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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innova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city.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it analyzes the innovationpath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sing case method, it studies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nov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city at home and abroad; it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novation under the trend of intelligent city. Und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mart city,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nov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service, fine management, intensive management, interaction and 

experience design, which can achieve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ity intelligence, city 

serviceand cit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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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0 年中国互联网进入 5G 时代[1]，即将进

入智慧城市发展的高峰期，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创新

改变。这场深度的技术变革如何引领城市公共设施创

新，这构成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探

索城市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管理层面的智能化、多

元化、信息化的创新路径。目前，已有学者从安全导

向[2]、信息共享服务[3]、生态设计[4]、地域文化[5]、居

民公共服务需求等方向，研究了城市公共设施发展的

具体内容和方法，但城市公共设施的智能化建设仍处

于初级阶段，设施的建设水平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服

务需求。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改变城市公共设施固有

的“城市家具”范式，创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方法、技

术手段与设计理念，实现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化、人性

化、多元化、信息化、个性化定制式的创新发展。 

1  智慧城市的概述 

数字信息技术的兴起为城市服务智能化提供了

无限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空间，2008 年，IBM 充分把

握“智能化、感知化、互联化”的科技大势，提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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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的理念，即“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以智能化、数字化、集约

化的方式管理城市运行，让城市里的各个功能结构能

够彼此协调运作，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与更

优质的生活环境”，智慧城市由此萌芽，成为新型城

市的发展趋势[6]。2014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

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内各个地区开始

全面发展智慧城市[7]。在此背景下，城市公共设施的

创新一定具有智能化城市趋势的时代特征。 

2  城市公共设施创新面对的问题 

2.1  设计理念与智慧城市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公共设施大多都围绕“城市家

具”的设计范式，注重形态、功能的设计。在智慧城

市的背景下，人们在出行、工作、生活、资讯、娱乐

等方面很难与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分离开来，

信息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传统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理念已经与智慧城市发展要求

不相适应。 

2.2  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服务需进一步完善 

人性化设计是探究不同群体的行为、思维、习俗、

信仰等多种需求，使设计带来便利、安全、舒适、全

面的人性化服务。目前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服务在功

能精细化、便捷化、安全可靠、功能多样化、信息精

准化、创新独特化、环境协调化、生产低碳化等方面

需进一步完善。例如，城市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城市

交通智能疏导与管理设计等。 

2.3  智能化的体验与交互设计水平较低 

随着智慧城市的到来，目前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

智能化水平出现了滞后的现象，但是，人们在智慧城

市的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智能化要求越来

越高，在享用城市公共设施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前提

下，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体验与交互不断提出新的要

求，需要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充分思

考智能时代的要求，不断增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交

互与体验感，使其融入未来城市的智能体系。例如目

前国内城市艺术装置设计形式固化，体验乏味，对比

智能城市装置艺术交互的、多变的体验相去甚远。 

3  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对城市公共设施创新

的影响与引导 

3.1  智慧城市趋势下城市公共设施理念的演化 

城市公共设施被定义为“城市家具”的理念，在城

市发展的历史中，改善了城市环境，满足人们生活的

需要，完善了城市功能，但是，随着智慧城市的快速

发展，人们的生活理念、服务需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理念需要不断的满足人们的新

要求，设计理念正在不断的演化，城市设施的定义由

原有的“城市家具”演化为包括服务设施、交通设施、

通讯设施、休闲设施、运动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卫

生设施、安全设施以及文化艺术装置等设施的城市公

共环境元素[8]。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理念由原来的功

能与形态相结合的理念，演化为服务、交互、体验、

智能、审美、功能多元化相结合的设计理念。这种理

念的转变对城市公共设施创新完善，发展城市公共环

境，实现城市环境的绿色生态、智能管理、系统的信

息服务形成巨大的创新推动。这种理念的改变使城市

公共设施的设计创新，在形态与功能创新的基础上，

更多地思考服务智能化、功能多元化、管理集约化的

系统创新。增强公共设施与市民之间的交互体验，强

调绿色设计和低碳设计[9]。使城市公共设施创新会不

断地满足公众出行、工作、生活、资讯、娱乐等各方

面的新需要，不断地优化城市功能、更新城市形象、

改变城市生活、完善城市管理。 

3.2  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对城市公共设施服务创新的

引导 

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服务方式的转变，引

导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是为了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需求，智慧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城市公共设

