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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城市公共空间在大数据时代下的转型变化及社会交往的关系。方法方法 引入大数据和

城市空间创新解决方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空间进行分析再认识。结论结论 挖掘设计的社会化功能

如何整合空间与需求，将其利用成社会交往交流的平台，以人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方式为研究核心，

总结设计驱动社会创新的成功案例和经验策略，让设计干预在社会化的情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城

市的物理情景属性、空间体验、技术革新、跨学科共同协作提出促进弹性城市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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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create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on big data era.Big data and urban space innovative solutions are introduced and to recognize from the

sociology perspective.It explores social function of design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 space and social needs，in order to

become the platform of social interaction. Focus on people and their life style，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design

driven social innovation，creates a greater role for design intervention in social context，combined with urban infrastructure，

spatial experience，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resili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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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已从“物”的建设转向可持续的优化重

组和生活质量层面的思考。政府发布的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中，强调将智慧城市作为提高

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数字城市、

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兴城市

形态的策略相应而生，社会化的设计被看作是支撑社

会变革的路径和方法，将设计与社会创新相联系，是

设计赋予它在社会经济也是可持续社会中新责任的

体现

[1]

。

1 大数据和数字技术改变城市空间认知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是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及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解决城

市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智慧城

市的空间将会是各种要素交汇、大量信息交融、多种

空间交叉的复杂综合体。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侵入，

使城市空间的概念变得模糊。由于信息技术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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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空间要素流动性增强，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信

息交汇节点的空间，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主体活动的

主要场所，使传统的城市居住、工作、休闲等空间趋向

于不断交叉和融合。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使用有利

于在更大范围进行城市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提高社

会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化、智能

化和公平公正的社会服务

[2]

。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

灵活性、创新性、开放性、共享性、社交性等要求也越

来越高。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以“滋养地球，生命的

能源”为主题，目的是寻找为全人类提供有品质的、健

康的、安全的和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保障的可能性。未

来食品超市主题馆，以大数据的信息技术整合展示了

未来超市的可能形式，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们

与食物的互动体验。由意大利Carlo Ratti设计事务所

与著名连锁超市Coop联合设计，7000 m

2

的主题馆坐

落于整个世博会的核心区域，超市内所售的食物与日

常超市购买到的并无区别，当人们挑选时，商品信息

会在数字屏幕上感应显示，可以展示商品的来源、营

养信息、运输汇总的碳排放量，甚至是建议的烹饪方

式等，这一种真实的无缝连接，购物体验有着前所未

有的科技感。未来食品超市室内见图1（图1-2均由

Carlo Ratti设计事务所提供）。

每个产品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现在，这些信息

都是碎片式地到达顾客手中，但在不远的未来就可以

知道一个苹果它是长在哪一颗树上，二氧化碳排放了

多少，怎么成长结果，是如何被送到超市的。 通过一

个无缝的、人性化用户界面系统来改变超市的购物体

验，探讨数据改变人们和饮食、食物的诸多互动，从而

改变传统超市单一货架采摘式的购物方式，大数据和

数字科技让超市转变成每个产品的博物馆，使产品不

仅以静止的状态出现，而且以信息复合的形式给予消

费者更多的附加信息。人们在购买食品时与屏幕上

的附加信息互动见图2。这个项目用大数据试验了不

同模型的互动形式，但这些数据的采集和计算都要求

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才能完美实现。

2 第三空间

弗洛里达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在

"The Great Good Place"中提出了“第三空间”，主张除

了家和工作的场所之外的场所的重要性。他认为这

些“第三空间”是社会活力和平等多元的基础

[3]

。书中

讨论“第三空间”影响着无数行为、习惯和语言，包括

对于主观性、感知方式、理解力和与世界的联系等，是

社会融入的重要方式。这给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带

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

西雅图第三空间书店也是基于“第三空间”理论

应运而生。第三空间书店内景见图 3（图片摘自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网站），其扎根于社区，书店包含

