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39 卷  第 12 期 

128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年 6 月 

                            

收稿日期：2018-03-01 

基金项目：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培育基金重点项目（SK17ZD0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14YS047） 

作者简介：李文嘉（1982—），女，山东人，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家具设计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新媒体视角下智慧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构建研究 

李文嘉，李紫薇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摘要：目的 在新媒体发展的视角下，对智慧城市建设中公共设施的设计构建进行理念上的分析与研究，

深入探讨和总结其设计特征。方法 以加入了新媒体元素的智慧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案例为具体研究载

体，从案例设计的用户体验、视觉表现、文化输出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分析其设计内涵的转变。结论 

对公共设施设计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从交互性、智能性、通识性和文化审美性 4 个方面，提

出了智慧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以期为智慧城市中公共设施设计的升级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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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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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smart 

c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and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its design features.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de-

sign strategies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terms of user experience, visual performance, cultural outpu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c. based on the public facilities of smart city with new media elements. B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t propo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of smart city from interactivity, intelli-

gence, comprehensiveness and aesthetics, in order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upgrading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smar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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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信息传播

方式的变革也会给城市中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新的

效应和感受。在新媒体环境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

规划更加注重强调人性化理念引导的公共设施设计

与建设。在城市中，公共设施主要涵盖公共信息设施、

公共卫生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绿化设施等满足

人们公共需求和公共空间选择的设施，在城市空间塑

造中属于城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传统的公共

设施设计主要以满足居民出行基本需求为出发点，新

媒体视角下智慧城市的发展对公共设施的设计提出

了更高要求。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应用，城市中公

共设施与使用者产生了新的更为紧密的互动型关系。

通过对城市中公共设施的设计理念的进一步时代化

剖析，找到了在信息共享、管理便捷、生态和谐等全

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多元化升级方向。 

1  新媒体环境与智慧城市概念特征 

21 世纪是传播发展的崭新阶段，依赖于互联网

技术下的数字化媒体成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新媒体”这一词的产生，不仅是传统媒体与

新时期媒体的分界线，而且也是城市文明的又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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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信息流通的生动性、立体性、灵活性等性质被淋

漓尽致地挖掘，城市建设者更加注重强调人性化理念

引导的信息传播与设施建设。 

智慧城市以智能协同、高科技信息化作为运行方

式的新型城市形态。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云

计算以及社交网络等工具与方法，是城市发展新时代

升级与城市承载综合力的全面提升的重要战略。继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103

个城市作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后，智慧城市掀起

了全国范围的建设高潮，信息服务平台的创立为创新

设计提供了发展契机，信息传播、信息感知、信息协

同为智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衍生与发展提供了载

体，设计创新成为响应城市智能发展形态的重要主

题，对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有着重

要的意义。 

2  新媒体背景下公共设施设计的内涵转变

与表现 

基于媒体环境与信息技术革新视角，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在对数字技术与物联网的结合过程中，对

城市的各项参与指标进行全方位改造并升级服务系

统，无论是可持续交互的人性化体验，还是城市视

觉形象的有效传达，都给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带来崭

新的用户体验。在新媒体元素的参与下，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的内涵有了多样化的升级与发展，主要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 

