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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以成都市为例

黄 幸，杨永春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摘 要：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

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

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

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

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

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

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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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的绅士化运动已持续了几十年

的时间，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相关绅士化的研究已日趋成熟，研究的多样性

以及复杂性成为当今西方国家绅士化研究的特

点。绅士化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Glass提出[1]，

其根据英文中“gentry”一词引申而来，主要指中产

阶级家庭进入贫困下层阶级社区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被抛弃住宅的居住质量被提升，最后逐渐地

取代了原先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从而

改变了邻里社区的社会结构。然而，现今绅士化概

念涉及了更多、更宽泛的城市现象[2]。在后福特主

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代表

的高端服务业在城市中心集聚，大量的高收入者被

吸引到邻近的中心城区居住，导致了土地的再开发

以及绅士化，并且，国际性的企业、国际性的开发商

以及国际性的购买者共同催生出国际性的大市场，

而这个市场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与绅士化相关联

的城市居住现象。因此，绅士化已经成为“全球城

市”(global city)出现的标志[3]。绅士化研究在西方

已经历了 3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 20世纪 60-70

年代的大衰退时期，主要发生在内城居住区，由城

市新贵族(gentry)在经历郊区化后，占据原先由工

人和穷人居住的社区作为此阶段的特征；第二阶段

发生在 20世纪 70-80年代，参与的人群开始增多，

涉及公司企业、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等，在这一

阶段主要是资金的驱动使得绅士化融入银行和房

地产等财政系统，“文化战略”对文化设施和历史遗

迹的改造也包含“绅士化”的元素，同时市场的作用

也加大了绅士化的发展。我国学者对这两个阶段

的绅士化发展已进行过较系统的阐述[4-5]。自20世

纪 90年代开始到 21世纪，绅士化研究进入第三阶

段[6]，政府、公司企业、各类不同人群等多种角色参

与其中，发生地点遍布城市中大多数区域(居住区、

商业区、工业区)，由于当今绅士化现象在各个不同

的地方发生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当代

绅士化研究已趋于了多样化的形式[6-10]。如今，绅

士化在新城市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已成为了“全球

城市战略(global urban strategy)”[11]，并作为一种“蓝

本”模式(gentrification blueprint)，在全球被大量的

生产、经营和消费[10]。越来越多的角色在绅士化发

展的第三阶段参与进来，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绅士

化的发展，通过地方政府驱动、设立政策和法规来

加速绅士化运动的进程[6-7,9-14]。第三阶段的绅士化

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居住区置换，居住区被置换成

商业区以及商住合一区已屡见不鲜 [15-18]。总体而

言，当今全球的绅士化现象已变得日趋复杂，越来

越多参与者、各种不同区域及变化多端的现象交织

在一起。可以说，当今绅士化的发展如此之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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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个更加宽泛、更加透视眼光去研究当代的绅

士化[11,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突飞猛进，绅士

化现象在大部分城市出现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扩张，绅士化与社会转型、产业重组、内城改造、文

化转向等这些可导致绅士化运动发生的新城市现

象联系起来。然而，我国绅士化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才开始有绅士化研究[20]。此

后，相继出现关于绅士化研究的文章，主要分3类：

①对西方绅士化概念的引介及综述性研究 [4-5,21-23]；

②西方绅士化对我国旧城更新和改造的借鉴[24-26]；

③对单体城市的实证研究及特殊绅士化现象的实

证研究 [12,27-30]。其中，第三类的研究主要在 2007 年

以后才陆续开始增多。可见，我国绅士化研究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更多的研究

工作来补充与完善，尤其是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研究

工作。成都市是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

以其作为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成

都市为例，分析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并力图揭

示其绅士化运动的形成机制，以验证当前我国相关

的研究成果和结论。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1 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考察手段，利用“质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和“非结构式深度访谈”的调