了咖啡厅和餐厅，吸引了不同年龄、兴趣的人们，作为

社区重要的场所举办了校园爵士音乐会、游戏之夜、

缝纫俱乐部、农夫市集、太极课程、外语学习和电脑教

学等社区活动。7500 m

2

的室内空间由于这些社区活

动的介入使一个商业空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随之也

带来了管理和资金的问题，除了日常运营团队外，还

产生了“第三空间之友”非盈利组织来帮助每年1000

多场的活动，他们的基金来源也多样化，如农夫集市

的租金、会员费、慈善筹集、政府社区基金等。这些分

享的拥有权和责任明晰让书店成为了一个城市分享

空间，灵活性地创造了一个有吸引力和可持续的共享

环境。第三空间书店体现了当地的民生，从一家书店

开始，但最终成功在于真正地成为了一个第三空间让

当地人受益。它提供了一个有趣、舒服和安全的地

方，让人们去逗留、消遣、休息、阅读、就餐、聊天和欢

笑娱乐，甚至静观这个世界的变化

[4]

，方便、有品质、有

灵感互动是这个商业模式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商业和

城市社区双赢的最佳尝试。

在全球信息化的影响下，第三空间的内涵与外延

的转型，不难看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

图1 未来食品超市室内

Fig.1 The interior of future food district

图2 人们在购买食品时与屏幕上的附加信息互动

Fig.2 People are interacting with the additional food information

while se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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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息复合性、共享型和空间弹性。另外，第三空间

从单一的实体空间向虚实交融的流动复合型第三空

间转变，成为智慧城市的节点空间。但其中重要一点

是第三空间社会互动型缺失，与场所通过作为主体的

“人”建立一种连接，亦是人对环境进行感知的过程，

更是对人认知空间中历史、经验、情感、记忆等的保护

和回归

[5]

。其营造的方向以主体的行为属性、功能、情

感的需求为导向，满足主体在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和心

理体验的需求，努力构建可以使主体实现定向和认同

的场所。

3 参与性城市主义

参与性城市主义，是基于智能技术大数据及行为

预测的参与式城市设计方法。市民个人可以在前期介

入城市的规划建设，在发展中创建自己的邻里空间，帮

助城市在解决一些特殊的需求时运用这股“分散的力

量”

[6]

，也可以帮助参与城市建设的专业人士认识到人

们真正的需求，与其自上而下地去执行改变，不如集合

当地的资源和知识。参与性城市主义是将开放的、共

享的和求新的或现有的城市技术混合，特别是提供公

民个人参与的渠道，是机会共享和共抒民意的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使公民个人与城市、社区参与变得积极

主动，也可作为城市自我反思的一种途径。

美国纳什维尔的停车/公园日见图4（图片摘自停

车/公园日网站）。停车/公园日项目是一个全球开放

的年度活动，市民、艺术家和积极行动者齐心协力，将

计费停车位变身为临时公园：临时性的公共空间，是

参与性城市主义很好的实践案例。项目始于2005年，

艺术设计工作室Rebar把一个计费停车位改建成一个

旧金山市中心的临时公园。自2005年以后，停车/公

园日逐渐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活动，世界各地不同的

机构与个人根据各自的城市语境创造了一系列临时

公共空间的新形式。停车/公园日的使命是呼吁更多

的城市开放空间，引发关于如何生成和分配公共空

间、如何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讨论。目前为

止，停车/公园日已在世界范围内被改编与合成，用以

针对不同城市背景下的社会问题。同时，项目也在继

续发展，吸纳不再局限于Rebar最早模仿的“绿树—座

椅—草地”公园类型，在最近几年里，参与者创建了免

费的诊所，耕种了临时都市农场，组织了生态保护游

行，举办了政治研讨会，开设了免费的自行车修理店，

甚至还操办了一场婚礼。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最

微不足道的城市领地，即计费停车位中。

这就是开放式模型真正的力量：组织者发现特定

社区的需求和价值取向，通过举办活动让大家关注对

本地居民来说重要的问题。所有这些介入活动，不论

他们的政治观点倒向哪边，都无一例外地支持停车/公

园日的最初设想：挑战现有公共空间的概念，让人们

主动参与到城市的共建中，帮助重新定义空间，以适

应特定的社会需求。停车/公园日有效地让计费停车

位作为公共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得到重视，即一

个可以容纳行为、文化表达、社交和游戏的场所

[7]

