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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小户型住宅空间中家具的设计方法。通过家具设计达到对室内空间合理的组织和

有效的利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不同空间风格特征的需求。方法方法 站在小户型住宅室内空间系统

的角度，从室内空间的整体性，家具功能复合性的原则入手，将小户型家具设计落实到家具结构、功能

和风格3个方面，探究小户型家具的设计方法。结论结论 将小户型住宅中的家具设计与室内空间中的其

他要素整合起来考虑，使小户型住宅空间中的家具在室内空间中具有空间利用高效、功能复合、组合

灵活多变并兼顾多重风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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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rniture Design of Small-size House from the View of Syste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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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 Study the design method of furniture in the space of small-size house. Through the furniture design，
achieve the reasonable organization of indoor space，effectively use it and reflect the demand of style characteristic in differ⁃
ent space to a certain extent. Method On the view of indoor space system of small-size house，start from the principle of en⁃
tirety characteristic of space design and the composite characteristic of furniture function，implement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small-size house form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s，functions and styles，and then explore its designing method.Conclusion
Through the study，consider the entirety of furniture design and other factors of indoor space in small-size house，make the
furniture in the space of small-size house have the features of high effective space utilization，composite function，flexible
combination and multipl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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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房价的飞速上涨，特别是北、上、广这些超级

大城市。各种类型的小户型，甚至是迷你户型住宅，

越来越受到到年轻人和工薪阶层顾客的欢迎。2006

年 5 月中国出台了“十五条细则”政策中提出了著名

的“90/70”政策[1]。住宅建筑设计逐渐向小户型住宅方

向发展。但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既要满足包括起

居、会客、就餐、储存、学习等各类空间基本功能需求，

还能按照业主喜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顾客对不同空

间的风格喜好的需求并非易事。一般来说在住宅空

间中，家具大约会占到整个室内面积的57%左右，这

对有限的小户型空间而言，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

家具设计的成功与否，对整个小户型住宅空间的利用

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相较于较大面积的住宅，小

户型住宅空间内的家具，除了承载本身具备的各项功

能外，对空间区域划分、有效利用和格调都有着极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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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户型住宅空间的定义及内涵

目前在中国建筑术语中对小户型住宅空间还没

有一个严格规范的定义。但业内人士普遍默认其特

征为：建筑面积在50㎡以内的紧凑型住宅空间，其中

小于 30㎡的为迷你户型。一般90㎡以下被称为小户

型[2]，而超过90㎡则不再属于小户型住宅定义范围。

但这样的定义显然太过于单薄。那么小户型住

宅的定义除了有关居住空间整体面积，还应该涉及到

居室的数量才更为完整。如：单居室面积在30㎡至50㎡，

或者面积在50㎡至70㎡的二居室，以及70㎡至90㎡的

三居室等[3]。因此“ 小户型”是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应

该延伸到在相同居室功能条件下，相较大面积空间而

言，空间更紧凑、面积数更小的住宅户型。

2 小户型住宅家具设计需求分析

因为所适用的空间尺度与常规家具不同，所以小

户型住宅空间中的家具设计需求也与常规家具有着

很大的区别。

2.1 家具结构

由于空间狭小，为了使小户型住宅的室内空间得

到充分的利用，对于空间的划分、围合和限定在设计

上需要尽可能利用一些基础性家具代替实体隔断。

让家具与顶面、墙体相结合参与空间规划。根据空间

实际形态，充分利用家具把室内空间划分出会客、就

餐、储存、学习等各个功能空间[4]。

另外，又因为不同的室内空间尺度的不同，这类替

代实体隔断功能的基础性家具就需要具备可以自由增

减、自由组合的可变性的特征，以便与各种空间尺寸相

适应。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住宅中的每一寸空间[5]。

为了达到对小户型空间中空间利用的最大化，以

往这类家具都是靠私人化定制设计。产品的安全、环

保、质量、售后服务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小户

型家具中的这类基础性家具需要通过一定的设计方

法，使之能够自由变化，满足不同室内空间形态的需

求，同时利于社会批量化生产推广。

2.2 家具功能

因为使用面积的限制，所以小户型住宅空间里的

家具功能也不能如常规家具往往只具备单一的功

能。设计师需要通过设计整合家具功能，以减少单元

空间内所需的家具件数，提高小户型住宅中的空间利

用率[6]。以解决小户型空间中，过多家具与有限的住宅

套内面积间的矛盾[7]。

2.3 外观风格

家具的外观形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室内空间的格

调。在外观风格方面，由于受到空间尺度限制，一般

来说，针对小户型空间的家具在设计风格上多为简约

化现代设计，家具风格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广大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常规化的成品家具在风格和尺度

两方面很难同时满足小户型空间[8]。例如时下较为流

行的欧式风格的大件家具放一件就足以使小户型住

宅空间拥挤不堪。

那么在小户型家具外观设计上，为了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应该设计出一些带有典型风格和符号

