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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系统思维下的户外休憩设施优化设计方法及其现实意义。方法方法 将户外休憩设施视为一

个系统来考察研究，兼顾产品、景观、城市规划、公共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内外部环境系统影响，运用系统思

维下的系统分析、系统综合和系统优化3个层面的思路与方法，探讨户外休憩设施的优化设计。结论结论 户

外休憩设施的设计应始终站在系统的高度，以动态、开放的思维思考其产品优化设计的新目标、新形式和

新手段，体现产品本体最佳价值的同时，实现其最大化的社会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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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s and social meanings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system thinking.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which including
products，landscape，urban planning，public art and other fields，it researches the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s a system
and explore the optimal design of it with the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the system analysis，system integration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The design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should always stand in the height of the system to thinking the
new goals，new forms and new means with the dynamic and open mind which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best value and the
maximum social benefit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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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学者扬·盖尔认为，人类一切有意义的活动

都发生在“坐”中[1]。这里的“坐”即为广义上的休憩。

休憩是人们面对压力时的一种心理需求，是人类本能

追求的一种舒适、恬静、自在的精神状态。在当下社

会工作节奏加速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环境

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减缓自己的生活工作频

率，渴望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寻求闲适休憩之处。于

是，作为支持承载人们各种休憩行为需求的户外休憩

设施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

1 休憩与户外休憩设施

狭义上的户外休憩设施，主要指城市开放空间如

公园、广场、游乐场、街旁绿地等所设置的公共休闲座

椅，广义上它还应包括满足人们休憩状态下各种追求

轻松、闲适行为需求的所有公共设施或景观元素，如

台阶、坡道、栅栏、墙体甚至艺术小品等。休憩存在于

自由时间与所有人的活动行为当中，是一个综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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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看，户外休憩设

施的设计质量高低，决定了人们实现多种私密或公共

日常生活行为及心理需求的程度，并在不同层面上影

响人们对城市场所的认知与意象，因此它不仅是置于

城市外部空间、服务于个体的公共设施产品系统，而

且在城市空间塑造中属于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

需要融入整个城市的设计系统[2]，其设计规划的内容

与思路涉及产品、景观、城市规划、公共艺术等多个领

域，与其他要素共同组织构建了人—社会—自然这个

大系统。

2 系统思维下的户外休憩设施优化设计意义

系统思维代表着“一种整理安排己经获得和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有希望获得的知识的新方式”。它是在

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为了适应人们对复

杂客体的认识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科学

思维方法，它为解决复杂事物的集合提供了一个强大

的理论工具。

与其他任何产品一样，城市户外休憩设施的功能

需在人、产品及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过程中才能得

以实现。随着人—社会—自然系统关系的日益复杂，

传统的坐憩行为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的需求，休

憩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换言之，户外休憩设施

的功能设计重心已不再是解决有形实体之间的冲突，

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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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年相关研

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市户外休憩设施普遍存在包

括缺乏个性、科学性、人文关怀、与环境的协调等问

题，其设计品质亟待优化和提升。户外休憩设施的优

化设计涵盖的内容很广，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系统

协调作用的过程，这种跨领域的渗透交叉要求其优化

设计以系统思维为基础进行展开，即将设计对象按系

统来加以考察研究，运用系统思维从整体上把握设计

问题，具体分析设计内容，优化设计内容的结构和功

能，兼顾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从

而掌握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设计”内涵，拓展其“设计”

概念及应用[4]。可见，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研究户外休

憩设施的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基于系统思维的户外休憩设施优化设计思

路与方法

优化设计并不是一道算术题，也没有唯一正确的

答案，它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产品某个指向性目标或最

大化地实现其综合性价值，因此立足于系统思维的优

化设计，就是把产品系统设计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因素

的层次关系及相互联系等了解清楚，按预定的产品设

计定位，综合整理出设计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值得

强调的是，系统思维下的设计思想与方法的运用在于

指导设计，而非具体的设计技术。优化设计的过程也

并不是总要等发现问题后再去补救，而是在设计之前

就开始，即多专业协作，优化置前，其思路与方法主要

包括系统分析、系统综合和系统优化3个方面。

3.1 系统分析

产品功能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产品内部系统与

外部环境系统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通常其所要涉

及考虑的因素十分复杂[5]，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是产品

设计及其优化的前提与基础。从思维运作的内容看，

系统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结构分析、环境分析、行为

（状态）分析、功能分析以及过程分析等[6]。

首先，就户外休憩设施产品的内部系统而言，要

素分析、结构分析、行为（状态）分析、功能分析均是集

中指向实现人们休憩行为的决定性分析。休憩行为

主要包括坐憩与依靠休憩两大类，其中设施的造型、

结构、材料、颜色、尺度等是满足休憩行为与舒适性程

度的基础要素，而要素的组织结构关系不仅影响到休

憩设施的使用性能、生产与使用的成本高低、维护管

理的便利性等，而且还决定了其在环境中的形象或意

义表达以及是否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等。

其次，户外休憩设施作为公共产品，要求它能为

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强调行为及其使用体验

的普适性，因此系统、完整的休憩行为分析是使户外

休憩设施设计科学合理的前提与依据，它需要以人体

工程学、行为心理学等为基础，采用实地观察、调查、

实验等方法获取设施使用方式和频率等相关信息数

据，解释各类休憩行为如何发生以及发生的状态[7]。

第三，每一个户外休憩设施能否得到高效率的利

用，除自身的设计因素起到作用以外，还与其所在的外

部环境系统有关。户外休憩设施的外部系统分析主要

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及联系方式，

需要从公共艺术、景观环境、城市规划与设计等角度进

行横向系统分析。例如，可以从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不

同角度出发，分析不同场所下人们对户外休憩设施的

数量、布置方式、使用状况等的满意度与喜爱度评价，

对设施所表达的历史文化的评价，与外部生态环境契

合程度的评价分析等。无论是哪个部分的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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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中都强调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以保证用于