。

4 智慧城市和弹性城市的互相作用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居民提升生活品质、社会因素

和技术基础设施，共创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

解决策略

[8]

。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项目（ASC）是链接

公司、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居民的特别项目。ASC是

拥有 100多个合作者和 90多个创新项目的平台组

织。项目包含智慧交通、智慧居住、智慧社区、智慧区

域、智慧经济、开放数据、城市设施等。比如，能量时

代项目通过游戏来帮助城市中的年轻人提高节约能

源的意识和改变不良行为。游戏中一系列的互动场

景将结合真实的能源数据和城市空间场景集合，让真

实世界的行为能反映在虚拟环境中。

现今，弹性又是城市建设策略中较热的词汇。弹

性概念最早起源于生态学，由美国学者Holling提出，

随后不同的学科开始介入研究。目前扩展到生态、技

术、社会和经济的四维视角。如今，弹性城市被定义

图3 第三空间书店内景

Fig.3 The interior of third place
图4 美国纳什维尔的停车/公园日

Fig.4 Parking Day Nashville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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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遭到外来干扰时能迅速恢复，在承受内在变化时

能保持相对稳定。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发展，结合工程

与生态学，或结合社会学与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定义

已经出现，以响应创造新经济增长，社会和环境的变

化，增加其长期可持续性

[9]

。在国外，弹性城市社区的

研究近期成为聚焦方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世

界百强“弹性城市”项目中，提供辅助技术与资源等方

式来打造全球城市弹性和应变能力，使之更好地应对

气候变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研究者Carpenter认为，弹

性是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在压力下变化和适应的能力，

弹性城市的研究扩展到城市社区的服务制度、城市空

间的自适应性和社会参与交往，都是城市保持社会生

态稳定和社会交往互动的程度评估标准

[10]

。

5 结语

21世纪的城市催生出一种新的城市状态：互联互

通，日趋碎片化和持续流动中。数字科技、社交网络

和全球化趋势是城市生活发生巨变的催化剂。在现

代化的都市中，居民的生活同样受到虚拟和现实关系

的影响，居民的自我组织、颠覆性平台共享经济，这使

得整个城市始终处在转型和变化状态中，从而带来不

同的机遇和挑战。城市作为一个紧凑单元的形象已

经一去不复返。21世纪的城市是一种网络，或者说是

来自彼此之间并跨越彼此的各种网络。除了家庭、邻

里和工作单位之外的新的联系方式开始进入城市场

景，城市居民不再仅仅按照同样的族群来进行区分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

智慧城市用数字技术大数据为城市交通、能源、

食物等带来创新解决方案，但是，城市的弹性适应力

是深深扎根于城市的基因、历史、文化以及最重要的

公民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资

源。设计与社会创新相联系，介入搭建社会互动的平

台，是为设计赋予它在社会经济也是可持续社会中新

责任的体现。把城市与空间营造的服务和机制建立

出来，使城市建成环境与社会互动，通过社会交互参

与将个体的经验转变成城市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让社

会参与的主体性体现在智慧城市的实践模式中。重

塑生活空间，倡导对建筑、城市的现状思考及想象，不

再专注于打造全新空间，而是重新演绎现有在“场

所”。数字技术、服务与空间的弹性集合及社区参与

和邻里关系的活力弹性凝聚上，以人在城市的生活状

态和方式为研究核心，总结设计驱动社会创新的成功

案例和经验策略，让设计干预在社会化的情境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在大数据时代下城市空间的物理情景

属性、空间体验、技术革新、跨学科等领域，需要展开

更广泛的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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