查方法，在成都市 5个区(青羊区、锦江区、武侯区、

金牛区、成华区)三环以内的范围进行调查研究，研

究对象涉及本地居民、本地商户、在蓉居住超过一

定年限的外来人员(10年左右)、本地媒体及网络社

区等。首先进行第一阶段调查，以随机抽样的形式

对成都市三环内市区居民进行抽样调查(2009年10

月 22-29 日)，抽样的对象平均覆盖于成都市 5 城

区。在这一阶段中，共访谈对象211人，其中有效访

谈为 200 人，有效率为 94.8%(表 1)；在访谈中主要

针对在成都市居住超过 20 年的居民进行询问，询

问内容为：“成都市在近10年内外部环境由破旧变

繁荣，且内部居民由低收入阶层转变为高收入阶层

的社区在成都市(主要在三环以内)的大致分布区

域”。并要求被访者在成都市街道详图上标出。虽

然抽样访谈的对象相比于成都市总人口数额较小，

但大体可以反映成都市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教育

水平等属性的群体构成，能全面的反应本阶段调查

的目的。通过对被访者所标区域的整理，可以得到

成都市所谓的典型而集中的“绅士化”区域，为望江

楼滨水片区、建设路东郊工业片区及宽窄巷子片区

(图1)。

随后进行第二阶段调查，针对这 3个典型案例

地段分别独立的进行深入调查 (2009 年 10 月 30

日-12 月)，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居住在该区域

社区中的居民及社区周边的非小区住户人士分别

独立地进行“非结构式访谈”，三个案例地间的调查

相互独立，彼此不受影响。首先我们针对案例地段

图1 成都市绅士化区域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ntrification areas in Chengdu

表1 第一阶段受访者个人属性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interviewed samples on the first stage

①调查地区共 7个封闭社区：河滨印象、望江嘉苑、纯真年

代、青青河畔、中海格林威治城、粼江峰阁和锦江东湖花

园。其中除河滨印象是联排别墅外，其余为电梯公寓和小

高层公寓。

指标 比率/% 方差 
男 56.5 

性别 
女 43.5 

0.247 

小于20岁 1.5 
21岁～35岁 28.0 
36岁～55岁 31.5 年龄 

大于56岁 39.0 

0.727 

没受过正规教育 8.5 
小学 17.0 
初中 24.0 

中专及高中 28.5 
学历 

大专及大学以上 22.0 

1.534 

成都市 68.5 
成都市以外四川籍人士 22.5 来源地 

四川省外人士 9.0 
0.423 

资料来源：根据第一阶段访谈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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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为对象进行访谈，在望江楼滨水片区内①，

共访谈 171人，有效访谈为 168人，有效率为 98.2%

(表 2)；建设路东郊工业片区内②，共访谈 157人，有

效访谈 150 人，有效率为 95.5%(表 2)；而在宽窄巷

子片区内，由于该区域现在几乎没有居民居住，因

此没有对该地段进行针对居民的访谈。在该部分

针对居民的访谈内容包括：访谈者的年龄、职业、学

历、收入及其家庭成员等基本信息，及选择在此地

居住的目的等。随后我们针对调查地段的非小区

住户人士(商户、小区相关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

员、熟悉该地的路人等)进行访谈，望江楼滨水片区

共访谈106人，有效访谈100人，有效率为94.3%；建

设路东郊工业区共访谈111人，有效访谈103人，有

效率为 92.8%；宽窄巷子共访谈 114 人，有效访谈

106人，有效率为93%(表3)。对该部分访谈对象的

访谈内容包括：对该区域在近10年来的大致情况、

以前居住在此的居民的情况、现在居住在此的居民

的情况及在该区域被置换前后的外部环境改变的

情况等。每次访谈持续30~120分钟不等。在此期

间还同时收集整理本地媒体(报纸、杂志、网络等)以

及政府政策等相关资料，并对该区域各个社区的各

方面(外部环境、内部居民等)情况进行现场观察，为

本次研究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

1.2 案例地段地概况

望江楼滨水区是成都市府南河滨水区的其中

一部分，府南河是贯穿于成都市的一条主干河流，

有成都的“母亲河”之称。20世纪 70-80年代左右，

府南河被用做工业废水、生活用水等污水的主要排

放河流，因此，府南河在当时就以其藏污纳垢、肮脏

不堪而闻名。成都市政府为了治理该河道，共耗资

27亿元，历时 5年时间，从 1992年开始对整个中心

河段进行改造治理，共拆迁 188条街道、1291家单

位、3万户居民，危旧房面积改造占全市改造总量的

60%，面积达60多万m2[31]。本文调查的区域主要指

的是一环路南一段起，延府南河至二环路南一段的

府南河滨水带状地区，调查的重点是沿着河岸分布

的居住区，即望江路、顺江路及河滨路上的居住区，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和武侯区的交界处(图2)。建设

