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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系统的设计方向及改进策略。方法 从实际出发，通过对城市社区公

共设施服务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当下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系统中存在的供给、布局和管理维护等方面的不

足，并此为基点，分别探讨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 3 类需要特殊关照的人群自身特点及他们

对社区公共设施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案，力求新颖、完善的社区公共设施能够真正发

挥其自身的价值，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结论 在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应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居住人群，为他们提供户外社交活动和健身活动的机会，在注重休

闲娱乐的同时提升居民的精神愉悦度和认同感，促使他们更依恋和热爱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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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hinking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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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desig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 system 

in urban communities. Starting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the shortcomings of supply, layout and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n the current urban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 are put forwar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on this basis, characteristics of 3 types of people who need spe-

cial attention like the elderly, the children and the disabled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ed for community public fa-

cilities are explored to produce corresponding design ideas and design programs with maximum novelty. Impeccable 

community facilities can really give full play to its own value and provide urban residents with better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community facil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take 

care of the residents at all levels, provide them opportunities for outdoor social activitie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enhance 

the residents' spiritual pleasure and sense of identity while focusing 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making them more at-

tached and passionate to the urb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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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

社区成为了人们较为普遍的公共交流场所，并逐渐表

现出一些自身的鲜明特征。公共设施作为社区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健身、文化、娱乐、

休闲等活动的公共服务形式，无论是社区的健身器

材、娱乐设施、休息设施，还是道路、景观、照明等

设施，都是公共设施的重要内容，肩负着为老年群体、

妇女群体、儿童群体、残疾群体以及外来流动人口群

体等提供服务的使命 [1]。尤其是在社区成员愈加增

多，其要求愈加提高的当下，社区必须建立完善的公

共空间，在提高质的同时，提升总体的量，充分保障

社区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让他们在物质生活得到

满足的基础上，享受社区文化所带来的精神愉悦[2]。

基于此，在对社区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设计师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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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其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有针对性、合理科学地进行设计，让新颖、完善

的社区公共设施真正发挥自身的价值，为社区居民提

供更加周到的服务。 

1  城市社区公共设施服务现状 

一般来讲，社区公共设施的完善与否，通常与所

在城市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地区，社区公

共设施就相对完善，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社区公共设

施也相应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综合来看，目前城市

社区公共设施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设施供给不足 

社区文体活动的开展和健身娱乐的推广，都需要

借助基础的公共设施。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很多社

区的公共设施都存在总量不足的现实问题，无法满足

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3]。于是，部分社区居民为了

得到锻炼，常常利用住宅空地或者公路街道进行体育

和文艺活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必要的安全

隐患和公务破坏，对社区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严重。

与此同时，现有的公共设施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

题，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的健身设施

不是数量过少就是配置滞后，供给不足的现实也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公共设施功能的发挥。 

1.2  布局不够合理 

近年来，一大批设施完善的新社区迅速崛起，其

居民多是城市精英人群，实力与潜力的并存使得这样

的社区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然

而，这样的毕竟是少数，在旧城区或者相对落后的城

市社区中，公共设施不仅利用率低，还存在一定的不

合理因素。比如，垃圾箱有着收集各种不同废弃物的

作用，其在社区乃至更大的公共环境中有着重要的存

在价值，但很多社区的垃圾箱并没有细致的分类，最

多的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无法发挥更加良好的

水平；下水道井盖的设计并不合理，很多都是外露的，

这种情况在一些老旧小区十分突出，不仅不美观，而

且还极易对老年人、小孩和残疾人造成安全隐患，威

胁出行安全。 

1.3  管理维护不到位 

除了基本的公共设施外，还必须有合理的管理维

护措施。从实际来看，管理与维护工作并没有引起更

多的重视，很多社区缺乏公共设施维护人员和奖惩制

度，让区内的公共设施脏乱不堪，甚至屡遭破坏。以

社区的照明灯为例，不是灯罩被严重破坏，就是灯管

被偷或坏掉，即便有的尚存也布满灰尘。凡此种种，

对社区居民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降低了

社区对居民的安全保障。 

2  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系统的设计策略 

鉴于以上提到的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系统存在的

供给、布局、维护等方面的问题，想要获得更加完善

的设计效果，使社区公共设施最大化地发挥效力，设

计师必须进行严谨、细致的全面设计，结合社区居民

的特点，分别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不同的居民

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人性化的公共设施，让他们更

好地参与社区活动，在人际交往和健身运动中获得精

神与身体的双向愉悦。 

2.1  社区老年人的公共设施设计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凸显让老年人的生活状

态再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并成为了当前一个重要的

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专门针对老年人居住环境配套

的公共设施却比较陈旧和缺乏，这与老年人实际的精

神需求并不相符。比如，社区的公共设施并没有统一

的标准，也没有科学的配置，很多健身器材只适用于

青少年；社区的道路指示牌不明显，看到有关的注意

事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出行[4]。从这些

方面来看，在对社区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必须结合

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实际，进行

相应的针对性完善，创造出一条适合老龄化发展的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模式。首先，活动区设施设计。

