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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原则及方向。方法 从公共设施在城市公共休憩空间

中的重要性入手，分析其在人们生活、休闲、交流、休息等方面的功能，同时分析其在现实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及不足，总结未来的设计原则，从生态、科学、人性、审美等视角探讨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

设施设计的方向，再分别深入城市公园公共设施设计、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设计两方面探讨具体的设计

策略，探索功能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尝试找到环境、人的最佳平衡点。结论 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

设施设计关系整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对其中的公共设施设计进行全方位的

设计思考及实践，能够营造出更富活力的城市空间，更好地提升城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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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Urban Public Open Space 

ZHANG Shu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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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dire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urban public open space. Starting 

from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urban public open space, it analyzes the rest in people's life,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aspects of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reality and insufficient, summarizes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such as science, humanity, aesthetics to explore the direc-

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open space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then respectively into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ark design,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two aspects to discuss the specific design strategy, ex-

plore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function and art, trying to find the best of the environment,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ublic open space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throughout the city cultural image, represents a city's mental 

outlook, som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full range of design thinking and practice, to build a more dynamic city space, to 

better enhance urban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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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公共设施是不容忽视的存

在，尤其是在城市户外休憩空间中，公共设施凭借自

身多样化的形式及完善的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已然成为城市的代表性“家具”， 遍布城市的大街小

巷。作为城市中使用分布广且与人群接触频繁的公共

设施，其主要为人们提供生活、休闲、交流、休息等

方面的功能，是一座城市人文关怀的基本“标尺” [1]。

近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

大满足的同时，对城市的公共事业十分热衷，而城市

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更是其中广为关注的重要

方面。无论候车亭、指示牌、路灯，还是垃圾桶、桌

子、坐具，这些公共设施除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外，还

要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观赏价值，以满足人们加强

交流、增进感情的现实需求。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城

市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开始在公共设施的设计过

程中逐渐丰富创意，提升价值，获得了不错的实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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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是，这其中也暴露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

盲目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忽略了当地的实际情

况，对地方的历史与文化底蕴挖掘不够；公共设施的

位置设置不合理，整体使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出全部

作用；公共设施投入使用后，没有专人维护，最终造

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要想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城市

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必须找准方向，明确基

本的设计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加人性化、艺术化

的设计，促进未来城市的和谐发展。 

1  城市公共休憩空间中公共设施的设计原则 

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是一座城市的形

象，关系着城市文明的进程，因此，必须从多方面考

虑，最大化地满足人们的各种户外活动需求，展现城

市的人文特征与形象魅力[2]。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原则。 

1.1  生态化原则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必须考虑其存在空间的生态环境。在城市化

进程中，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但是噪音、

拥挤、污染、疾病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认识到这一

现实后，“绿色设计”口号已然成为了广大设计师的共

识[3]。与此同时，不同的地域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环

境，有的冬夏分明，有的四季如春，设计师在设计时

还要充分考虑周围绿化用植被随时间、季节变化的规

律以及材料的抗寒性、耐腐性等先天因素，将公共设

施设计与城市生态环境相结合，共同打造营造充满活

力的城市形象。 

1.2  科学性原则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顺应城市时代的发展潮

流，促进公共设施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要求设

计师杜绝盲目，抛弃照搬照抄的思想，将设计手段融

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新功能、新要求中，顺应自然、社

会的演变和进化，科学展现时代活力[4]。另外，公共

设施的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其材料、结构、工艺等方面

的安全性，必要时进行处理或者更换，如对局部的人

行道上石材表面进行琢毛处理等，尽量避免对使用者

造成的安全隐患，做到科学、安全。 

1.3  人性化原则 

人性化原则是城市公共设施在规划与设计中的

核心原则。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处处体

现对人的关怀，照顾到人们现实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感

受，从实际出发，解决人们在城市户外生活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这其中包括正常人的需求，也包含伤残人、

老人和儿童等的特殊要求，让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

有户外活动的权利，创造一个平等的公共休憩空间。 

1.4  审美性原则 

城市整体空间规划品质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受城

市公共设施形象的影响，因此，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同

时，必要的美育功能也不可少。目前，很多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逐步开始从单一的形式中走出来，更加注重

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借助形、色、态等要素充

分表达城市的文化、特征与便利，构建起一个综合性

的优美环境，实现了功能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城市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在一座城市的设计中，公共设施是一个专项的设

计门类，其对建设和美化城市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和

深远的意义。具体到城市公共休憩空间范围内，应从

生态、科学、人性、审美等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进行

全方位地设计，创造出新的意境与空间，为人们的生

活、休闲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 

2.1  城市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城市公园是一个城市的休息地，为人民群众提供

了生活娱乐的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的发展，

公园已经和其中的公共设施融为一体，一旦脱离了公

共设施，公园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公园。而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公园的公共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