路东郊工业片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段，在

计划经济时期，这里曾分布着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及

工厂，是当时成都有名的工业区，如今则主要分布

为高层电梯公寓和空中别墅小区等。由于该区域

资料来源：根据第二阶段访谈调查资料整理。

* 相关工作人员指的是调查地社区、物业管理、售楼中心、居委会等单

位的工作人员。

** 其他指的是记过调查地的过往行人、调查地社区的探亲者、附近学

校学生、旅客等人员。

表3 调查地非居民人士受访者个人属性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non-resident people in the sample areas

表2 调查地居民受访者个人属性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sample areas

②调查地共4个封闭社区：龙湖三千里、首创爱这城、

万科金域蓝湾、高地。其中还有两个房地产项目正

在修建：龙湖铜雀台、龙湖三千星座。

望江楼滨 
水片区 

建设路东郊 
工业片区 指标 

比例/% 方差 比例/% 方差 
男 59.5 56 

性别 
女 40.5 

0.242 
44 

0.248 

60岁以上 14.3  2 
45～60岁 54.8 34 
30～45岁 26.2 60 年龄 

30岁以下 4.7 

0.553 

 4 

0.347 

研究生及以上 19.0 34 
大学本科 40.5 48 
大专 26.2 18 
高中  9.5  0 

学历 

初中、中专及以下  4.8 

1.105 

 0 

0.498 

15000以上 42.9 14 
10000～15000 52.4 22 
5000～10000  4.7 54 

收入

(元/
月) 

5000以下 0 

0.333 

10 

0.725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50.0 12 

专业技术人员 47.6 36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4 34 

职业 

其他劳动人员 0 

0.299 

18 

0.999 

2辆以上  7.1  0 
2辆 33.3  8 
1辆 59.6 70 

私家车

拥有量

(以家庭

为单位) 没有 0 

0.395 

22 

0.282 

一代人家庭  4.8 20 
两代人家庭 54.8 74 家庭

结构 
三代人家庭 40.4 

0.327 
 6 

0.242 

资料来源：根据第二阶段访谈调查资料整理。  

 望江楼滨水

片区 
建设路东郊工

业片区 宽窄巷子片区 

指标 比例/% 方差 比例/% 方差 比例/% 方差 
男 54 53.4 47.2 

性别 
女 46 

0.251 
46.6 

0.251 
52.8 

0.252 

小于 20岁 17 10.7 19.8 
21岁～35岁 22 30.1 31.1 
36岁～55岁 37 42.7 36.8 年龄 

大于 56岁 24 

1.048 

16.5 

0.779 

12.3 

0.893 

没受过正规

教育 
 7  5.8  4.7 

小学 18 19.4 18.9 
初中 19 17.5 18.9 
高中 36 35.9 17.0 

学历 

大学及以上 20 

1.441 

21.4 

1.428 

40.5 

1.698 

本地商户 43 53.4 37.7 
相关工作人

员* 
34 29.1 21.7 职业 

其他** 23 

0.626 

17.5 

0.585 

40.6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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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较大且模糊，为了保证调查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我们将调查范围锁定在沿二环路东二段两侧分

布及沙河东侧的高档居住社区(图3)。宽窄巷子片

区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

三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群落

组成，其北起实业街，南至蜀都大道，西及西郊河，

东达长顺街(图 4)。历史上，这里曾是清兵屯兵的

地点，是成都仅有的几个老建筑群区域之一，解放

后一直作为普通民居，于20世纪80年代列入《成都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如今则成为成都市出名

的旅游胜地及高档休闲消费场所。

2 绅士化类型及其特征

2.1以望江楼滨水区为代表的河道治理及滨水区改

造的绅士化过程

首先对调查地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被访者几

乎全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

人员；当被问及觉得自己属于哪一阶层的人时，

74%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这主要集中在

从事于企业相关负责人或从事技术性的人员，而

26%认为自己属于工薪阶层的被访者主要在国家

机关就职；从教育水平来看，不同的小区被访者的

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居住在中海格林威治

城和粼江峰阁小区的被访者大都是本科或硕士以

上的学历，而其他小区的被访者，如青青河畔、望江

嘉苑和河滨印象等则主要是大学本科、大专及以下

左右的学历，没有研究生学历，这与格林威治城和

粼江峰阁小区紧邻四川大学有一定关系，且 32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被访者有28名就就职于四川大

