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初始范畴 

初始范畴 原始语句示例(初始概念) 

技术的安全性 A1 低碳化改造技术具有安全性、可靠性 

技术的创新性 A2 低碳化改造技术具有创新性、发展性 

技术的综合性 A3 低碳化改造技术注重全面性、综合性的发展 

人居环境、室内外环境的 
改善 A4 

对小区文化、交通、景观、绿地率、容积率等方面的改善；对室内的污染气体、噪

音情况、隔音效果、湿度以及舒适度等的改善；注重小区空间结构利用，使绿化环

境与空间的使用相结合 

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再利用 A5 选择“渗、滞、蓄、治、用、排”的技术措施，通过合理种植绿色植被改善水循环，

实施废雨水回收利用，优化管道渗漏，美化环境等措施 

社会满意度 A6 社会对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后的效果反馈与综合评价 

居住舒适度改善 A7 改造后小区居民居住的体验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社会文化价值 A8 对社会文化以及低碳化改造项目起到示范作用的衡量，评价各试点项目改造所产生

的社会效益 

推动产业发展 A9 能带动相关行业的消费和供给，如绿色科技、服务产业等 

减少财政损失 A10 进行低碳化改造能够减少财政上的损失 

改造成本 A11 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开发，能够节约用地面积、节约改造成本 

绿色投入及产出 A12 绿色投入注重节约低碳环保，投入少产出多 

绿色经济价值 A13 对低碳化改造项目经济价值的衡量 

绿色产品的设计 A14 关注产品的环保性能，开发资源利用率高、能源强度最小、对人类生存危害小或无

危害的产品 

绿色技术的开发 A15 
指开发新的科学技术，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包括

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涉及设计、生产、消费和处置过程的各个环节的

科学技术 

劳动力成本减少 A16 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劳动力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绿色人力资本 A17 实行低碳化改造得出管理者和施工者所具备的有关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的知识、技

术、经验、态度、学识、创造能力和沟通能力等方面 

绿色结构、关系资本 A18 
绿色结构资本则是指具体化、权力化、政策化的绿色基础结构；绿色关系资本则是

指老旧小区居民、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所建立的价值网络及其衍

生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6184


王思琪 等 
 

 

DOI: 10.12677/sd.2024.146184 1602 可持续发展 
 

续表 

政府压力 A19 各级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改造得资金需求 

供应商及制度压力 A20 
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需要进行规划设计，但由于小区建设年代久远，土地资源有限，

规划难度较大；改造时需要进行拆迁、翻新等工作，但由于小区内道路狭窄、交通

拥堵等原因，施工难度也较大 

新知识和新经验的需求 A21 内部环境包括了居民、供应商以及政府等的参与，而内部与这些影响生存和决策的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构成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气候以及市场制度的变化 A22 老旧小区的低碳化改造离不开自然环境和市场的制约，是影响改造内部实践的重要

外部因素 

基础类改造 A23 
分区建筑物的屋顶、外墙、楼梯和其他公共部分的维修；供水、排水、供电、弱电、

道路、供气、供暖、消防、安保、生活垃圾分类、移动电话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维修

和改善、光纤线路入户、架空线路(地面)的规范化等 

完善类改造 A24 拆除违章建筑，小区及周边绿化、亮化等环境改造，小区及周边老年设施，无障碍

设施，停车场(场)，低收入街区建筑的节能改造等 

提升类改造 A25 综合公共服务设施；医疗保健设施，如医疗中心；教育设施，如幼儿园；智能感应

设施；如周边安全其他特殊公共空间。服务设施在社区内部和周边开发或建设 

居民满意度 A26 居民对于低碳坏改造的满意程度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确定主要类别和子类别，并根据其相互关系进行分

类。本文通过细致的归类和分析，确定了相关类别。其中，包括四个主范畴和九个副范畴，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ain categories and corresponding subcategories formed by axial coding 
表 2.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与对应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C1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 

技术水平 B1 

技术的安全性 A1 

技术的创新性 A2 

技术的综合性 A3 

生态环境 B2 
人居环境、室内外环境的改善 A4 

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再利用 A5 

社会影响 B3 

社会满意度 A6 

居住舒适度改善 A7 

社会文化价值 A8 

推动产业发展 A9 

经济价值 B4 

减少财政损失 A10 

改造成本 A11 

绿色投入及产出 A12 

绿色经济价值 A13 

C2 低碳化改造能力 

绿色创新能力 B5 

绿色产品的设计 A14 

绿色技术的开发 A15 

劳动力成本减少 A16 

绿色智力资本 B6 
绿色人力资本 A17 

绿色结构、关系资本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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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3 外界调节因素 