求[5]。其一，安全。在公园的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

师要充分考虑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果有必须进行修

改和调整，特别要注意对儿童群体的安全考虑，照顾

到他们爱玩爱闹的性格特点，避免尖锐利角出现在公

共设施中，同时照顾他们的身高特点，公共设施材料、

结构、工艺和形态必须足够安全。其二，独特。每一

个城市公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景观、设施同样

要体现一种独特，一种个性化。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

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与公园相关的文

化、地域环境及城市规模等影响因素，设计出与其他

城市或其他公园完全不同的全新的设施形式，展现出

独特的艺术价值。其三，系统。系统性表现在公园公

共设施的各个方面[6]。比如，在公园的公共休息区内

或者公共座椅旁，都会或多或少地设置一些垃圾桶。

垃圾桶太多极易形成浪费，太少又会给人们带来不

便，因此必须做到垃圾桶的数量与座椅的数量相对，

或者与人们的习惯距离相符，充分发挥其存在价值。

又如，健身设施周围的照明设施设计，同样存在一些

不匹配的问题，很多时候会因为缺乏引导性、安全性

和交互性而形同虚设，真正加以利用的少之又少。从

这一角度看，系统性原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其

四，审美。作为公园公共休憩空间的公共设施，必须

在实用的基础上增加审美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

公园的环境更加美观和和谐，因此，设计师必须从视

觉审美入手，对公共设施的形式进行大胆创新，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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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使用过程中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提高参与性，

给他们的精神带来愉悦，从而更加愿意去爱护和珍惜

公园的公共设施。除了以上几点，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还要照顾到不同年龄的受众群体，以及绿色环保等方

面，打造一个文明、美丽的城市公园公共空间。 

2.2  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设计 

近年来，商业步行街逐渐成为城市中一个地域商

业、文化特色的代表，其在各地的城市发展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无论形式与规模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实

现了购物、旅游、休闲、商务、文化和展示等功能的

融合[7]。虽然商业步行街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购物等

功能，但是其中的休息设施却不可或缺，而这也意味

着其形式必须独特，能够最大化地展现自身的价值。

从现实来看，商业步行街的公共设施仍然存在一些与

现实不符的问题。比如，公共配套设施匮乏，无论是

街道桌椅的品质还是基本的数量，都不够合理，存在

设施太少，位置不明显等突出问题；公共设施缺少创

新，更多的是引入或模仿国外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公共

设施，缺少地域特色，千街一面；公共设施忽视情感

因素，没有关注人们在体验时的美感、情感以及由此

产生的激情和想象，无法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8]。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商业步行街公共休憩空间的公

共设施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结合内容、形式和尺

度，进行合理化设计，构建更加人性化、合理化、艺

术化的公共休憩空间。首先，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

人性化设计，是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一种设计理

念。具体到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要综

合考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不同的行为表现，从细

节上体现人性化的关怀。以公共设施的材料选择为

例，木质座椅感触好，外观亲切，加工简便，加之木

质色、纹理、光泽、反射性及节疤等视觉特点，是人

性化设计的不二之选。但是，木质座椅的耐久性差，

鉴于此，设计师也可选择金属、塑料材质，再配合现

代化的制造技艺，同样可以获得理想的设计效果。这

些材料可以灵活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灵活地设计，是

人性化设计的有效载体[9]。其次，科学整体。商业步

行街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的，更大的意义是

一种由建筑物、道路、公共设施等共同组成的综合体，

因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从街道空间的

整体环境出发，实现人、城市、自然的共融，材质、

造型、色彩的有机统一，提升整体感。另外，设计师

还要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心理，根据人们不同的年龄、

性别所形成的不同的休息需求进行科学设计，做到私

密与安全；结合商业步行街的其他设施及周围植物，

妥善配置垃圾桶、路灯、广告牌等，使整体相得益彰、

互不影响。再次，开拓创新。优秀的公共设施绝不是

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对形式的创新。

鉴于每个国家的不同地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色，在

步行街公共设施设计中必须大胆进行创新，充分挖掘

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让这些冰冷的设施充满文化气

息，展示出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质[10]。只有做到了

以上几方面，才能设计出合理的街道家具，营造人性

化、人文化的公共休憩空间，为人们的出行及购物、

休闲提供更加全面的便利。 

3  结语 

公共设施的设计作为城市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最大程度与人接触的特点，因此，在设计

时必须考虑人的生理构造和行为习惯，始终以人的心

理和行为活动为中心，结合生态、科学、人性、审美

等方面的设计原则，进行全方位地整体设计，以使其

存在的价值最大化[11]。这就要求广大设计师必须从整

体出发，结合公共设施自身的公共文化、游憩、生态

等功能，进行全新地设计，突破历史的牢笼，不断融

入新理念、新材料、新形式，让城市休憩空间的公共

设施设计找到与环境、人的最佳平衡点，实现更大意

义上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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