学。当被问及选择在此居住的目的，69%的被访者

认为此地环境优美，紧邻河岸，适宜居住；24%认为

此地离工作地点较近，交通方便；7%认为此地环境

氛围方便子女的教育。从被访者年龄阶段来看，调

查地社区居民大多数以 45岁以上的人为主，且大

多为两代人结构家庭(河滨印象小区由于是别墅小

区，所以以三代人结构家庭居多)，年龄结构比较偏

图2 望江楼滨水片区示意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Wangjiang waterfront area

图3 建设路东郊工业片区示意图

Fig.3 The location of Jianshe Road area

图4 宽窄巷子片区示意图

Fig.4 The location of lanes with different widths

图例
居民区

道 路

水 系

公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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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随后我们对调查地的非小区居民人士进行调

查访谈，当被问及觉得居住在这些社区的居民为哪

种类型的人士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用了一个答案

“有钱人”和“富人”。如该地某商务会馆工作的女

服务员说到：“这儿住的都是大老板，就是那种所谓

的成功人士，我们有几个客户我都去过他们家，他

们有好多车子哦，都是名牌……我如果有钱我都想

住这儿……但是这里的人接触下来，就比如我们的

几个客户，都是 40～60岁左右的老板，好像开公司

的比较多，都很有钱啊！”调查地某小区保安谈到：

“……里面住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小区的人比较

友善，素质高……”

从调查地的物质环境现状来看，基本上由高档

电梯公寓、联排别墅小区和小高层等居住社区组

成。2008 年这些社区作为二手房的平均价格为

9114元/m2，大大高于成都市同期商品房5000元/m2

左右的均价③。当对调查地非小区居民人士提及到

该地区在府南河改造前的居住状况时，除了9名被

访者对此不知道以外，其他 91 名被访者都说此地

以前是“贫民窟”。如顺江路莲花社区某工作人员

说：“以前这里是穷人住的，那时成都人觉得穷人才

住在河边，现在是有钱才能住在河边。”顺江路某报

摊老板说到：“这以前就是个贫民区，全是贫民……

住这儿最好的都是下岗工人了……这里条件很差，

下雨还漏水，难受得很啊！”因此，从内部居住人员

和外部建成环境的改变来看，该区域已经经历了一

场绅士化运动。

2.2以建设路东郊工业区为代表的工业用地改居住

用地的绅士化类型

本区域中，我们先对调查地社区住户进行了访

谈，从访谈的结果看，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员和有

关人员较多，占被访人员的 7 成以上。而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

员占了余下的 3 成。当被问及自己属于何种阶层

的人士时，98%的访谈者认为自己属于工薪阶层，

只有 3 位访谈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

本调查区域被访者的教育水平都较高，几乎没有大

专以下学历的人员，且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被访者

总量的34%；并且本区域的被访者年龄结构较望江

楼滨水区更加年轻化，30~45岁左右的人占多数，再

加上笔者在现场观察的资料来看，本调查地区的社

区也很少有老年人士的出入，社区出入人员的年龄

结构和笔者根据被访者调查所得的情况大致相

同。在被问及居住此地的原因时，很多被访者几乎

都提到了附近的大型超市、商场和便利的交通，如

龙湖三千里小区的某位男性访谈者说到：“下楼就

到沃尔玛，然后过个马路就是伊藤洋华堂商场，隔

壁还有必胜客、肯德基、麦当劳和味千拉面，根本都

不用去春熙路(成都市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在自家

楼下就可以买到想买的了。”首创爱这城小区的某

位女性访谈者说到：“……住在这很方便，据说王府

井百货也要入驻此地，然后还要再开个家乐福，我

现在一般都两个月才去一次市中心了……”当笔者

对非小区居民人士访谈时，几乎全部都认为居住在

这些新开发小区的居民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人

士，但并非那种所谓很富裕的“富人”。这与望江楼

滨水区相比有些许不同。从年龄上看，望江楼滨水

区与本调查区域相比，年龄结构较大，这主要因为

上了一定年龄的成都人认为住在城市的东面向来

不是富裕阶层的选择；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观

念不是很强烈，他们更多的看重一些实际的问题，

如交通、购物及工作等。再加上中青年人士在事业

上成功刚刚起步，相较于一定资历的成功人士还需

要岁月的磨练，因此才出现在本调查区域出现年轻

化和居民并非城市顶级富裕阶层的现象。总的来

说，现在居住在此的居民都属于城市中上等收入以

上的人士，笔者在本地所调查的楼盘在刚开盘时的

均价几乎都为 6000元/m2以上，而现在的二手房价

格则还更高，如在调查地某房屋公司中介工作的访

谈者说：“如果现在在成都不属于有点钱的人，是买

不起这儿的房子的。你看，这附近的新房都卖光

了，只有些二手房，都是人家退了的，但是还没装

修，均价 9000 元/m2吧，如果你不是中上等收入的

人，怎么买得起啊！”