施服务新理念，应从功能单一化服务、视觉审美化服

务，转变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人性化服务、多元化

功能服务、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等。 

1）在智能化信息化服务与人性化服务方面。 例

如 2017 年在上海亮相的无人便利店 Moby Store，该

便利店利用了云计算、GNSS、GIS、全息影像、射频

识别等技术，用户只需在手机 APP 上发出指令，Moby 

Store 就会自动“行走”到用户附近，通过手机指令进

入便利店，全息虚拟影像助理为用户解疑，最后付款

扫描商品的条形码，实现了城市购物的人性化服务，

通过人机交互增强了用户的购物服务体验。这种智慧

城市下的服务模式对传统的零售业形成了巨大的挑

战，使城市生活更加便利和具有趣味性。 

2）在多元化功能服务方面。例如 tranSIT 城市智

能步行系统，它巧妙地将休憩、导视和街道照明等功

能相结合，使 tranSIT 同时拥有导视功能、照明功能、

休憩功能等。座椅给人以短暂的休息之处，同时为了

在当地社区鼓励步行，导视系统上提供了步行值得去

的目的地信息、附近的公交线路，还可通过二维码扫

描访问当地地图和进一步所需的信息。LED 集成路灯

设计，为夜间步行的人提供安全，并提供街头 WiFi

微基站和手机临时充电站的功能，给人带来方便、舒

适和安全的体验，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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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智能步行系统 tranSIT 
Fig.1 Urban intelligent walking system tranSIT 

3）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方面。城市公共设施的

个性化定制式服务是一种高水平的服务，是按照一个

城市的文化、历史、特色以及市民的需求，提供的一

种为城市“量身打造”的服务，使市民得到与众不同的

体验。例如 2015 年广州国际灯光节上展出的大型定

制式光动雕塑艺术装置《远航》，整个作品由 32700

片银色 PVC 薄片，群化组合形成 12 个层叠错落的单

体造型，运用空中动态影像展示的方式，将画面悬浮

在半空中成像，装置以海水的蓝色为基调，采用数字

媒体技术，利用灯光将装置的造型与船帆、海浪等画

面重合，展现广州独特的商港历史文化背景，见图 2。

这种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对构建城市

文化、体现城市氛围、打造城市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图 2  广州大型定制式光动雕塑作品《远航》 
Fig.2 Guangzhou large-scale custom-made light  

sculpture "Voyage" 

