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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城市家具的内涵为切入点，结合相关调研资料和设计案例，从城市家具与户外活动、城市家具与行为需求、

城市家具与公共空间、城市家具与社会文化等方面，阐述了产品的价值所在，提出了城市家具功能性的深层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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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furniture, combined with relevant research data and design examples,

it expounded the product′s value from urban furnit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 urban furniture and the needs of user

behavior, urban furniture and public space, urban furniture and social culture. Finally, it proposed the deep meaning of

urban furniture′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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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具，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城市街道、广场、

公园等公共空间中，为方便人们的户外生活而设置

的一系列器具与设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公共

设施”[1]。之所以称为“城市家具”，这蕴含了人们对

户外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希望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也

能享受到如家一般的温馨、舒适和便捷[2]。城市家具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产品种类繁多，不仅包括人们日

常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休闲产品、游乐产品、卫生

产品，还包括便捷服务产品、信息标识产品、交通产

品、照明产品等。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家具功

能性设计的重心已不再是解决有形实体之间的冲突，

而且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如何综合处理产品的多元关

系上，使之能够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既可以满足人

们户外生活基本的物质功能需要，又通过艺术的表现

形式实现人与人、人与产品、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之间

的情感互动，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城市主人意识。因

而，笔者将对城市家具的功能性进行系统分析。

1 城市家具是户外活动的承载者

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是空间的创造者和感

受者。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的户外生活提供了有别

于个人私密性空间的开放环境，城市社会的各种组成

部分在这个容器中持续进行着化合、反应，催生出多

彩的城市精神生活[3]。而对于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组成

部分的城市家具来说，它与建筑、景观等要素一样，需

要承载、适应、满足人们户外生活的需要。

正如希腊学者道萨·蒂亚斯所言：“人类聚居是一

种由独特的、复杂的生物个体构成的有机体”，这种复

杂性决定了人们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受自身条件、外

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户外活动呈现多样性与差异性

的特征。从宏观角度看，城市公共空间中人的户外活

动可以简化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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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3种类型，每一类活动对于城市家具的要求都大不

相同[4]。必要性活动，指在不同程度上行为主体都要

参与的、有点不由主的活动，这些行为的发生很少受

外界环境的影响，参与者没有选择的余地；自发性活

动，则与必要性活动迥然不同，只有在行为主体有参

与意愿且环境、气候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社会性活动，主要指有赖于不同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才

能发生的活动，此类活动大都是由前两项活动发展而

来，或在各种条件都适宜的情况下而发生的。从微观

角度看，每一类产品根据人的实际行为活动，也可划

分为3种类型。

根据研究发现，城市家具功能性设计质量的好

坏，与人们户外活动的发生存在必然联系。城市家

具与户外活动的关系见表 1，当城市家具整体水平较

好时，虽然必要活动发生的频率基本不变，但由于产

品及其周边易于人们驻足、娱乐、游憩等，各种丰富

多彩的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发生的频率也会随

之增加；而当质量较差时，人们可能在完成必要性活

动之后，只有零星的自发性或社会性活动发生便匆

匆离去。因而，城市家具的功能性设计，首先应通过

不同的实体形式满足人们必要性活动对于使用功能

的需求，同时通过提高产品品质，促进行为主体自发

性与社会性活动的发生，实现城市家具与人、社会、

文化之间的纽带作用。

2 城市家具是用户行为需求的体现者

城市家具作为一种工业产品，其最终目的是将产

品与人的关系形态化，即产品的效能通过人的使用充

分体现；而人能否适应产品又取决于产品设计是否与

人相匹配，因而人的行为需求是提高产品品质、促进

较高层次户外活动发生的根本途径。美国心理学家

马斯洛认为，动机是驱使人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部原

因；而动机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构成，根据先后

顺序和高低层次，他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即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当某一需求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时，才会追求更

高一级需求[5]。在城市家具中，虽然产品的用户行为

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行为需求却与人类需求层次理

论具有相似的特征，即按照一定的结构关联具有层次

上的差异和递进关系。因此，城市家具的设计应充分

考察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发掘不同用户行为背后的

潜在需求，并根据需求的层次关系对产品进行合理的

功能配置，使之更好地体现用户的需求，而不应仅仅

满足于能用就行。

人们在居住区使用城市家具休闲产品时，或一

个人慵懒地坐在那里读书看报，享受午后阳光；或是

与朋友家人游玩嬉戏、棋牌娱乐。通过对用户行为

样本的需求分析，最终可以汇总出 13种使用者的主

要需求，见表2。在这其中有2种需求是必须满足的，

否则就可能导致产品无法使用，因而将其称为“可以

使用层次”。其余 11种需求不是必须要满足的，如果

没有也可以勉强使用，但直接影响到人们自发性和

社会性活动的发生；在这之中又有 8种需求对用户娱

乐、社交行为影响较大，将其称作“便于使用层次”，

剩余 3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称作“乐于使用层次”，

如果可以满足，用户将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情感

体验。通过上述研究分析，即可获知使用者不同需

求之间的层次性结构关系及产品功能性设计应重点

解决的问题，然后从产品的人机尺度、造型、材料及

表1 城市家具与户外活动的关系[4]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furnit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4]

户外活动

种类

必要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

社会性活动

城市家具的质量

差 好
表2 居住区城市家具休闲产品的需求层次

Tab.2 The needs of leisure products in residential district

需求层次

乐于使用层次

便于使用层次

可以使用层次

各层次的需求内容

审美需求、尊重需求、自

我展示需求

交往需求、娱乐需求、学

习需求、聚集需求、

舒适性需求、卫生需求、

存放需求、饮食需求、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

各层次的重要程度

选择性需求

可以满足

基础性需求必须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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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形式等方面展开研究，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