本调查区域曾是成都有名的工业区，计划经济时

期催生的大量重工业型国有企业都落户于此。在

当时，这里只有这些大型的工厂及其职工的宿舍。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

整使得这些重工业型企业都大量倒闭，只留下废弃

的工厂及下岗工人居住的职工宿舍，让当时的成都

人感到东面是穷人居住的区域。 21 世纪的前几

年，这里只剩下少许工厂还在生产。后来，随着“退

二进三”政策力度的加大，该地区的工厂全部搬迁

出成都市区，并对废弃的工厂用地(brown field)再

次利用开发，成为了如今的高档居住小区。高档的

③根据搜房网http://cd.soufun.com/查询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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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式公寓及空中别墅等封闭社区的新建，以及新

的商业圈的形成，使得该地区一跃成为成都市的一

个副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人士，导致了该

地区的绅士化运动。但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该地区

还有少量的破旧房屋零星分布。据调查，居住其中

的居民大多为以前工厂的下岗职工，并无固定的收

入来源。这些破旧的房屋也与周围高楼林立的电

梯公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该调查地还尚处

于绅士化运动的过程中，绅士化运动正逐步完成。

2.3以宽窄巷子片区为代表的旅游休闲业的绅士化

类型

宽窄巷子在改造前主要由城市普通居民居住，

且大多数都为城市中下阶层人士。他们居住的房

屋都是由上一辈所传下，是典型的成都原住户地

区。该区域居民一般就在住地附近开个露天小茶

馆或小吃店以维持生计，因此也是老成都人觉得比

较贴近生活的地区。从 2003年开始到 2008年 6月

结束，成都市政府与以开发文化旅游项目而闻名的

文旅集团合作，对宽窄巷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变为一个商业旅游气氛很浓的

区域，在里面集中了众多国内外休闲娱乐品牌，其

中尤以酒吧、餐饮等高档休闲业态为主，成为兼具

历史文化特色与现代时尚风采的休闲、文化商业区

(表 4)。鉴于本调查地已没有居民居住，我们只针

对本地的商户、工作人员和旅游人员进行访谈。从

访谈中得知，在宽窄巷子的商户中，有部分还是改

造前的居民，但是数量较少，约占全部商户的 25%

左右。在对这一类商户进行访谈时，当谈到对宽窄

巷子改造前后的变化，某茶馆的老板说：“这里(宽

窄巷子)改造之前都是成都本地人来消费，就是那

种典型的成都生活呗，5元一杯茶，看张报纸过半天

……当时 5 元一杯茶都嫌贵哦……现在几乎成都

本地人都不来了，都是外地人和谈生意的来，一杯

茶现在也涨到 25 元了，还是最便宜的……其实我

不是很喜欢现在的感觉，不伦不类的。”另一家卖龟

苓膏的老板娘说到：“…现在这里面 (宽窄巷子)的

房子都不卖的，只是过租，180元/m2一个月，你说没

钱能租得起吗？……原来这里就是一般老百姓住

的地方嘛，唉，老房子些，都很破啊，后来政府要改

造了，给原来的居民安置，但只给钱，给的钱很多，

反正给你钱了，你想去哪住就去哪儿……”当对新

入驻的商户谈到此地的变化时，一位谭木匠(专卖

梳子的精品店)的售货人员说：“这里消费一般比较

高，都是卖纪念品的，我们这个店铺是租来的，好像

200元/m2一个月吧，别的就不清楚了……来这里消

费的人都是旅游的和外地人……”整体而言，对于

如今的宽窄巷子来说，已完全成为一个高消费的休

闲场所，几乎所有受访者在被问及觉得此地的消费

水平如何时都用了相同的答案“贵”，甚至“奢侈”。

一位过往的旅游者说：“……这个地方的消费太高

了，我只是路过来看看这里的环境而已，感觉挺复

古的，但是这些店只有看看的份，我可消费不起啊

……”另一位国外的受访者(成都某外资企业负责

人)说到：“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来到这可以放松

一下，虽然贵了点，但环境很好。”同时，笔者对宽窄