2.1  便捷交互的人性化体验 

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智慧城市中的人与人、人

与物、人与服务、人与场景、人与公共设施的连接与

互动得到了充分的融合与实现，公共设施可以为居民

提供随时需要获取的数据和信息。在公共系统的设计

中嵌入传感技术，增强民众的参与度，高效模块化的

人性化体验充分体现了智慧城市舒适安全的升级目

标与社会凝聚。无线台北（WIFLY）计划以城市公共

设施作为介质，搭建了与城市信息系统传递流通的平

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 大的以生活数字化为目标的

无线网络智能城市。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技术基础

上，人与设施的关系得到加强，城市的服务内涵也被

全面诠释。 

2.2  城市视觉形象的有效传达 

公共设施设计强调的不仅仅是实用性，以参与和

互动为目的的审美觉醒是智慧城市在满足基本信息

汲取时的目标转变。智慧城市本身具有视觉特色，通

过公共设施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传递出社会共识与视

觉焦点，通过各系统的作用与配合构建一个空间有

序、特色鲜明的城市印象[2]。设计注重多重意义上视

觉与精神的渗入，将符合大众审美的视觉习惯演变成

公众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注重服务功能的公共设施，

新媒体环境下设计更加强调公共设施设计中的信息

可视化与图像化，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元素都可以转

变为可识别的视觉符号，使城市的形象通过视觉形式

被传递和感知。新科技元素的运用可以展现城市的视

觉设计特点，表现城市特征，从而更好地传达智慧城

市的旨意[3]。 

2.3  城市文化的合理输出 

依据所处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城市规模，

公共设施的设计是展现出城市的个性与文化底蕴的

载体。在满足城市居民便捷的出行需求的同时，智

慧城市重在挖掘城市的公共共识，传递城市的秩序

理念[4]。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

景观与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意象的可视

化、城市行为的可物化、城市形态的可意化融入城市

公共设施设计，进而体现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公共设

施可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城市中公共设施与城市居

民在新媒体的介入下产生了新的互动和协同，生活和

观念上的转变展现着城市文化的内涵，丰富着城市文

化的表达与印象感知。 

2.4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的可持续理念是新媒体背景下的高阶

段发展目标，绿色低碳设计已经成为未来城市生活中

的主导方向。在贯彻绿色设计的原则下，城市的公共

设施在材料选择和设施结构设计上，都必须与坚持以

人为本的核心相吻合，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保

证生态环境的平衡，追求社会经济的繁荣[5]。在许多

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大自然中的太阳能、水能

等清洁资源，被充分利用以达到提升服务功能和促进

生态可持续的双重目的。同时，对资源的管理和运用

进行智能化处理也被日益重视。设计师利用新技术对

资源进行搜集与整合，不仅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

同时也增强了公共设施的公益与环保价值。智慧城市

是城市发展的表现形式，城市建设者需要充分利用新

媒体新科技的手段保证信息的即时传递，用户需求的

智能处理，公共设施人性化的管理与服务的提升[6]。

在新媒体元素的作用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化与智慧

城市的高度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3  新媒体视角下的公共设施设计构建特征 

引领智慧城市理念，紧随工业 4.0 步伐，公共设

施的设计呈现出多样化的改变，满足着城市居民的各

项需求。放眼全球，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设计在满足

优化基本服务的基础上，运用新科技增加了信息交

互、环境监控等形式多样的服务功能，全方位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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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公共设施的用户体验。结合新媒体元素的参与，智

慧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表现出以下特征，见图 1。 

 

图 1  智慧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理念与原则模型 
Fig.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smart city 

3.1  公共设施设计的人机交互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交互的范畴已经不仅仅限于传