4）在服务与体验相结合方面。例如迪拜智能公

交站，它提供了 18 种为不同人群而设计的不同服务。

如游客指南、本地通话、智能机器人 APP、手机充值

充电及维修、残疾人休息区、儿童速食茶点、女性化

妆区、医疗用品、个人卫生用品等，为不同的人群提

供综合的服务体验。 

3.3  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对城市公共设施管理创新的

引导 

在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下，城市公共设施管理创新

是智能化、精细化、集约化管理的综合创新。城市公

共设施管理智能化是指将现代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系统与智

能化产品应用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中，达到智能化管

理系统与城市公共设施的有机结合。例如，智慧城

市发展趋势下的城市交通设施智能管理系统，利用

大数据、物联网、GIS、数据通讯传输、电子传感、

计算机智能控制等技术，对城市交通设施系统中的

交通信息设施、交通管理设施、公共交通设施、车

辆控制设施等子系统，进行高度集成的系统化智能

管理，对城市交通进行智能化交通控制、可视化交

通管理、系统化交通疏导，增强市民的出行体验[10]。

在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精细化集约化方面，利用 GPS

全球定位、RFID 射频识别等技术，对城市公共设施

进行智能管理与智能巡检，使公共设施中的各个功

能结构精确、高效、低耗、协作和持续运行，实现

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的精细化与集约化[11]。 

3.4  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对城市公共设施交互与体验

设计创新的引导 

产品的交互与体验是智慧城市趋势下，城市公共

设施创新价值提升的重要手段，交互与体验过程是公

共设施的智能化、信息化、可视化、形象化、功能化

的综合体验过程。交互与体验设计往往是用户参与其

中的活动，没有用户参与交互与体验设计会偏离用户

的需求，创新会变得异想天开或成为设计者的一厢情

愿。在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交互体验方面，目前已经

有了很多案例，例如 NIKE 公司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建造了一处智能化的 LED 屏跑道，该跑道应用了超

精准的射频识别技术追踪跑步者的运动，在 NIKE 的

跑鞋上，有可以和 LED 屏连接的传感器，当跑步者

在跑完第一圈时，传感器会将跑步者的运动信息上传

到 LED 屏上，并形成虚拟影像。当跑步者跑第二圈

的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跑第一圈时跑步者的运动影

像，这样一来，跑步者就如同和自己在比赛。设计师

还在程序中加入了国家田径运动记录保持者的虚拟

人物设置，跑步者可通过手机 APP 选择与自己赛跑

的人物，实现了城市公共设施与用户之间的交互体

验，增加了运动的乐趣和公共设施的娱乐性，使跑步

运动的行为变成了健身加娱乐的行为，见图 3。 

 

图 3  NIKE 智能 LED 射频识别技术跑道 
Fig.3 NIKE intelligent LE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ru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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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智慧城市趋势下的城市公共设施创

新模型 

城市公共设施创新体现在设计创新、管理创新与

服务创新 3 个方面，在创新信息循环反馈的过程中，

设计创新、管理创新与服务创新，构成了城市公共设

施创新的整体。设计创新促进服务创新，服务创新影

响管理创新；管理创新推动设计创新，同时管理创新

提供服务创新，服务创新要求设计创新，设计创新引

领管理创新，共同构成城市公共设施创新的闭环模

型，见图 4。 

 

图 4  城市公共设施创新模型 
Fig.4 The model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novative 

在智慧城市趋势下，城市公共设施服务转变为智

能化信息化服务、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功能服务、个

性化定制式服务的创新服务，见图 5。城市公共设施

管理结合现代智能技术、信息技术，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管

理的智能化、精细化与集约化，见图 6。城市公共设施的设

计创新体现在交互与体验设计创新，在充分利用物联网、数

据通讯传输、电子传感、全息影像等信息技术，实现

交互与体验的智能化、信息化、可视化、便利化与互

动化，见图 7。 

 

图 5  智慧城市趋势下的服务结构模型 
Fig.5 The service structure model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city  

 

图 6  智慧城市趋势下的管理结构模型 
Fig.6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model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city  

 

图 7  智慧城市趋势下的交互与体验设计结构模型 
Fig.7 The interaction and experience design structural model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city  

智慧城市发展趋势的城市公共设施创新的整体

模型，体现在城市信息智能循环反馈系统下，设计的交互

与体验创新，服务的智能化、人性化、功能多元化、

个性定制化创新，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与集约化创新，

见图 8。 

 

图 8  智慧城市趋势下的城市公共设施创新模型 
Fig.8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novativemodel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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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下，城市公共设施的创新

一定是科技、网络、数字技术与功能、形式相结合创

新，一定是设计、服务与管理的系统创新。在城市信

息智能循环反馈系统下，构建城市公共设施服务的智能化、

信息化、人性化、多元化、个性化，构建城市公共设

施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集约化，创新城市公共设

施的交互与体验，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的智能化、信息

化、可视化、便利化、互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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