巷子的实地观察也证实了此地属于高消费型的旅

游休闲地，在区区约 72000 m2的区域内就聚集了 8

家酒吧，2家会所、5家咖啡馆、3家茶馆、4家文化艺

术馆、7家高档西餐店、9家高档中餐店以及一家高

级酒店，且入驻的品牌中有 25%为国际一线品牌，

45%为区域一线品牌，30%为本地一线品牌。在调

查期间，笔者也发现有很多由外籍人士和港澳台地

区人士组成的旅行团会选择此地作为旅游景点。

可见宽窄巷子以完全由普通民居转变为完全以商

业、休闲业为主的旅游地点。从以上几点看来，宽

窄巷子俨然成为一个典型的绅士化地区，并具有西

方绅士化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特色。

3 成都市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从我们调查的案例区域可以看出，成都市的绅

士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特征各不相同，但从对居民

的访谈和现场实地调研，以及结合国家近年来的相

关政策来看，成都市绅士化现象形成的内在机制却

有着相同之处，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正是以下几个

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催生出了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

表4 宽窄巷子改造前后对比

Tab.4 The comparison of the lanes with different widths
between and after the improvements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街区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整理。

 改造前 改造后 
主要用途 居住为主，商业为辅 完全以商业为主 
消费人群 成都本地人士 外省人及外籍人士 

业态分布 
主要以居住辅以一定数

量的简易茶馆与小吃摊

点为主 

主要以酒吧、咖啡馆、茶馆、

高档中西餐厅、酒店为主 

外部环境 普通破旧的四合院群落 翻新整修的仿古建筑及街道 
消费阶层 普通工薪阶层 高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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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

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城市各

个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成

为当今每个城市地方政府所最求的首要目标。为

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加大城市内需、刺激消费，成都

市政府通过对城市中已衰败但区位较好的区域进

行大规模的改造及更新，创造优美的投资环境，从

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此投资从而加速经济的增

长。近年来，成都市所打的“文化品牌”政策、加大

文化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也是提升成都市综合经

济实力的策略之一。在政府政策实施的同时，制度

创新也是影响绅士化运动形成的因素之一，土地使

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都对城市的空间结构进

行了重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变了城市土地的使

用功能，提高了土地使用的效率，让政府能充分地

利用土地资源实现经济的增长。而住房制度改革

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住房的面貌，推动了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