统的人与人，还包括人与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

动。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人与公共设施的交互关系

被列在首要位置。在设计中打破以往的局限与束缚，

站在人的角度，给公共设施的行动主体以选择与机会

来接受信息，公共设施设计立足于体验性、虚拟性、

社会性、互动性的交互方式与原则，实现“信息传递

—反馈—行动”的动态干预与发展模式。强烈的交互

性在公共设施上表现为行动体通过介质的链接与信

息流的传递，在互联的情境下对信息进行多样化解读

与翻译，丰富信息的内容，增强信息的可读性以及交

互过程中的视觉、触觉等互动反馈。目前，许多城市

的公共设施以人对信息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加入触

摸技术以及信息共享技术等来实现与人的互动和行

为联动。在这种紧密的联系与交流中，用户的使用体

验与反馈成为重点，公共设施的设计也更注重人文理

解的元素[7]。公共设施设计要通过对新媒体交互特征

的解读和渗透，从情感和认知维度扩展到行为层面，

注重将多样化需求与新媒体渠道的连接和沟通，把握

人机交互设计的核心，加强对公共设施的易用性和合

理性原则的深入探索，构建支撑公共设施设计中的行

为主体、信息、环境、社会的交流互动。 

杭州街头的全自动无人售卖式智能报刊亭，见图

2，落足于城市居民的用户体验，在数字化背景下实

现了人与电子屏幕全方位的信息交互。报刊亭的格口

里放了报纸和杂志，通过点击电子屏即可买到想要的

书刊，付款支持微信、支付宝、投币等多种方式，大

型的 LED 触摸屏集成了 WIFI 热点、手机充值、水电

缴费等便民服务，通过便捷的操作系统提高了使用者

的生活质量与效率，公益活动、旅游讯息、政府信息 

 

 

图 2  杭州全自动无人售卖式智能报刊亭 
Fig.2 Automatic smart seller in Hangzhou 

的发布等功能也逐渐开放，关于城市生活的问题可以

及时得到反馈，体现了公共设施设计强烈的交互理念

与人文关怀。在新媒体背景下要时刻关注和表达信息

数据的交互体验，将公共设施作为城市交互界面的联

系载体重新思考，拓展公共设施设计的思维方式与设

计维度。 

3.2  公共设施设计的信息智能性 

"Cyberspace"是后信息时代城市的数字化存在媒

介，智慧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该时代新媒

体 为显著的特点，即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不同于传

统媒介，受众可以在数字化媒介上快速便捷地搜索各

类信息。特别是移动新媒体的出现，在加速信息流通

的同时，也给受众的信息选择方式带来了崭新的体

验。公共设施设计要抓住媒介发展潮流，立足于行动

主体的生活方式、出行习惯、环境适应程度等要素，

结合城市信息系统框架下的信息流，通过实时数据的

传输与控制反馈，对人的信息实时性、丰富性、针对

性等多层次的需求提供保障。在数字化媒体的产生与

发展影响下，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表现出传递速度的即

时性与全面性。通过设计构建公共设施使用者对信息

的需求和使用观，赋予人与城市空间和环境关系的互

动新意义。公共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中即时性和信息多

样性特征的融入，居民不仅仅可以快速地体验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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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物质性改变，更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感知城市各方面讯息，同时又能给予相应的反馈。 

在新媒体参与的设计下，公共设施具有了可以捕

捉与追踪城市中的多方面信息与文化的功能。芝加哥

的 Array of things 路灯在设计时内置了传感器，见图

3，这样可以实时监测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光强、

音量、热量、湿度、风力，并通过监测手机信号来计

算周围的人流量。公众可以通过网站随时免费获取关

于城市环境的信息，政府机构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全

面地控制与保护城市的环境质量。路灯中传感器元素

的设计可以使城市居民感受到智慧城市中多元化的

信息展示，气温、气压、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和光照

水平这些平常并不被人在意的数据融入到生活中来，

智能的信息化系统已经深刻地将人与城市连接起来。

设计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在公共设施的设

计中融入大数据的收集和发布，通过信息的共享来满

足人对碎片化信息的需求。设计紧紧围绕智慧化方

向，高效率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人的出行体验、生活

质量和工作效率。 

 

图 3  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路灯 
Fig.3 Array of things of street lamp in Chicago  

3.3  公共设施设计的通识性与可视化 

新媒体环境的背景下，公共设施设计对年龄层和

需求层也有了全面考虑与转变[8]。新科技的发展给各

个年龄层对信息的不同需求带来满足，信息分类与表

达也愈来愈完整和全面。社会文化的共同领域逐渐开

放，各个年龄层和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需求认识得

到区分，人们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选取接受自己需

要的信息类型和信息内容。而在城市的公共设施设计

上，为了使不同用户获得良好体验，结合形式与功能

的扁平化设计理念，以信息传递本质的符号图形元素

为载体，提高信息传达的精准度。设计的通识性被列

为重点，而数据的可视化则是满足不同需求的重要途

径之一。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设计的可视化导视系统，见

图 4，意在建立一个以建筑为灵感的独特的视觉系统。

这个寻路系统不同于以往规矩的导航路标，不规则形 

 

