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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公共设施系统化设计研究

钟 蕾，张 妍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191）

摘要：通过对滨海新区公共设施现状的分析，在探析系统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对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进行要素分类，

并结合其特色地域、文化条件，从宏、微观角度分析其设计理念。研究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

并指导应用。通过公共设施的系统化设计，为滨海新区提升城市区域形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众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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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 it analyzed the statu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Binhai New Area. Based on exploring the systematic

design,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Binhai New Area were classified. Combined with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t analyzed the design ideas on the macro and micro point. Secondly, i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elements and guides the application. At last,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can enhance the image of

urban areas,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 people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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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在经济上，雄踞环

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拥有无限的发展机遇；在政

策上，实施“一核双港、九区支撑、龙头带动”的发展策

略。天津拥有着饱满、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戏曲、相

声、剪纸等民俗文化都在这里继承并发展着。天津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滨海新

区应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服务功能提

升。公共设施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应受

到城市规划和设计者的关注和重视

[1]

。

1 滨海新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现状分析

1.1 国内外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情况

由于国力、地域以及人文精神等因素的影响，世

界各国的公共设施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部分国外

的公共设施发展较国内具有一定的优势，以德国为代

表的欧洲发达国家的公共设施建设是比较完善的。

它的设计体现了其特有的城市地域特色和风土文化，

设计思路简约，但空间层次丰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

的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集，空间资源有限，这里的公

共设施设计大多注重空间分层设计，从立体的角度设

计公共设施从而节省宝贵的空间资源，并且关注细

节，人性化设计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在物质需求被满足后，

人们开始更多地寻求精神满足。公共设施设计意识

已在城市公共生活中形成并逐渐发展。2010年上海

世博园区的公共设施设计科技含量高、系统化较完

善、人性化程度高，是国内公共设施设计较完善的代

表。例如：直饮水设施，见图1，方便、卫生同时也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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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游客的负重。但是，从国内的公共设施设计的整体

情况上看，与国外发展程度还存在一定差距。系统化

不强，整体规划不完善，不具备城市特色及内涵，是现

今大部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公

共设施设计中，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公共设施设计理

念，系统分析自身具体情况，提高公共设施设计水平。

1.2 滨海新区城市公共设施现状

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滨海新区的公共环境设施设

计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区域的部分设施较完善，但是

其他大部分设施仍然存在明显问题。没有专门机构

直接指导城市公共设施形象设计，系统性差，整体规

划不完善等都是问题所在。例如：滨海国际会展中

心，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平台，部分灯具设计功能

性良好，造型能够与环境融合，但是许多公共基础设

施设计，如垃圾箱、公共座椅等，仍与国际设计水平脱

节，导向识别设施匮乏。解放路商业街，公共基础设

施相对齐备，虽然满足使用功能，但缺乏城市内涵和

系统性，没有体现出天津特有的人文特点，导向设施

缺失。滨海新区作为天津的一部分，有着带动天津城

市形象全面提升的重要责任，而公共设施设计正是直

接展示天津城市品位、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

2 结合系统设计方法分析设计理念

2.1 系统设计方法

系统论主张从整体出发去研究系统与系统、系统

与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普遍联系。系统就是

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

功能和运动规律的有机整体

[2]

。要素又称作子系统，

同时拥有低层级的要素、结构、功能、层级等。任何系

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来看。系统的整体性

不等于要素的叠加，其功效性更大于各个单独要素的

功效累加。每个系统都与环境相关联，并由不同要素

通过各种构成方式组合起来以实现不同的功能需

求。系统设计方法就是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从整体

的角度对设计系统进行系统、要素、构成、功能等分

析，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进行系统性综合

设计的方法。运用系统设计方法能够逐层分析系统、

要素、环境的构成与关系，分析出现有系统的特点和

规律，利用分析结果去控制、管理、改造甚至创造系

统，使其满足人的需要

[3]

。滨海新区公共环境设施系

统作为社会、自然两大主体系统中的子系统，拥有众

多的平行系统。包括交通运输、政治、经济、生态资源

等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同时，

其又拥有低层级的要素即子系统。包括交通类设施、

安全类设施系统等，这些子系统之间也必然存在联

系，共同融合于滨海新区环境中，通过设计者的精心

设计和规划，最终形成“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符合时

代要求的公共环境设施设计。

2.2 子系统要素分析

基于系统设计方法，要形成适合于滨海新区发展

趋势的公共设施设计，应先分析其内在要素的组成。

从客观存在的角度分析，可分为7类，包括,交通类、安

全类、商业类、休息类、环保类、邮电类、城市设备类

[4]

。如商业类设施中，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公共设

施设计将成为这类设施的一大亮点。这类设施通常

会定期更换商业宣传内容，但是整体设施框架相对固

定。所以它们要与滨海新区浓郁的商业贸易氛围相

融合，保持设施框架中设计内涵的完整性、信息的连

续性、实现功能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充分展示滨海新

区的经济特区新形象。邮电类设施在滨海新区的使

用率已经明显下降，多数人已经乐于使用移动通信设

备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信件，方便快捷。所以这

类设施可以逐步由公共网络设备取代，如在解放路商

业街中间设立互联网中转站，人们可以利用这类设备

连接自己的移动设备上传或下载信息，体现数字信息

化时代下滨海新区的时尚生活。

2.3 平行系统要素分析

滨海新区公共设施形象设计系统还应对政策、经

济、行业发展趋势等平行系统进行系统性分析，才能

相对完整的诠释出设计理念。

在政策上，天津将滨海新区从地域、功能的双重

图1 直饮水设施

Fig.1 Drinking water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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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整体划分为“一核、双港、九区”。由此可见，滨海

