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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体验经济背景下商业空间公共设施的体验化设计策略与方法。方法方法 以体验设计和

产品设计理论为基础，从商业空间中公共设施的体验需求出发，采取强调产品—人—环境三者关系的

研究思路来构建设计工具。结论结论 阐述了商业空间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的必要性，明确了商业空间中公

共设施的概念与分类，分析了不同类型公共设施的体验需求，并提出三大策略：明确设施主题化设计，

加强使用者的互动参与，以及体现场景特性设计。从而通过公共设施这一重要道具的设计，营造整个

商业空间舞台的体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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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mmercial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perience economy.With the experience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star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demand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commercial space environment，it adopts the research ideas emphasiz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s，people and environment to build design tools.It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of experienc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mmercial space，defin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analyzes experience ne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trategies：the them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strengthen the

user′s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the scene design of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facilities.Thus the public facility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s creates the experience atmosphere of the entire commercial spac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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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的到来形成了新的消费特征和需求，作

为消费活动空间载体的商业建筑也迎来了体验变革，

其中公共设施成为体验的重要承载物，如何通过公共

设施的设计实现对消费体验行为的影响与引导，从而

创造更好的商业空间品质，必将成为日益关注的问

题。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公共空间和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体验设计两方面，这里试图结合两

者，将体验设计这一“热门工具”应用到商业空间公共

设施研究中去。

1 相关概念阐述

1970 年，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最早

提出了“体验经济”

[1]

这一概念，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

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以创造并向消费者提

供各种具有价值的体验为核心的经济形态

[2]

。体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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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下的消费已超越购买物质商品为主的经济行为，而

以享用劳务和体验等非物质商品为主，更关注商品的

品味、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等符号价值

[3]

。

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

全新设计领域，即体验设计，它的出现是新经济形态

对生产和服务的客观要求，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诉

求的现代设计的必然追求

[4]

，其通过融合各种“体验设

计”方法创造使人们产生愉悦体验的人性化场所空

间。内森·谢卓夫在《体验设计》中指出，体验设计是

将消费者的参与融入设计中，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

产品为道具，环境为布景，使消费者在商业环境中感

受到美好的体验过程

[5]

。

商业空间无疑是体验设计应用最主要的环境。

新兴的体验式商业空间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功

能需求，还要满足人们的精神及审美的高层次需求，

形成全方位、多特点、复合化的生活场所。如果将商

业空间比作“舞台”，公共设施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道

具”，并且包含产品与环境特征于一体，商业空间的体

验性必定需要通过公共设施来表现，因此，以商业空

间中的公共设施为对象进行体验设计研究，从而推动

整个商业空间品质的提升。

2 商业空间公共设施的体验需求分析

现代城市商业空间既是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面

向社会的公共娱乐场所，是城市公共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里借鉴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要素构成体系，结

合商业空间特点，分析不同范畴公共设施的体验需求

类型，商业空间公共设施分类见表1。

《体验经济》的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认为，

体验事实上是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

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他意识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

[6]

。

体验需求分析见图1（图1-2均由笔者绘制），将体验需

求划分为两种维度，一种是按照消费者参与的水平，分

为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横轴左端代表消费者是纯粹

的观众并不直接影响事件的发生，右端代表积极的参与

者，能影响事件进而产生体验。第二种描述了参与者与

环境上的关联性，分为吸引式和浸入式。纵轴上端表示

通过让人了解体验的方式来吸引注意力，下端是使消费

者浸入到切实的经历中。这两种维度的组合将体验分

成4类，即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逃避现实体验和审美体

验，最丰富的体验包含4个领域的 "Sweet Spot"体验

[6]