 

图 4  华沙哥白尼可视化导视系统 
Fig.4 Warsaw Copernicus visualization guide system 

状标志在信息模块、符号和图表中重复出现，整体设

计运用系统的、有特色的视觉符号元素，表现出对象

之间存在形象、逻辑或维度关系上的联系，在排版的

设计上重复图标的形状和节奏，以确保进一步的一致

性。为了视觉的更好体验，颜色的使用度也在识别系

统设计中作出调整。整套导航系统设计根据人获取信

息的目的导向、文化审美、视觉舒适度等实际需求，

以直观可感的符号要素为载体，满足不同人群的认知

能力[9]。在这个充满新意的可视化系统的导航下，人

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有趣的图标找到路线。通识性与

可视化原则在设计中愈发重要，居民也在感受着公共

设施功能的升级与改进[10]。 

3.4  公共设施设计的文化审美性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受众随时随地接受信息带

来便利，受众的选择和分化给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带来

新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气息充斥人们精神生活的时

代，个性与重新定义加速了信息碎片化的频率，人们

的审美需求与精神高度差异日趋拉大，信息渗入受众

脑海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在文化艺术审美层面上，

公共设施将具体的体现地域精神和城市形象的元素

进行逻辑推理与抽象解构并运用到具体设计中，以艺

术个性化手法提升城市空间辨识度。在设计中强调文

化特性不仅在于其地方地理特性，更在于区域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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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与价值秩序。新媒体时代公共设施的设计要以文

化愿望作为出发点，对时代性、文脉差异、科技要素

保持敏感。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要用符号替代具象，

内涵代替形式，紧抓潮流脉搏，考虑时间因素与空间

位置，打破传统的浅度造型层面的理解，挖掘公共设

施设计背后的不可见的文化哲学形态。设计尽可能满

足多层次受众的需求，做到偶然与必然的平衡，一般

与特殊的融合，既符合新媒体环境下大众多样化追求

个性的目标，又利用 新科技与艺术思维紧跟时代前

沿，构建独立的价值标准与多元涵义。 

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中心区域的 vallero 广场

上，有着一系列巨型花朵的公共艺术设施，见图 5。

花朵装置的下方是供人休憩的长椅，并且当人或车辆

经过花朵下方时，花蕊处的传感器便会受到感应从而

使花朵绽开。设计将设施提供的休憩功能与视觉审美

融为一体，给公共设施植入贴近自然的元素，在心理

上消解了该地域的干旱缺水，体现了对地域的地理与

文化反思，激活该地区的城市空间环境。花朵的开合

与光亮变化象征着人与城市设施的互动，这种现场参

与行为增强了居民对公共设施的亲近性与接触性，在

使用中对城市的公共环境与文化审美进行着解读和

思考。公共设施的视觉设计实现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

化、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地域结合。 

 

 

图 5  耶路撒冷花朵装置 
Fig.5 Flower device in Jerusalem  

4  结语 

媒介与科技的发展给城市升级带来的无疑是多

彩的服务理念和崭新的设计思路。随着社会与人类关

系的被重视，公共设施的设计内涵与表现特征也越来

越丰富和多元化[11]。在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设施的设

计需要充分关注用户体验，强调视觉审美，关注文化

的导向性和识别性特征，体现智慧城市中对人性关怀

的重视程度。 

在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城市更加注重从新媒

体的视角下审视智慧城市的文化理念与未来走向，借

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强大驱动力，旨在增强公共设施的可持续化

设计，丰富居民的用户体验，实现城市智能化、自动

化、人性化的服务目标[12]。基于新媒体视角，在智慧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构建中，城市政府与规划领导者

应更加关注城市行为的动态化识别，充分吸收借鉴各

国城市升级的优势与精华，依据公共设施转变升级的

特征，找到符合城市进步的可行性路径，展现城市文

化底蕴，建立人与城市的沟通桥梁，从而推动智慧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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