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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江苏城市人文空间建设水平的对策建议

摘要：城市建设中的品质人文空间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的必然要求。江苏省城市建设一直较为注重城市人文空间建设，

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调研发现，江苏部分城市依然没有重视城

市人文空间的建设发展，从而导致城市活力、城市吸引力、城市

软实力不足而削弱了竞争力，成为了江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掣肘

与短板。对此，建议全省各市都尽快推动城市人文空间与高品质

发展规划、建立城市文化空间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民间资本进

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品质，打造更多

面向市民的、更加弹性开放的城市文化空间，以提升城市文化活

力和魅力，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创新发展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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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人文品质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时尚魅力、城

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人文品质主要体现为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与设施的数量、规模、品位、等级、质量、市民开放性等

维度。凡是人文品质高的城市，都是富有魅力和强劲吸引力的城

市，也是创新发展和人才竞争力强的城市。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江苏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胡小武主持的江苏社科基

金基地项目“江苏城市人文空间与城市高品质建设研究”，调研

分析了全省 13 个设区市的公共文化空间的集聚度、规模、质量、

城市吸引力等内容，结合国内外城市人文品质建设的发展成就，

提出了江苏省城市优化发展人文空间设施和提升城市人文品质

建设水平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江苏城市人文空间建设的短板与突出问题

1.城市主题人文空间设施落点分散，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城

市发展进入到现代化阶段之后，每个城市都需要有相对集聚的城

市中央文化区，以中央文化区的形态集中更多高端、高品级的大

型公共文化设施能够形成文化街区效应，从而成为提升城市人文

品质的文化名片功能。根据课题组调查，江苏省的徐州、常州、

南通、镇江等市的主题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设施如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艺术中心、体育运动中心、书店等集聚度不高，

配比不全。市级文化场馆设施的相邻范围大多超过了 4.5 平方公

里以上，特别徐州市的主题市级公共文化设施的相邻范围超过了

7.8 平方公里，难以形成城市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的集中度、集

聚度和文化供给的场域功能，从而影响了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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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能效发挥。

2.城市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空间配置不全，与发达城市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集体消费

品，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但是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又能够迅

速提升城市的宜居水平和文化活力。从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来看，

不少城市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的城市软实

力与文化带动力的功能。除了市级图书馆、博物馆之外，文化艺

术中心、美术馆、大剧院、音乐厅、科技博物馆、人文书店等配

置便不够完备。除了省会城市南京、发达的苏州之外，其他 11

个设区市都没有配备全面，连 GDP 过万亿元的无锡，也没有多少

人文书店和专门的科技博物馆，并且无锡相关的公共文化设施的

建筑设计品质也不算高，没有形成建筑场馆的城市文化景观。其

他江苏城市的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和建设更加不完备。而

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的欠缺，又直接降低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能

级，从而影响了城市的文化美誉度与吸引力。

3.城市建设的人文品质导向不够，城市民营文化设施不足。

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这主要体现在文化人才、文化遗产资源、

文化历史空间、文艺作品、文化展出等维度。然而作为城市人文

品质导向的城市文化空间与设施，江苏不少城市还处在中间位

势，还未完全释放出经济发展所需匹配的城市文化活力。除了政

府投资建设的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之外，民营文化设施投入与

建设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待提升。除省会南京拥有众多民营书店、

美术馆之外，包括苏州、无锡、南通、扬州、常州等较发达的、

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民营力量投资建设的开放性公共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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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营美术馆、私人博物馆、人文书店等象征数量明显不足。其

他如宿迁、连云港、淮安、盐城、镇江、泰州等城市的民营文化

空间设施明显缺失。缺乏民营投资的主题文化设施，是城市的人

文品质建设显著短板。

4.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经营开放度不高，大众获得感不强。调

查显示，江苏省各设区市的公共文化设施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大型

主题公共文化设施，普遍出现了免费开放业态少、空间开放时段

不够、文化空间可及性型弱以及多元功能不足等问题。包括各地

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等供游客或市民免费参访的

开放度也不够，从而造成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设施不能形成对

一个城市人文品质的加分项，反而因为其开放度不够而被诟病城

市的保守、封闭与理念落后。这完全违背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

开放度原则，更拉低了城市的人文品质，从而影响城市的美誉度

与吸引力。

二、提升江苏城市人文空间建设水平的对策建议

1.加快开展城市人文空间品质建设规划，推动大型主题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进度。利用“十四五”规划契机，将城市人文品质

建设纳入专项规划，安排预算和土地指标，建设更多高品质的城

市公共文化设施。树立文化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要打破很多领导

所抱持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一种投入，而不是一种投资的偏

见。尽快树立一种新的依托主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城市人文

品质，以更高品质的人文城市建设来提升城市的文化活力，提升

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从而提升城市的创新活力和招商引资的文

化竞争力。城市领导者及市民都要更新观念，形成人文品质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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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竞争力紧密相关的发展共识，以“文化兴，城市强”的认知高

度，加快推进更多、更高品质的人文空间的建设项目，加快补全

城市主题公共文化空间与设施建设的短板。

2.改革体制机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与私人投资建设高品质

的人文空间与设施。江苏省作为拥有丰厚底蕴的文化大省，民风

十分崇文重教，民间文化投资能力较强，私人投资文化设施的兴

趣浓厚。应加快改革文化设施投资的体制机制，通过市场化、社

会化、民营化的方式，激活更多民间资本和市场主体，开发建设

更多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音乐厅、书店文化设

施与项目。通过土地、税费等多种方式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兴趣，

这比政府投入更能节省公共财政资金，同时对后期的文化空间的

运营又更加灵活有效。比如可以采取项目公益基金的方式，政府

与民间资本合作开发建设；也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建设，利用公益

与市场相融的原则，委托市场机构运营；也可以直接采取政府低

土地出让金，市场投资主体配套建设相关的主题公共文化设施，

移交给政府或委托给专业机构运营等方式，全面激活主题型公共

文化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开放，以更富有激励机制的市场化

模式来全面提升江苏省各地市的人文活力与城市文化吸引力。

3.强化城市人文空间的运营活力，提升城市人文品质的鲜活

度。要实现城市人文空间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提升功能，

需要全面释放城市人文空间的社会功能，最大程度吸引市民与游

客，形成不竭的城市活力与文化张力。江苏省各城市可以继续以

文化消费、夜间经济和文化休闲活力等政策性工具，激活城市各

种主体所运营的文化设施的动力，积极培育更多的 24 小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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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书店、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等项目；积极推动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设施的“市民友好性”和“游客友善性”，

从运营环节与运营细节层面，提高人文空间的开放性和可及性，

这样既提振了文化休闲消费与夜间经济，更为城市人文品质注入

了创新活力与信心，以此可以提振一个城市的开放度、自信心和

社会生活的活力。

4.从城市建设与规划高度，全面提升城市空间的人文属性与

文化品质。除了大型主题公共文化设施之外，江苏省各地市还需

要改变规划建设的观念，将城市美学设计、城市创意设计和城市

创意活动，嵌入到城市公园、街区、社区、楼宇等建筑空间，将

城市建筑注入文化创意的设计感，从而为城市带来各种空间审美

的惊喜感，一座好的城市，也是一座好的学校。城市空间的美学

负载与创意设计，将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审美能力与创意基因，

这将十分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人文品质和城市创新能力。在城市老

旧小区更新改造加快的背景下，城市建设者应抓住时机，以更具

人文设计与城市美学熏陶的视角，推动城市更新改造中的人文品

质厚度。（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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