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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语： 商旅街区

   3月22日首届中国景区博览会广州旅游咨询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广州市著名的步行街——上下九步行街举行。同时，这也意味着拥

有上千年历史的上下九步行街将作为“中国首批十大特色商旅街区”之一，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等商业步行街一起，共同迈向

新的里程碑。   

  何谓“中国特色商旅街区”？上下九将如何打造成“中国特色商旅街区”？创建为“中国特色商旅街区”的上下九步行街将会带

给中外游客什么样的不同感受？……带着一连串的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特色商旅街区”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也是上下九步行街改

造的总策划、规划、设计负责人廖伟阳先生。 

  第一步曲：酝酿   

  作为中国商业街区联谊会总干事、中国商业街步行街网建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广州市商业步行街管理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廖伟阳长期从事商业街区步行街的研究，并为上海南京路、深圳东门步行街、杭州信义坊步行街、沈阳(太原街)中心商贸区等商业街

区的改造进行过策划、规划、设计、招商等工作，在中国商业步行街业享誉盛名。正因如此，1999年初时任广州市荔湾区区长的李文

耀找到了廖伟阳，希望他能帮荔湾区的旅游经济做一个规划。提起这段往事，廖伟阳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规划中提出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把荔湾区打造成为广州的人文主题公园，并且把荔湾区划分为上下九、陈家祠、十三

行、荔枝湾和西关民风民俗五大景区。”廖伟阳回忆说，“规划做好以后，正值荔湾区区长换届，原市旅游局局长刘平调到了荔湾区

当区长。他看完我的规划以后，基本上表示认同，不过结合他自己本身多年来从事旅游工作的经验和理念，最后确定把荔湾区划分为

四个景区，也就是把原来规划的荔枝湾这一景区给取消了。”  得到荔湾区政府领导大力支持的廖伟阳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重新打

造上下九步行街上面，但是如何来打造？打造成如何？其实，廖伟阳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第二步曲：形成 

  廖伟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但是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他对广州的历史其实了解地并不太多。为了能够让上下九步行街突破

“百街雷同，千街一面”的现象更加具有广州特色，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廖伟阳搜集了各种各样有关广州、有关荔湾区和有关上

下九历史的书籍资料苦读钻研，还拜访了十多位中山大学古籍研究专家虚心请教，并且还参考了很多国外商业街改造的成功案例。经

过半年多时间的研究、思索、酝酿，廖伟阳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要把上下九步行街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商旅街

区”，即“体验型商旅街区”。 

  “回顾我国商业街区、步行街区近十年来的发展，我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粗放型的、以纯购物为主的集

市形态的商业街；第二阶段是集约型的，集购物、娱乐、饮食为一体的综合商业（步行）街；我认为商业（步行）街建设的第三阶段

应该是体验型的，它的建设主要为步行街区形态。在现代工作与生活中，人们主要在室内活动，迫感压抑，释放式的室外空间活动就

显得格外宝贵。因此，我提出上下九步行街区应朝着‘体验型商旅景区’的方向发展，也可将它称为体验型商旅街区。”提起自己多

年对商业步行街的研究，廖伟阳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他认为，“体验型商旅街区”就是令游客在体验街区人文、环境、景物时能产生突如奇来的消费行为的街区。这种街区具有鲜明

的亦商亦游特点、颇具地方人文特色。它以休闲游乐为主、购物为辅的，实施全天候步行；街区内除聚集商业应有的元素外，还将街

内及周边人文旅游资源整合于一体。因为这些步行街区集聚了太多的人文景点，承载着特定的历史和不同的民风民俗，因此都市体验

型商旅街区必须是以人性化、个性化、景观化为着眼点服务游客，并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而广州市上下九步行街具备了“体验型商

旅街区”所要求的一切条件。 

  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东起上下九路，西至第十甫西，横贯宝华路、文昌路，全长1218米，全段店铺林立，共有商店300多家。

在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既可领略到广州传统的商业经营风采，又可目睹西关令人迷恋的民俗风情。 

  早在清代，西关就成为广州对外贸易与文化交通交汇点，形成了多条商业街。1937年，西关的商业逐渐向下九路和第十甫路转

移。当时，上九路多是金铺、棉布庄，下九路多是鞋店、绸缎店和摄影店，时人称之为“扮靓一条街”；第十甫路则以食肆居多，有

“百步必有一小吃”之说，广州百年老字号莲香楼、陶陶居等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上下九又是广州市的三大商业中心之一和广州

市第一条集购物、饮食、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商业步行街。它周边有华林玉器街、源胜古玩街、清平药材市场、杨巷路服饰配料市

场、长寿路理发用品等专业市场。每天来往穿梭于此的人流量非常巨大。 

  西关上下九路和第十甫路，不但以商业繁华成为广州的购物天堂，还以浓郁的西关风情扬名海外，这条古老街道至今原原本本地

保持着古老骑楼街的岭南建筑风貌。骑楼跨人行道而建，形成一个步行的长廊，特别适应广州多雨和高温日晒的亚热带气候，同时，

人行道内的商铺也便于敞开门面，方便顾客。现在大家看到的西关骑楼建筑，就是富有清末民初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既有中国特色

的满洲窗、女儿墙、栅花、拦河，又有西式的外墙装饰图案和铁铸通花阳台。 

  “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条件，让我们看到了上下九创建‘中国特色商旅街区’的希望。”廖伟阳兴奋得说。 

  第三步曲：实施 

  1999年底当廖伟阳将“体验型商旅景区”这一概念向荔湾区政府领导汇报以后，立即得到了刘平区长的认同和赞许，接下来的具

体实施工作也就顺其自然的又交给了廖伟阳来负责了。 

  他首先开始的就是对上下九硬件环境的改造， 1999年和2000年荔湾区政府对步行街及其周边辐射路段两侧的建筑立面进行全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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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步行街更凸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颇具西关民俗风情特色和情怀。为充分创造充满西关风情的、舒适的商贸旅游环境，更好

地适应步行街全天候步行，荔湾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步行街交通、游览、文化、安全等配套设施建设。 

  据廖伟阳介绍，目前已经完成了的改造建设工程包括：一是在上下九路现有基础上进行规划调整，投入资金约4000万，设计并新

建以“上下九广场”为主的景观工程；二是为凸现上下九西关风情的形象，在下九路设置了5个西关风情雕塑，与上下九广场交相辉

映，深受市民欢迎；三是为适应下九路全天候步行的要求，投入资金约300万，对下九路400多米的马路面进行重新铺设，全路段采用

四色花岗岩石，突出浓郁西关特色；四是为了维护步行街的形象，由步行街投入资金约20万，对柱脚石进行翻新维护，通过打磨和上

防腐漆，步行街柱脚石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五是在下九路段设置3个饮水点，通过专用机房，六个层次的杀菌净化步骤，从早上8时

至晚上12时提供免费的、优质卫生的直饮水；六是建设步行街监控系统，对整条步行街内情况实行24小时的实时监控，使人防和技防

相结合，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保障了步行街的群众安全。 

  “要打造成为真正的‘体验型商旅景区’我们不但是在硬件上下功夫，更要在软件上做文章。”廖伟阳所谓的软件，就是指包括

上下九步行街在内整个荔湾区的人文历史。荔湾区早在明清时代这里就已商贾云集，是中国最早对外通商与文化交往的重要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