市场压力 B7 
政府压力 A19 

供应商及制度压力 A20 

环境动态性 B8 
新知识和新经验的需求 A21 

气候以及市场制度的变化 A22 

C4 低碳化改造程度 低碳化改造 B9 

基础类改造 A23 

完善类改造 A24 

提升类改造 A25 

居民满意度 A26 
 

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将主轴式编码中的主范畴进行整合，得到核心范畴。选择式编码的主要功能是总结主轴

式编码的结果，并将主类和子类联系起来，形成相应的实体理论架构，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yp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 of main categories 
表 3.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低碳化改造程度 对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低碳化改造能力 对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能力的影响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低碳化改造能力→低碳化改造程度 低碳化改造能力的高低是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如何影

响改造程度的中间环节 

外界调节因素→低碳化改造能力→低碳化改造程度 外界调节因素调节着低碳化改造能力对低碳化改造程

度的影响 
 

4) 模型构建 
针对核心范畴的关系结构进行分析能够发现，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不仅会对低碳化改造能力产生比

较显著的影响，还对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低碳化改造能力对低碳化改造程度存在显著

影响；低碳化改造能力在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对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将“逻辑线”作

为切入点，本文以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低碳化改造能力和外界调节因素为切入点，构建了相关的理论

体系。 
对编码结果进行分析后，对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路径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清晰的梳

理，可以得到如图 2 所示的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路径模型。 
 

 
Figure 2. Low-carbon renovation path model for old residential areas 
图 2. 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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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对剩余数据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测试，在对主范畴进行分析时，没有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

因此，本文所建立的研究模型在理论上，没有必要再增加新的维度或变量。 

4. 低碳化改造因素影响低碳化改造程度的路径分析 

为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本研究决定使用原始数据中副范畴出现的频率作为指标，对其进

行评分，得分高，则重要程度高，对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影响程度越大[8]。由于本文共有 118 个受访

者，故设定总分为 118 分。根据统计学知识取中位数 59，高于或等于此分即为重要因素。由于“3”分

出现的情况偏多，则此次打分主要观察“3”分段。由图 3、图 4 两个折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出，B4 经济价

值、B6 绿色智力资本、B9 低碳化改造等的分数高于 59 分，为重要影响因素；B1 技术水平、B2 生态

环境、B3 社会影响、B5 绿色创新能力、B7 市场压力、B8 环境动态性的得分均低于 59 分，则为较重

要影响因素。 

4.1.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和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路径 

结合访谈资料，从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特征来看，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技术水平的安全性、创新性

和发展性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性和有利性能够促进建筑低碳化改造的程度；了解社会人群对老旧小区低

碳化改造后的效果反馈与综合评价，使居民获得体验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改造后的小区将体现更高的

社会文化价值且能带动相关行业的消费和供给；低碳化的改造减少了财政损失，改造老旧小区所需要的

改造成本更少，对于低碳化改造项目的投入及产出的价值可以成正比，且低碳化改造项目经济价值更高。 
在建筑低碳化改造中，改造的影响因素直接影响低碳化改造程度。技术水平、生态环境、社会影响

以及经济价值等影响因素的显著提高能够促进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发展。通过扎根理论进一步分析发现，

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对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具体影响路径还可以从低碳化改造能力和外界调节因素两方面

进行合理解释。 

4.2. 低碳化改造能力对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路径 

低碳化改造能力由绿色创新能力和绿色智力资本两个基本范畴组成，通过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的影

响，间接影响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对低碳化改造因素的路径。本研究发现：① 绿色技术创新是指与环保

生产或过程有关的技术创新，包括对于绿色产品的设计、绿色新技术的开发、节约能源、防止环境污染

等[9]。加大绿色产品开发力度和绿色改造力度以及老旧小区改造创新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会增强企业的

绿色创新能力，提高老旧小区全面改造的可能性；对于创新投入的资源是形成创新潜能的基础。绿色创

新能力能够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主动走向绿色化，可以对低碳化改造的程度产生影响。② 绿色智力资本是