老年人虽然身体机能有所下降，但是对健身的热情一

直存在，因此在为老年人设计公共设施时，应从老年

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出发，打造适宜老年人的

活动场所[5]。比如，地面防滑设计可以使用绿色环保、

防水防滑的 PVC 弹性地板；健身设施设计要照顾到

老年人的抓握力、力道以及高度差等，选用防滑握杆、

降低高度。除了这些方面，设计师还要进行必要的交

互设计，以老年人的人体工程学要求为出发点，将健

身设施与老年人之间的“人机”关系进一步强化，增强

交互性，让老年人能够在休闲和锻炼中获得健康的身

体和愉悦的精神享受。其次，作息设施设计。鉴于老

年人行动不便这一现实，必要的作息设施有着极为重

要的存在价值[6]。比如，设立廊段、亭等形式的交谈

区，同时完善必要的采光和遮风避雨功能，让老年人

能够更好地进行交谈。另外，阅读区、娱乐区也是作

息设施的重要组成，在设计时要在追求美观的同时提

升安全和舒适性。比如，座椅的数量要充足，并妥善

安置在合理的空间位置，靠背和扶手等细节要做到结

实坚固，扶手的前沿要延伸到座椅的边沿，尤其座椅

要能够实现高低的调节，为老年人带来更加强烈的舒

适度和满意感，必要时还要增加座椅和桌子的数量，

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野餐、打牌、下棋和社交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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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动需求。再次，道路设施设计。老年人大多不能

进行剧烈运动，只有散步较为轻松，能够使其获得身

心愉悦。为了为老年人提供休息的便利，社区公共设

施在楼梯道、行车道等社区道路建设中同样应进行人

性化的合理设计。可以在楼梯道设置一些休息椅，为

老人走楼梯提供方便，可以在社区道路中设置一些等

待区，提高安全性，也可以在道路的沿路两侧设置灯

光照明，尤其在有斜坡、台阶和障碍物的地方，灯光

照明要选择合适的照射角度，颜色宜选择柔和的、明

快的色彩，避免大面积的纯色、冷色和刺目色所带来

的生硬刺激之感。 

2.2  社区儿童的公共设施设计 

儿童与老年人一样，是社区居民中需要被高度关

注的群体。虽然从现实来看，社区是儿童进行户外活

动的第一站，但是社区儿童户外活动设施在配置方面

往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是设施尺寸不符合儿童生

理特点，就是数量和质量不足，即便配备了秋千、滑

梯、翘翘板等基本的儿童公共设施，仍然不能与儿童

及家长的实际需求向适应[7]。想要改变这一现实，必

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身体

特点和喜好出发，设计和配置适合的公共设施，让儿

童能够舒适、安全地进行操作和使用。首先，规范设

施配置的最低标准。在对社区儿童公共设施进行设计

时，设计师应统一儿童公共娱乐设施配置的最低标

准，对配置的规模、配置的设施进行统一，借助一定

的强制性促进社区儿童公共娱乐设施的完善。其次，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8]。儿童公共娱乐设施在区域的选

择上，要优先选择草地和花园之间面积较大的绿化较

好的区域，与此同时，儿童公共娱乐设施还要与其他

休闲区域建立连接，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与交流，在

分散与聚合中获得良好的效果。再次，强化造型和功

能设计。儿童公共娱乐设施设计必须遵循人体工程学

原理，在强调明快鲜艳的色彩和略带夸张的造型的同

时，遵循安全最大化原则，比如在直角和曲度之间要

选择曲度，最大程度地避免因设计导致的意外伤害；

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群体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借助可

以调节高低的游乐器械获得理想的使用尺寸，为儿童

群体提供更加方便和安全的使用体验。 

2.3  社区残疾人的公共设施设计 

残疾人是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类人群，他们虽然

身有残疾，但是却有着与常人相同的现实需求。对残

疾人进行必要的关照，是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公平

的主要体现，是一个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9]。从

整体来看，由于发展较晚，很多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

虽然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也获得了一定的提高，但是

却仍然无法实现理想化的效果，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具体来讲，残疾人公共设施设计应从社区的现

实路况、原有公共设施情况以及残疾人群主要的出行

路线和日常活动内容出发，预测设计公共设施具备的

功能，建设更符合需求的残疾人公共设施。比如，社

区内有两个十字路口且车多人多的地方，要为盲人设

置过马路的声音信号装置；在社区内建立一个微信公

众号，残疾人可借助这样的公众平台，获得一定的帮

助和服务，为出行、购物、健身提供便利 [10]。社区

24 h 图书馆应设立残疾人便捷通道、专用读卡设施及

配置盲文书籍等。另外，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也

要考虑在内，设计师在设计时应采用便于清洗和维护

的材料及造型，为设施的日常清理提供便利，让这些

公共设施真正发挥效力，为残疾人提供更加周到、便

捷的服务，温暖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

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3  结语 

城市社区公共设施所存在的问题是城市社区发

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认同。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必须合理地规划和建设

公共设施，使社区管理实现人性化的总目标，为不同

群体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和完善的服务。这就要求设

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从整体入手，把握好实用、系统、

动态、协调、安全等方面原则，从设施的选址、大小、

高低和功能等多方面进行思考，进一步丰富社区公共

设施的形式、功能并合理扩充数量，让这些公共设施

最大限度地为社区居民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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