新区的不同区域均有不同的功能侧重，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也应在滨海新区系统设计的主旨下根据不同区

域的特殊功能，定位不同的设计理念方向。例如“一

核”的中心商务区，由于家堡金融商务区、响螺湾商务

区等组成，在这部分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商业气息就

比较浓厚，给人厚重感。在经济上，滨海新区做为北

方贸易交流中心，面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还包括全

球市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公共设施设计，不仅要

具有国际化设计水平，还要在一定程度上预见设计趋

势，以对应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向世界展

示滨海新区的城市经济生活和尖端科技发展水平。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也从属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发展

趋势也决定着人们对公共设施的需求，人们要求服务

行业不断发展，公共设施设计自然也会跟随着人们的

需求不断完善。

2.4 系统与自然环境

滨海新区地理位置特点显示该地区人流、物流

较频繁，特殊的临海位置为滨海新区公共设施系统

提供了与海洋有关的各种系统要素，为系统设计的

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基础要素。滨海新区自然资源丰

富，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原盐、海洋资源等。这

些自然资源作为滨海新区的特色资源，也是滨海新

区招商引资的一大亮点。在滨海新区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系统中可以提炼资源要素，整合成具有滨海新

区代表性的城市资源标识，为宣传滨海新区的资源

优势发挥重要作用。在气候条件上，滨海新区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并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四季分明

的滨海新区充分体现出该地区的宜居特性。所以，

四季交替给公共设施设计带来了丰富的设计灵感和

元素，为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增添了不少亮色，是

不可忽视的系统要素之一。

2.5 要素构成关系

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子系统之间相互搭配，系

统和系统之间合理配合，能够促进树立优质城市形

象，宣传城市文化，激发设计灵感，提升区域经济发

展；自然地理要素影响建筑物的造型、道路走向、广场

形状及大小等，同时又客观形成了一定的气候条件

[5]

，

间接影响系统的规划布局等。人类生活在自然与社

会并行的环境中，拥有由于不同生存环境而形成的心

理及行为习惯。而人的系统中又存在年龄、性别、人

种的区分，不同人群对公共设施设计的需求点也不尽

相同

[6]

。环保材料的使用满足于人类生活环境的可持

续性的要求。同时，服务行业的服务对象也必然是

人。滨海新区的经济特区要素、功能区域要素、传统

文化等要素都影响着公共设施设计理念的形成。这

些要素以人的需求为中间纽带，“以人为本”，经过规

划和设计者的优化配置和巧妙设计，编织出一张和谐

有序的网，最终稳定加载于公共设施设计上

[7]

。满足

人们对物质、精神、情感等方面的多重需求，大于单纯

满足功能之和的效果。

3 系统设计方法指导下的应用研究

3.1 环保材料的应用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普遍联系是系统论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那么，对环保材料的分析就成为滨海新

区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应用研究的一部分。面对地球

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情况，对环境有害、不可循环回

收的材料是不可用的，也和滨海新区高科技、宜居生

态新城区的定位不相吻合。所以在材料的应用上应

选择环保、可持续的高科技合成材料，既节约了生产

成本又延长了使用寿命

[8]

。

3.2 城市色彩搭配

城市色彩作为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系统中的

子系统，具有协调城市环境、直接与使用者沟通的重

要作用。城市色彩的运用要根据城市地域、人文特点

与周边建筑环境合理搭配。在四季分明的滨海新区，

可以丰富运用色彩，分季节配置色彩系统，定时更换，

既丰富了人们的公共生活乐趣又增添了城市活力。

同时，在细节上要融合于周边建筑的固有基本色，考

虑不同功能区域定位，系统的分析色彩搭配，保持滨

海新区公共设施系统的整体性、连续性。

3.3 系统设计理念指导下的创新设计

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要在与其他省市拥有共

性的基础上突出个性特征。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功

能的合理及人性化方面。要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

创造多元化的使用功能，节约生产成本。同时，还

要具有一定的耐久性，确保使用安全，易清洁、维

修，不能在设计中出现过多死角，有利于后期维

护。个性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融合滨海新区特殊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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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特色上，可以在细节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

素，使公共设施形象更加饱满，拥有内涵，有利于树

立良好的区域及城市形象

[9]

。例如笔者的设计作品

在创新设计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城市荷

塘-滨海生态城和谐候车亭设计是一个“自我供氧”

的绿色驿站，充分的发挥了节约能源的作用，城市

荷塘是一个“无障碍”的通道，悉心关爱着弱势人

群，城市荷塘是一个亲切的“服务生”，给驿站中的

人们提供各种需求，见图 2。

4 结语

在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的整体系统中，社会、

自然系统作为其基础，支撑着地域、文化、经济、政策

等要素。而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以更强大

的整体力量反作用于滨海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系统上，

并融合出适合于滨海新区发展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理念。将系统设计方法运用于公共设施设计中能够

指导滨海新区更快、更好的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其服务功能，为市民搭建与他人、社会之间理想的交

流平台。同时，向到滨海新区投资、旅游的各界人士

宣传滨海新区地域、文化特色，以达到间接促进经济

发展，树立城市形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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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荷塘-滨海生态城和谐候车亭设计

Fig.2 City Hawthorn-harmony bus shelter design in Binhai New

Area Eco-city

钟蕾等 滨海新区公共设施系统化设计研究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