求。譬如在解决“便于使用层次”中的舒适性需求

时，经过分析得知要想使人坐得舒服是一个很复杂

的问题，一方面，与产品的坐高、坐深、坐宽、坐面倾

斜角度等基本人机尺寸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如坐

面、扶手、靠背等与人体直接接触部位的表面材料，

也是影响坐憩舒适性的重要因素。因而，产品的舒

适性设计应利用人机工程学、材料学等理论，综合协

调上述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3 城市家具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者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观念的变革，城

市家具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一方面

城市家具更多地承担起组织与分割空间的作用；另一

方面，也以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配合着空间整体氛围

的营造。

3.1 城市家具组织与分割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空间形

式，它不仅是满足人们进行休闲、娱乐与交往的公共

性场所，而且也是彰显城市文化、城市个性的重要载

体。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户外生活

中，城市公共空间也呈现出功能多样性的特点，其多

种功能的实现并非以单一的空间形态存在于城市

中，在使用中由于所处位置和功能的差别存在许多

的重叠和弹性。因而，这就需要城市家具通过数量、

形态、空间布置等方式合理地组织与分割空间，满足

不同使用功能的要求。城市家具组织与分割空间，

见图 1，整个商业街公共空间通过休憩坐具、照明灯

具等城市家具的设置将空间分割开来，合理地组织

了双向人流的步行路线；同时，又利用曲线休憩坐具

的设计在整个动态空间范围内，形成了相对独立的

静态空间，便于休憩、社交等活动的实现。

3.2 城市家具丰富公共空间，配合整体氛围

城市家具作为城市景观构成元素之一，越来越多

地参与到空间氛围的营造中，使之成为公共空间中具

有基本性、环境性、装饰性的复合型产品。正如人们

所看到的，许多城市在景观环境塑造时，通常将一定

造型风格、色彩基调、材料质感和比例尺度关系的城

市家具与其他景观构成要素相关联，共同起到丰富、

点缀和烘托空间氛围的作用[6]。青岛音乐广场张拉膜

遮阳伞（篷）设计，见图 2，产品造型自由、轻巧、柔美，

充满力量感，这既起到了烘托空间意境的作用，又与

空间的主题交相辉映。

常言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城市家具的设

计只有满足所在空间的整体性要求，才能从真正意义

上起到突出个性、烘托氛围的作用。而在实际项目中

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点。产品的整体性设计成为各部

门之间的“真空地带”，城市规划设计师关注的是道路

两侧用地建筑容量的控制，景观设计师关注的是街道

两边景观小品的造型和绿化，工业设计师关注的则是

产品的功能、造型、色彩等方面能否满足用户的使用

需求，最终导致产品的配置大都是在整体景观完成后

草草了事，缺乏合理性，这也直接造成了许多城市家

具犹如城市中一张散落的网，各自以孤立的相貌占据

着独自的空间，缺乏整体的内在联系[7]。

4 城市家具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

城市家具是一种丰富的信息载体，其不仅通过色

彩、造型、材料等介质来向人们暗示产品基本的使用

图1 城市家具组织与分割空间

Fig.1 Organization and division space of urban furniture

图2 城市家具配合整体氛围的营造

Fig.2 Urban furniture matching to the space′s atmosphere

匡富春等 城市家具的内涵及其功能性分析
41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16 2013-08

功能，而且还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指向性，反映了不

同时期的生活方式、社会物质文明水平、历史文化及

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念等，凝聚着深刻而丰富的社会文

化特征。纵观城市家具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早在产

生初期就同社会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开始注重追求内

在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期望在人与产品的交互过程

中，能唤起对某些历史事件或传统民俗文化的记忆与

怀念，从而引起丰富的联想。因而，只有将城市家具

纳入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尊重城市的传统文化与地

域文化，才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增强产品的亲切感、归

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延续文脉。

城市家具对于文化的传承方式多种多样。一方

面，设计者可以从当地特有的建筑民居、历史遗迹、绘

画雕塑等方面发掘灵感，通过直接模仿或隐喻表达的

造型语言将文化信息传递给用户。苏州公交候车亭

见图3，设计通过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建筑形制及漏景、

借景、框景等造景手法的直接模仿，营造出一种浓郁

的古典气息，人们置身其中即能深深地体味到传统园

林“一步一景，移步换景”的造园精髓所在。另一方

面，可以将具有地域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纹样、图案、符

号等元素，引入城市家具的装饰中。南京玄武湖视觉

导向产品，见图4，设计将中国古代传说神兽中玄武的

纹样通过现代的材料摹绘出来，与场所的内在精神相

呼应。此外，城市家具还可采用就地取材的方法，将

乡土材料结合设计，使人们看到熟悉的颜色，触摸到

特有的质感，就能唤起对城市文化的记忆和联想[8]。

5 结语

城市家具作为一种由室内延伸至户外的产品形

式，不仅需要服务于大众，满足城市居民进行休闲、娱

乐、交往等户外生活的需求，而且在造型、色彩、装饰等

要素上，需要起到界定空间性质、塑造空间氛围，甚至

传承空间文化的作用。因而，城市家具的功能性设计

应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人、产品、环境、文化等诸多

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为人

们提供一个高效、健康、舒适的户外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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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苏州公交候车亭

Fig.3 The bus shelters in Suzhou

图4 南京玄武湖视觉导向产品

Fig.4 The road signs in Nanjing Xuanw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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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分别标有这些主体形象标识，既促进了销售，又加

强了石家庄的旅游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 结语

社会学家与文化研究者认为，在人类逐渐由工业

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之际，生活在后现代社会趋强

的时空环境的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就是形象消费方式与形象导向的思维模式。因此加

强区域旅游商品主题形象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旅游者

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认同，促进商品的设计、生

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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