。

这里根据这4个不同体验的特征，得出商业空间中不同

类型公共设施所属的体验需求类别。

娱乐体验是通过感官被动吸引式体验活动时产

生愉快的经历和快乐的感受，主要体现在休息娱乐类

设施，关注设施的安全度、舒适度和其与空间内其他

物品的和谐度，在设计中添加趣味、感性、快乐、简洁

元素能够更好地体验娱乐功能。

教育体验主要是个人主动参与的吸引式体验，体

现在信息服务类和服务供给类设施中。合理的设施

设计和配置是实现教育体验的重要前提，应满足人们

交流互动需求，营造开放的学习环境。例如商业空间

中的信息导向查询系统类设施，其设计与布置应具有

清晰、容易操作、有趣等特性。

逃避现实体验是浸入式的体验，主要体现在交通

管理设施与休息娱乐类设施中，使用者犹如“演员”一

般完全沉浸在自己主动参与的世界里。在商业空间

中，过道、楼梯、自动扶梯等具有较长进深的空间交通

设施，由于其强烈空间感可以形成具有主题性的环境，

例如“时光隧道”、“空中花园”等。休息娱乐类设施中

各种游戏设施通常进行整体设计打造成“童话世界”，

形成一种逃避现实压力，回到年少快乐、自由的状态。

审美体验是一种被动参与浸入式的体验，主要体

现在装饰类设施中，美学的视觉刺激，唤起一定程度

表1 商业空间公共设施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commercial space

交通管理类

信息服务类

休息娱乐类

服务供给类

美观装饰类

商业空间公共设施分类

主要包括电梯、楼梯、地铁入口、停车出入口与设

施等

广告牌、标识牌、导游图栏，电子闻讯、信息查询

装置等

可动式座椅、固定式座椅、饮水设施、儿童游戏设

施等

照明、消防设备、垃圾桶、卫生间，公用电话亭、无

障碍设施等

装饰雕塑、装饰照明、花坛、喷泉、水池、花架、绿

化等

图1 体验需求分析

Fig.1 Experience need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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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愉悦心情。当功能一样时，使用者会更喜欢那个具

有审美吸引力的设施

[7]

。现代商业空间中通常用装饰

类设施创造消费者的审美体验，雕塑、装置、绘画作

品、绿化、水池等设施应更具创新性与艺术感。

3 商业空间公共设施体验设计策略

通过公共设施体验需求的类型分析，发现人、设

施与环境是产生多种体验的三大设计组成要素。其

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都是体验的主体，设施是

激发人产生体验的直接对象，环境是人和设施的载

体，因此，这里以“人”为体验设计核心，围绕产品—人

—环境三者关系，提出对应的设施主题化设计—使用

者的互动参与—场景特性设计三大设计策略，从而达

到营造“体验”舞台，愉快使用“产品”道具，产生美好

“演出”记忆的效果。体验设计策略见图2。

3.1 明确设施主题化设计

《体验经济》中指出，拉开体验大幕的首要任务就

是将体验主题化。在营造体验时，经营者要做的最重

要的一步就是构思一个恰如其分的主题

[5]

。主题化设

计对满足逃避现实和审美的浸入式体验需求具有重

要作用，是体验设计的指导纲领，由此而进行的一切

活动和设施设计必须围绕主题进行

[8]

，具体操作包含

主题选择和主题表达。

1）主题的选择。主题选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设施在主题选择上要与整个场所的主题相契

