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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vement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has started in 1966, Ministry of Culture address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which is

to probe into a region with an entire view and to propel the cultural assets to be secured and vitalized since 2006. The mod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method that only emphasizes the hardware repair and striv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s. This regional plan positioned Yanping Old Street as “easy-travel and slow-pace humanity life circl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tream of visitors. However, when the activity was running in its full speed, it couldn’t receive a great

number of feedbacks as expected.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visual image to learn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recent problems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rough the inductive reasoning method, the analyses are that resi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exterior decoration of the stores, the hardware of the shopping district, and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the shopping district especially

the design of the street lights, the pavement of the street, and the public arts; only the parking spaces which influence the region’s

appearance should be well-planned by the public sector. About the solution of the present problems, the stores owners in Yanping

Old Street and Luoyang Foundation have different thoughts. Besides, to run an old street sustainably, it is essential to possess two

soft powers-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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