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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休憩空间对公共设施设计的要求与原则。方法 从公共休憩空间公共设施的基

本含义入手，分系统性、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等几方面探讨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中科学性包

括标准化、地域化和人性化。然后结合可持续、地域文化、社会交往与人性化等方面深入分析城市公共休

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其中循环再利用思想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思想；地域文化包括自然因素、人文

因素和民俗因素；社会交往要求具有功能性、审美性和创造性；人性化强调安全、舒适与共享。结论 公

共设施是城市公共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建设与改造，在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增

加附加价值，能够给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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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Urban Public Rest Space 

WANG Shu-j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requir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urban public rest space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

ties. Starting with the basic meaning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public rest spac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were discussed from systems, scientificity, artistry, interesting. Scientificity includes standardization, regionali-

zation and humanization. Combined with of sustainablity, regional culture,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zation,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rest space are analyzed further. Recycling idea is a ki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Regional culture includes natural factors, Humanistic factors and folk factors. Social communica-

tion requires functionality, aesthetics and creativity. Humanization emphasizes safety, comfort and sharing. Public facili-

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public environment,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n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based on basic func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facil-

ities desig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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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是城市家具的一种，是与城市发展紧密

相关、与工业产品和环境发展相互融合的公共物品或设

备，主要分布于商业步行街、公园、医院、广场、学校、

绿道等公共场所，是能供人们休憩、娱乐、交流情感、

强身健体的场所[1]。从功能上划分，小区、公园及广场

健身设备多是健身类公共设施；公园座椅、健身器材等

多是休息娱乐类公共设施；绿道、BRT 快速公交系统、

停车场等属于交通出行类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的各种

指示查询系统是主要用于查询的公共设施；小区及道路

两侧的公共设施主要是为人们提供照明，这些公共设施

有着多样化的作用，其所营造的那种温馨、亲切的生活

空间，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服务，满足了人们

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需求，同时改善了人际关系，给

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愉悦的体验，有利于他们从内

心自然地产生一种城市的认同感。随着城市功能的不

断深化，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在品种和数量

上逐渐增多，更因其独特的功能特点遍布城市的大街

小巷[2]。然而，在迅速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设施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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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开发、管理等方面都暴露出了一些的问题。

例如，不够显眼的指示标牌导致人们找不到位置或四

处探索新路；垃圾桶摆放的位置与大流量人群真正需

要放置的位置存在偏差；部分存在质量问题的公共设

施增加了安全隐患，同时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无形加

重了其受损程度，这使得公共设施在设计和引导使用

方面无法达到人们的需求目的。从这一层面上看，了

解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把

握设计重点，进一步改善我们身边的设施环境，是提

高整个城市设计价值的重要方向。 

1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 

对于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而言，其所研究的是人、

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设计活动，需要结合人的不

同行为、目的和需求，赋予设计对象一种语言，实现

人、机与环境的系统化[3]。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必须具备系统性、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的

特征，同时注意成本控制和设施的后期保护的原则。首

先，系统性。城市公共设施是一个系统，一个协调的整

体，其设计虽然是单个产品的形式，但是必须符合系统

性原则。通过系统的设计将整个城市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既可以烘托出该城市的色彩特征及风格特征，又可

以充分显示出市政管理的内在水平和质量。其次，科学

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主要包含标准化、地域化和人性

化 3 方面内容。标准化指借助前人设计经验，积累较为

准确的设计标准，从而在设计上少走一些弯路；地域化

指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甚至不同的文化特征，

都会使公共设施设计出现差异，设计时必须明确公共设

施的功能，以确定公共设施类型；人性化指对各种公共

场所中人的活动形态进行调查，尤其是特定人群的考虑

必须全面[4]。再次，艺术性。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

设施与城市整体空间的规划品质密切相关，因此设计时

必须充分调动造型、色彩、材料、工艺、装饰、图案

等审美因素，进行艺术化的创意和想象，构建优美的

城市环境。最后，趣味性。造型大方、简洁或充满乐

趣的公共设施使用方式会给人们快乐感，减轻人们的

心理压力，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2  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分析 

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可以发现，公共

设施设计的思路是多元化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其并

不局限于某一种固有的模式与观念，因此，在对城市

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我们不能固步

自封，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与创新，

以全面的视角丰富公共设施的功能，实现价值的增

值。这里主要选取了可持续、地域文化、社会交往与

人性化视角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2.1  循环再利用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循环再利用的设计思想实质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思想。其要求设计师在设计的开发阶段就要对产品的