合，并考虑具体设施所处微观环境主题；第二，主题需要

遵循增强吸引力的基本原则，寻求差异化，有诱惑力的

主题必须区别于日常所见，比如对于渴望自然生态的城

市人群设计海洋、热带雨林、沙漠等充满地域特征的主

题；第三，主题根据适用人群的特征不同，人文、地理、社

会环境的积极与消极因素等不同而具有多样性和可变

性，既能引起公众共鸣同时又满足个性化要求。

2）主题的表达。主题表达主要通过以下手段。第

一，通过设施的感性物质要素来表达，包括形态、色彩、

结构等手段，设计风格的整体性以及设施所在空间的

所有因素必须与主题相吻合，例如位于上海迪士尼旗

舰店，各种卡通元素成为商业空间的体验主题，所有的

设施都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巨型米奇造型的花坛，各种

卡通造型雕塑、导向系统等。迪士尼商店主题化公共

设施见图3。第二，主题表达必须强调感官的刺激体

验，而这种感官刺激又引发内心的触动，强化情感体

验，例如日本千叶花园漫步购物中心，各种花朵等景观

装饰设施同时加上音乐、诗歌咏颂的融入，以及芬芳的

花香，给人以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感受。

3.2 加强使用者的互动参与设计

传统商业空间中的公共设施通常表现为被动参

与的吸引式体验，而缺乏主动参与的浸入式体验。主

动深入的参与，使设计的附加功能得以实现，在动手

过程中创造体验，建立人与设施的共鸣，增加设施的

亲和力，因此，加强人的互动参与是检验商业空间公

共设施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尺。

具体操作时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或者角色扮演的

方式观察消费者在商业空间中的使用行为特征，挖掘

潜藏的使用动机，推测未来设施的使用方式。目前商

业空间中加强互动参与公共设施设计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种情况。

第一，DIY模块化公共设施。此类设施在设计时

形成模块化的产品基础构件，供使用者按自己需要组

合。例如商业空间中的儿童娱乐设施，专门摆放部分

模块供孩子们团结协作一起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

拼装，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第二，依托智能科技的交互体验设施。主要体现在

商业空间中依靠技术进步带来具体交互体验变革的信

息服务类公共设施。如创建易操作的信息化终端设备，

丰富有趣的交互界面，更加有效地引导用户采取正确的

交互行为，用户能自如地操控设施获取信息，享受体验。

图2 体验设计策略

Fig.2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y

图3 迪士尼商店主题化公共设施

Fig.3 Disney theme of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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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体现场景特性设计

体验设计区别于传统产品设计概念的关键就在

于“场所制造”。“场所”是包含了地点和物质特征的三

维空间。当人进入场所中发生活动，具有时间节点

后，场所即转变为场所情景，简称场景。场景与体验

的产生密切相关，由场景与用户的经验、情感、记忆等

触碰产生体验火花，从而引发主体的共鸣和反思

[9]

。

场景能营造更好的商业主题，并提供互动、模拟的体

验环境，因此，场景特性设计是达到完美体验的主要

手段，是体验设计的重要特征。

具体设计时是以创建场景为目标，利用设施来组

织和诱发人们的活动，创造新的场景故事，引导消费者

从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产生感悟

[10]

。设计时要做到

产品、空间、时间三位一体。一方面可以通过设施的合

理组织与布置，调整空间尺度与规模，同时可以加入特

定设计元素以反映地域风格来加强空间特性；另一方

面可以添加反映传统、现在或者未来的时间感特征的

设计元素，可利用公共设施的可变性来表现纪念日、节

日以及四季交替变化等特殊时间的场景。如上海K11

购物中心主入口露天顶棚下“鸟、蝴蝶”盘旋其中，正立

面大屏幕营造出不同的季节背景，旁边的垂直绿化使

这一场景更加立体，玻璃装置犹如巨大的生物匍匐其

中，耳边回荡的鸟叫、风声、水声共同营造了一个完美4D

森林情景。K11公共设施打造的中庭场景见图4。

综上，主题化设计、互动参与设计与场景设计三

大策略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使商业空间公共设施有

针对性地满足使用者的多种体验需求。

4 结语

这里运用体验设计这一方法对商业空间中的公

共设施进行研究，详细分析了商业空间中不同类型公

共设施的体验需求，以此作为目标依据提出明确主题

化设计、加强使用者的互动参与以及所处环境的场景

特性设计三大设计策略，强调设计过程中公共设施与

人和场景环境的关系，突破传统公共设施只注重设施

本身设计的传统方法，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界做了理论

补充，也为其他空间类型公共设施以及未来体验式商

业空间的创造激发更多的设计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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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K11公共设施打造的中庭场景

Fig.4 Public facilities of atrium scene in 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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