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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近年来，荔湾区积极挖掘历史文化街区的饮食、商贸、禅

宗、骑楼、玉器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致力于探索以“文化+特色

餐饮”为主的发展模式。通过融合时尚零售购物、新潮休闲娱

乐、创意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荔湾区努力推动街区朝着“美

食一条街”的方向迈进，旨在打造成为岭南美食文化风情街，

将其定位为城市更新的关键内容。

上下九步行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是广州市三大传统繁荣

商业中心之一。全长约 1237 米，拥有 238 间各类商业店铺和数

千商户。这一步行街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四大西

关风情特色，构建出独特、绚丽多姿的西关风情画，成为许多

“老广”童年回忆的地方。然而，上下九步行街现面临着交通

拥堵、商业布局单一、景观建设缺乏整体性等多重挑战。解决

这些问题对于推动老城区实现新活力至关重要。为了有效推动

这一目标，我作为人大代表，与其他代表一道，主动收集意见

和建议，开展实地调研，提出相关建议，包括优化交通措施、

多元化商业结构引入新业态、突出文化特色、提升景观整体性

等。

二、存在的问题



（一）交通问题持续构成最大障碍

上下九周边的道路狭窄，步行街区域存在交通规定不明确、

缺乏专属停车场情况，导致车辆停放混乱和时段内交通拥堵。

其次，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尚未达到理想水平，市民和游客更倾

向于使用私家车，加重了交通拥堵问题。缺乏交通宣传教育活

动普及导致规定未被社会广泛了解。同时，交通从业人员缺乏

培训，社会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监督执法体系亦需加强。未能

形成便捷的交通网络，上下九难以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城市产

生辐射效应。

（二）商业布局单一

上下九步行街以传统零售业为主，街道两旁的店铺主要以

传统小吃、古玩、手工艺品等为主，商业布局更强调老广州的

历史文化传统，布局单一。相比之下，北京路步行街的商业布

局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有大型的购物中心、时尚品牌店、潮

流文化店铺等，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和现代消费者。商家在这里

更注重时尚潮流和新颖购物体验，突显了现代都市的繁华和多

元文化。

（三）商业氛围与文化环境脱节

上下九步行街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不足，只

注重商业街中商品内容和店面布置以刺激购买，没有为购物

者的公共活动、娱乐休息等内容提供场所和必要的支持，造

成其逗留性和可坐性差。

三、解决的措施及建议



（一）构建交通管理体系，优化交通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的制度。制定交通规定，包括禁止时段、车

辆种类限制、停车标准，并设立专属停车管理制度，规划停车

位、制定收费标准。支持公共交通，提高服务水平，设立优惠

政策，同时明确共享出行规定。二是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新

规定，进行交通从业人员培训，建立便捷的投诉渠道，加强社

会监督。三是建立监督执法体系，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定期检

查和评估交通管理，提高执法水平，引入技术手段，建立奖惩

机制。这一系列措施将构建高效、有序的步行街交通管理系统，

促进步行街区域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二）增强大局观念，进行科学规划

一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上下九步行街的纵向长度，也

注重其横向发展，结合周边的永庆坊、荔湾公园等旅游景点、

文物古迹、商业网点的发展形成一体化，实现“一条街辐射四

边”的目标。二是合理有效利用城市空间，增加公共服务设施，

营造扩大公共交流场所如文化广场等。通过建设停车场等彻底

解决步行街交通问题，美化步行街环境。

（三）调整功能布局，提升国际化水平

一是采取错位经营等原则改变档次均一、业态雷同、结构

单一的现状，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功能趋向休

闲化。二是优化招商管理，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大品牌进驻，建

设大型龙头商场，树立品牌。三是加强商圈管理，追求综合效

益。注重上下九步行街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自然人文资源

的综合协调发展，最终提升上下九商圈整体竞争力。



（四）弘扬文化特色，突出建筑风格。

一是因地制宜升华上下九步行街中独有的、本质的岭南地

域特色，注重保护上下九传统商业街的牌坊、骑楼、老字号等，

充分发挥传统历史文化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二是多举办各

种文化节、美食节、音乐会等文化与节庆活动，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气息相结合，以旅游文化促进商业发展，实现商业、文化、

旅游的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