经济实力去选择住所。这样，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

城市区位被高收入阶层所占据，置换了从前在此居

住的低收入阶层，产生了绅士化现象。城市的产业

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成都市近年来大力的发展

第三产业，逐渐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实现“退二进

三”的快速推进，从而使得原城市内的工业逐步外

迁，城市土地利用发生改变，城市中心地区功能加

强，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改变，为绅士化运动的产生

创造了条件。

3.2 开发商对经济利润的追求

正所谓有需求就有供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正在快速膨胀，而对于经

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也是各个开发商们所迫切需

要的。从本次调查来看，在调查的三个区域中，参

与到绅士化运动的开发商就超过70多家。除了房

地产方面的以外，文化娱乐、休闲业以及其他服务

业的企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市场所蕴含

的潜力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被开发商们

发掘。因此，才会出现如本次调查中的建设路东郊

区域和宽窄巷子区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产

业和土地利用的完全转换，为吸引高收入阶层创造

了有利条件。可以看出，在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

中，开发商们为了吸引高收入阶层的客户，不惜下

重金大量投资，改变了城市内部结构，催生出绅士

化运动。

3.3 居民个人居住意愿的诱导

伴随着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人们

可以通过自身的财政能力去选择自己中意的住所，

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阶层开始考虑更多的住房因素，

如自然环境、交通环境、子女教育环境和风水等。

从成都市的绅士化现象看出，中老年人士更加青睐

于自然环境与风水较好的区位，而中青年人士则更

多的考虑交通及子女教育环境等因素。成都市曾

有“南面住富人、西面住贵人、西面与南面顺风顺

水”的说法，因此成都市西面和南面成为成都人向

往的居住区位。而中青年人士追求方便的交通、繁

华喧闹的街道，也让如建设路东郊工业区这样的地

区成为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欲望

驱使下，高收入阶层迁入这些地区，对贫穷的原住

居民进行置换。同时，身份的认同感也让很多高收

入阶层组成的社区具有聚类效应；低收入者成为弱

势群体，从原住地迁到区位较差的区域，对高收入

阶层的排斥也让低收入者们一起聚集在城市的郊

区，这可能会对城市发展会造成两级分化和居住分

异等的负面影响。高收入者对社会上层地位和身

份的虚荣追求及低收入者的集体迁移让绅士化现

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因此，可以看出，成都市

绅士化运动的周期都比较短，一般在3~5年的时间

内完成一轮绅士化的置换。

整体而言，在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

整、开发商的推动以及个人意愿的诱导这几个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上述

几种机制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交织在一起，并形成

综合性的机制模型(图5)。正是这种综合机制模型

推动了成都的绅士化运动。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

除了在特征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

也表现为复杂化，虽然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发展时

期不长，但是它却表现出与西方国家绅士化第三阶

段有着大致相同的效果和现象，并且其造成的后果

也在不断地与西方绅士化趋同。

图5 成都市绅士化现象形成的综合机制模型

Fig.5 The model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gentrification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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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通过质性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对成都市

的绅士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掘了其深层的

内在形成机制。从本研究可以得出：成都市的绅士

化现象呈多样化的趋势，并且其形成机制趋于复杂

化，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加

上开发商的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的诱导，这几个因

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

从现象上看，成都市的绅士化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从滨水区的绅士化，废弃工业区的绅士化，到旅游

休闲的绅士化都充分体现了成都的绅士化现象与

中国东部城市，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的绅士化现象并

无差异；从形成机制来看，成都市的绅士化区域复

杂化，越来越多的因素和角色参与到绅士化运动中

来，共同推进了绅士化运动的发展，这也与西方绅

士化发展到第三阶段时的特点相同，因此，成都市

的绅士化已同西方国家的绅士化越来越相似。

尽管成都市的绅士化现象呈多样化趋势，并且

与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趋同，但其是否会为成都市

带来良性的发展也是我们值得探讨的议题。从外

部物质环境来说，成都市绅士化运动为城市内城环

境的改善做了很大的贡献。从我们调查的 3 个案

例地可以看出，绅士化运动在城市更新、刺激内需

消费、土地重新利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

而，探究其深层的影响则发现，绅士化运动导致的

两极分化及贫富差异加剧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城

市社会问题。随着高收入阶层向中心城区地不断

迁入，被置换掉的低收入阶层不断地向城市外部迁

移,居住分异现象将会越趋严重；同时，富人居住的

区域将会逐渐地排斥穷人，最后形成只有富人能进

入的非公共区域；而穷人居住的区域将随着人流量

的增多而产生一系列恶劣的社会环境现象，成为城

市里的“边缘化”区域。这样，成都市也会面临西方

国家城市曾出现过的城市问题，对城市将来的发展

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因此，正视绅士化带来的效

果，一方面积极地发展与保持绅士化运动给城市带

来的优势；另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减少并防止

绅士化运动带来的劣势，这些都是今后我国绅士化

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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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Mechanisms of Gentrification
in Cities of Western China:
The Case Study in Chengdu City

HUANG Xing, YANG Yongchun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 Syste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Gentrification is a new phenomenon of urban social geography in 1960s. Recently, the empirical re-
search about gent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hot studies in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owever, it is seldom to find
the researches in China’s western cities.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deep interviews,
taking three area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engdu as research cas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Chengdu’s gentrification.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hengdu’s gentrifi-
cation trend to diversifica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e real reasons are
caus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police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firms-sponsored
and the residents’wishes promotion. These different factors interaction eventually led to the gentrification in
Chengdu. First, the phenomenon of gentrification seems to have the diversifying tendency, the waterfront gentri-
fication, the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on the brown field and the tourism gentrification have the phenomenon as
the same as the China’s eastern cities, even the western countries’cities; Second, contemporary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because different actors and locations have become involved and the land-
scapes produced have changed, therefore, the driving forces are gradually complicated. All of these aspects are
spons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s gentrification, and that means the Chengdu’s gentrific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similar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cities.
Key words: gentrification; China’s western cities; Chengdu city; mechanism;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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