化特征的家具。使小户型住宅空间风格也能够多元

化、系列化。通过使用一些设计手法，使得家具在视

觉上既保留了典型的风格化特征，又显得轻盈简约，

兼顾风格和尺度，使之适宜于小户型空间的需求。

3 系统化的小户型住宅家具设计

因为小户型住宅空间狭小，占到室内一半以上空

间份额的室内家具，对室内空间的有效利用和空间风

格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不同于常规家具设计，

针对小户型住宅的家具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家具与

室内环境的协调性，需要将室内家具和小户型住宅空

间看成一个系统，设计上不能再单一考虑家具本身。

3.1 整体性的设计原则

从整个室内空间系统的角度，将家具作为室内空

间系统中的一份子进行考虑。一方面在家具的功能

需求方面，家具设计通过家具和室内墙体的相连，使

之既是家具又是室内空间的一部分，从而减少空间浪

费实现室内空间高效利用的目的。

慕尼黑工业大学及东京工业大学共同设计完成

的微型住宅，空间被压缩在一个2.6 ㎡的立方体中。

一层空间中有可以容纳4~5个人的起居室，二层设有

双人床，还有浴室、晾衣间和厨房。内有可折叠的餐

桌，可翻起的双人床，可升降的工作台。单一家具承

担了多重复合功能，空间利用率大大增加，见图1。

另一方面在家具外观造型上，家具风格应与整

体室内空间格调相统一，风格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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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化设计的实现

3.2.1 结构模块化

要想设计出具有可变性，能适用于不同空间形

态，与建筑空间能够融为一体的小户型家具，家具结

构上采用模块化设计是较为科学的实现方式。

单体的模块是一个设计单元，将模块与模块连接

便可以组成为一个系统，模块具有可重复的使用性以

及完整接口[9]。而模块化设计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研究产品的构成形式，达到最合理的设计目标的方

式。按照功能分类整合，形成功能模块，便可以针对

不同的空间结构形式进行模块间的组合安装。同时，

又因为单元模块之间需要用特定的连接部件，以不同

的方式固定组合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模块以及连接模

块的接口部件都需要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的

设计[10]，见图2。

3.2.2 功能复合化

整合小户型住宅内的空间和家具功能，使多空

间、多功能合一，无疑是优化利用小户型空间的必然

方式。

万科25 ㎡的MI公寓，家具和墙体相连接，将起居

室、办公室、卧室，3个功能区合为一体。工作、生活、

聚会各项需求均能被满足。装饰墙内隐藏着可以折

叠起来的双人床，带滑轮可移动的办公桌，随时可以

变为的餐桌。茶几里的弹出式抽屉，都是极佳的收纳

空间。通过设计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见图3。

3.2.3 风格多元化

在家具外观设计方面，目前市售的小户型家具多

为简洁现代型，风格种类较为单一。未来小户型家具

设计需要考虑到大众对于家具风格更为多元化需求

的问题，实现家具与多种室内空间风格达到整体一致

性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那些承担划分空间任务的基础性组

合家具，在大量采用现代、简约具有可变性的几何体

造型外，还可以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室内设计装饰风

格中提取典型元素，附加其上，从家具外部的色彩、表

面材料或细节符号（如家具的拉手，线脚等部分）进行

重组，对相应的典型风格加以体现。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风格典型性的单体家具，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适应化调整。首先，为了减少

占用空间，在保证使用合理性的基础上，适度缩小家

具尺寸。其次可以简化家具外形，去掉过度装饰化的

家具部件。最后通过选择透明、轻盈的材质和较为明

快的色彩以减轻家具的厚重感，打破传统的色彩组合

也能带来更为年轻化的空间体验。如图4中的中式圈

椅摈弃了常规的木质材料，使用透明亚克力材质，并

采用传统中式风格中常见的色彩搭配：青花瓷中的蓝

白，传统织布纹样中的红绿，水墨画中的黑白等，既保

留了家具中的中式意蕴也带来更为轻盈和简洁的视

觉效果，更加适合小户型空间的空间需求。

4 结语

由于小户型住宅在空间尺度上的局限性，需要设

计师从整体上考虑空间里的各个要素。在此基础上

对小户型家具设计进行系统性研究，探索更为灵活多

变的家具组合模式，以满足小户型空间中不同尺寸、

形态和风格的需要。

系统化视角下的家具设计，是站在室内空间系统

的角度，整体考虑小户型住宅空间内家具的功能、形

图1 微型住宅

Fig.1 Micro-Compact home

图2 隈研吾设计的模块化家具

Fig.2 Modular furniture designed by Kengo Kuma

图3 万科MI公寓

Fig.3 Wanke MI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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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可变性的设计方法。在此模式下，一方面将家

具作为空间设计中的主体，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方式，

让家具结构做到可变、家具功能复合，从而达到高效

利用空间的目的。另一方面将家具设计与空间内整

体风格统一协调起来。针对室内空间中各种典型风

格需求，对家具进行二次创新设计，从尺度、外形、材

料等方面加以调整，让更多风格类型的家具可以适用

于小户型空间。

系统化视角下的小户型家具设计方法，兼顾了小

户型家具在功能、形式和空间适应性等各方面问题，

为小户型家具市场专业化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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