分析的数据资料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总而言之，系统

分析的工作越深入具体，越能为后续的系统综合和优

化提供更多有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

3.2 系统综合

在系统思维中，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是不可分的[8]。

通过产品内外系统分析所获取的信息数据往往是错综复

杂的，而任意要素的变化和结构的调整，都可以使设

计方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方案的生产确定就需

要通过整体思维方式，对错综复杂的要素进行整理与

归纳，为系统优化构建一种适宜有序的结构或模型，

为最终确定符合产品设计定位的方案做好准备，这个

过程就是系统综合。

实现城市休憩设施功能的过程，实质上是设施与

不同生活方式及不同生活需求的人之间的动态过程，

不同环境情境以及不同的行为动机会导致对设施的

理解与使用方式的差异化，使得设施的功能与意义复

杂化和多样化。功能指向不同的休憩设施，所指向的

目标应有不同的侧重点或特色，包括实现各种休憩行

为需求、创造多义空间、促进社会交往、灵活应对城市

空间布局、与外部环境共生等。休憩设施灵活应对城

市空间布局见图1[9]。系统综合的主要工作在于以全

面、多层次、多方位的总体规划为基础，确定要素的主

次以及结构的组织关系，整理寻求适宜可行的规划设

计思路、标准、细则甚至技术。

3.3 系统优化

所谓优化，是指采取相应措施使优化对象变得更

优秀的技术与方法。系统优化是追求设计水平的进

一步合理化和进一步提升，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多目

标全局优化的设计方法。它在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

的基础上，以开放科学的设计程序去莠存良，形成最

符合设计定位的新产品，通过构建最佳有序的结构来

控制和组织产品系统下的各要素，实现各个阶段性优

化设计，并最终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可见，

户外休憩设施的优化设计，应依据具体户外场地的特

点与要求优化其要素与结构，强调解决分析中提出的

主要问题并兼顾其他一般需求。通常优化目标主要

指向设施的舒适性、交往性、体验性、美观性以及与外

部环境的协调性等。

首先，功能舒适性优化旨在依据最常见的坐憩

和倚靠行为方式，通过进一步深入优化坐憩设施内

部系统的尺度、结构以及材料等关键支持要素及其

组织关系，提高人们实现坐憩和倚靠两大类休憩行

为的舒适性和满意度。其次，优化交往性的关键在

于依据人的领域性心理机制对休憩设施所在的空间

场所、数量与布置方式进行细致严谨的规划设计。

通常布置于空间凹处、转角、边界、围栏等地理位置

的休憩设施利用率较高[10]，而休憩设施以离心或向心

的布置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使用者产生社交

的可能性。此外，除提高休憩设施本体的设计质量

以外，还应对它们所处的环境状态或设计方式，比如

空间的开合、植物的配置等进行系统优化协调，注意

设施路径与视线的可达性优化，最大程度上满足个

体对外交流的公共性与保留私密独处的需求，支持

包括观看、聆听、冥想等个人休闲行为以及交谈社交

等多元休憩休闲行为的实现。优化设施支持多元化

休憩休闲行为见图2（图片摘自景观前线网）。第三，

户外休憩设施设计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相互影响，

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发展也不断对户外休憩设施设计

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优化设施的体验性必然指向创

造多元化的城市生活体验。事实上，体验性优化几

乎包含了所有休憩设施设计系统元素和阶段性的优

化设计目标。例如，探索设施可能带来的不同的

“坐”的变化与组合方式，突破常规化的休憩设置地

点，改变设施尺度，制造休憩时产生的新视线与新视

点，增加光色与声音等复合动态性感知技术等优化

设计方法都能创造出新鲜的休憩乐趣，促进使用者

与设施之间的互动效应。改变休憩设施常规尺度创

造新视点见图3（图片摘自公共座椅大全网）。最后，

休憩设施与外部环境质量协调融合的阶段性优化目

标，即在设施产品的造型、色彩、材质等关键要素上，

依据整体环境的系统目标，采取协调或对比的策略

制定选择设施设计方案，总体上强调优化处理户外

休憩设施与所处环境场所形象、文化、生态等方面的

对应和协调关系。

图1 休憩设施灵活应对城市空间布局

Fig.1 Th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can flexibly support the city spac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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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设计优化的终极形式是产品全生命周期下的多目

标全局优化，而阶段性优化的简单相加并不等同于产

品的全局优化。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在实现其产品本

体最佳价值的同时，还应追求实现社会综合效益的最

大化，因此户外休憩设施的优化设计研究应将其视为

一个系统来考察，并联系与这个系统有关的外部环境

系统，将其设计纳入到一个大的文化与自然的环境框

架中去思考。这就要求设计师始终站在系统的高度，

思考产品优化的新目标、新形式和新手段，不拘泥于某

一种可能、方向或途径，而是自始至终地保持一种动

态、开放的思维[11]，以动态的观点和方法准确地把握设

计的系统要素，不断地对设计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使

之更加适合人—社会—自然这个大系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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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优化设施支持多元化休憩

休闲行为

Fig.2 Optimization facilities to

support diverse recreation and

leisure behavior

图3 改变休憩设施常规尺度

创造新视点

Fig.3 Change the conventional

scale of th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to create a new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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