性能进行有依据的评估，结合不同的方案所能够带给

使用者的便利和不足，充分考虑环境、材料、工艺、

造型、使用环境、使用者心理等各种因素，以产品的

环境资源属性与使用周期性为核心，对设计的外观、

易用性进行充分的改进与优化，以实现使用群体和使

用周期的最大化[5]。之所以提倡循环再利用，是因为

生活中大量产生而又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废旧材料，

会形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极

大的压力和负担。事实上，很多废旧材料是可以被循

环再利用的，尤其那些对环境无害的废弃建造材料更

是高效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的有效措施。比如，生活中

日光灯管，一旦坏掉，就会被人们随意扔掉。如果形成

汞污染，还会通过皮肤、呼吸或者食物进入到人体，从

而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6]。有部分公共设施设

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废旧荧光灯的美学价值，

对大量的废旧荧光灯进行回收再利用，将其灯管应用

于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中，简洁的艺术语言，

却有着抽象的艺术思考和摄人心魄的视觉魅力。 

2.2  基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一个城市的价值很多时候是通过文化体现的，而

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城市的公共设施来反映，

因此，在对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

时，必须以传递城市文化信息为根本，充分考虑地域

文化元素[7]。首先，自然因素。任何一个城市的建设

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具备的布局、功能结构和

面貌，是历史与环境共同造就的产物，因此，在进行

地域性设计时，设计师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

自然资源，如南方要遮阳、防雨；北方要保暖、防风

等。其次，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又称人文环境。在城

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

结合社会人文环境，由此出发进行继承中有创新的设

计，改变固有的生活环境，营造安乐、舒适的生存条

件。再次，人文因素。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体现着

不同地域的文化，这对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

设计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比如，在我国较为发达的

城市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其所适用

的设施更多的是注重使用功能；在一些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一些县级城市，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发达

城市那种高压节奏的压迫，他们不仅对使用功能有所

要求，而且更看重其是否具备精神功能[8]。最后，民

俗因素。一个地域特有的习俗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反

映了该地域人们的共同心理感情。在地域性设施设计

中，设计师还要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出发，结合民风民

俗进行个性化设计，以获得使用者的情感共鸣。 



第 39 卷  第 6 期 王淑娟：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探讨 247 

 

2.3  社会交往需求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社会的进步与城市的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

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这种变化也在无形中改变了

人的层次需求。他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更加渴

望与他人进行交流、与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以

获得更多的关爱与理解。从这一层面看，社会交往需

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其可以帮助人们收获对方的理念

或思维方式，从而有所感悟和收获，也可以以他人为

镜子来认识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因此，将这一理念

融入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中十分必要。

首先，注重功能性。实用性是户外公共环境下的公共

设施的基础属性，也是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9]。

其主要包括舒适性、安全性、卫生健康等，只有实现

了这些价值，才能给人们带来良好的休憩空间，让他

们在使用过程中体验到舒适与美好。其次，提倡绿色

性。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绿色设计总是不变的原则，

设计师不仅要尽量降低能源材料消耗、减少排放有害

物质，而且还要将这一理念贯穿全程，实现加工、使

用、废弃、回收以及再利用的良性循环。再次，具备审

美性。人们总是对美的事物有着永恒的追求。在城市公

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要从视觉心理、

风格、整体性、材质设置、比列与尺度等细节入手，科

学设计出充满生活情趣的公共设施环境，让人们愿意逗

留和使用。最后，凸显创造性。创造性既鼓励对之前没

有的进行发明创造，又提倡对现有的设计进行改良。设

计师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结合周遭环境与使用者的

实际需求，努力实现公共设施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

共融，以此引发人们更多的情感共鸣。 

2.4  人性化视角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人性化原则强调安全、舒适与共享，其要求设计
师在设计时尽量选择那些合适的材料、结构和工艺，
避免给人们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伤害，强调始终以人们
对公共环境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可使公共设施喧宾夺
主，尽量避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不便。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一点是，公共设施设计必须从多方面考虑，照
顾不同的人群的不同要求[10]。比如，在公共休憩空间
的公共设施设计中强化无障碍设计，对其材料、结构
进行相应的改善和调整，为广大残疾人、老年人、妇
女儿童提供行动方便和安全环境的空间，在细节之处
体现人性关怀，创造一个平等参与的公共环境。如此，
不仅为弱势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活动问题上提供了
重要思路，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有
利于促进我国未来城市的发展。 

3  结语 

城市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作为弘扬城市文化的一

部分，在城市设计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规划设计得当，不仅可以突出城市特殊的历史文

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

而且还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产生对所在城市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因此，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

尊重基本的设计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可持续、

地域、交往、人性等诸方面需求，挖掘新的文化特征，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符号的结合，使公共设施体现

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实现最大意义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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