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相关联的无形资产的总和，是以实践技能、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能为组织

创造价值的非货币性无形资源，“知识”与“绿色”的有机结合已成为一种新趋势[10]。由此可知，低碳

化改造能力在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与低碳化改造程度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4.3. 外界调节因素对低碳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路径 

外界调节因素由市场压力和环境动态性两个基本范畴组成，通过调节路径直接或间接影响低碳化改

造程度。本研究发现：① 市场压力是指政府部门、开发商和住区居民等方面的需求带给老旧小区改造的

压力，他们都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影响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程度。来自政府部门、开发商和住区居

民等方面的市场压力对改造行为具有约束力，影响小区低碳化改造的主动性。② 环境动态性是一个重要

的环境因素，动态的环境可以为绿色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充分的条件，绿色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通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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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知识和专业技术来开发绿色产品和工艺，使其具有持续的竞争力[10]。此外，在当前气候变化和低

碳化发展的背景下，可以重点监测外部环境，迅速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低碳化发展。由此可知，

外界调节因素在低碳化改造能力和低碳化改造程度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 
 

 
Figure 3. Line chart of the proportion of each factor 
图 3. 各因素比例折线图 

 

 
Figure 4. Line chart of the frequency of each factor 
图 4. 各因素频次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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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的结论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本文明确了所讨论的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低碳化改造能力和外界调节因素

的概念和内涵，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线索。以往研究常从整体视角探究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和

低碳化改造程度之间的关系，没有研究具体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本文结合 118 位受访者的访谈文本资料

和问卷调查，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详细分析了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和低碳化改造程度

之间的具体影响路径并构建了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和低碳化改造程度之间存在着

直接影响的关系，低碳化改造能力在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与低碳化改造程度中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外

界调节因素在低碳化改造能力和低碳化改造程度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可以得知，共产生

因果、中介、调节三条影响路径。 

5.2.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所得出的因果、中介、调节三条影响路径分析，低碳化改造影响因素中对于技术

水平和经济价值的要求更高；低碳化改造能力的绿色创新能力和绿色智力资本在路径中发挥极其重要的

中介作用；外界调节因素的市场环境动态性也影响着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几点建议： 
1) 完善政府补贴政策体系，加大对建筑低碳化改造的技术补贴。 
当前，由于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确定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和预期收益是否会导致利润的

损失和对技术创新热情的降低，所以对于老旧小区进行低碳化改造还需要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只有

完善政府补贴制度，增加对低碳建筑改造的技术补贴，才能提高创新热情，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建筑改造的经济价值，促进老旧小区改造的绿色发展，使改造后小区居民居住获得体验感、安全感和

获得感。 
2) 集成“绿色智力资本”，努力培养绿色创新型人才。 
增强绿色智力资本与“互联网+”协调，将“知识”与“绿色”有机结合，利用互联网和局域网进行

各方面调控，使各种分布式绿色设施发挥综合性效应。与此同时，加强人才引领的支撑作用，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先进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形成以低碳建设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科

技人员技术创新水平，抓住更多机会吸引高水平科研人才，为建筑低碳化改造科研领域建立坚实的人

才储备。 
3) 强调“三元互动”，创造共赢局面。 
现阶段，老旧小区的改造模式一种是以社会福利为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街区公共改造，即现场修复

和改造；另一种是以拆迁和市场为主导的安置社区建设，买不起商品房的居民被迫被动搬迁到郊区，面

临就业、就学、公共设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是能够破坏原有街区多样性和社会网络的简单的物

质改造，从项目一开始就让社会资本和居民参与进来，并就相关措施和计划征求政府的意见，为所有参

与者创造了一个共赢的局面。 
4) 主动应对“环境动态性”，促进创新活动。 
虽然环境动态性能够使得低碳化建筑改造进行优化并增强自身应对变化的能力，但低碳化建筑改造

更应该在变化中掌握主动权，在当前变化频繁的市场环境中，低碳化建筑改造需要时刻感知外部环境变

化，并根据环境变化搜索知识资源，促进低碳化改造的创新活动。 
5)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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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旧小区改造领域，政府的角色介于政策的制定者和改造活动的操作者之间。政府需要对老旧小

区进行规划并制定补偿方案等，同时还需要对改造过程、居民安置等工作进行监管。在老旧小区低碳化

改造项目中应从根本上实现简政放权，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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