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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城市步行街的大量兴建，商业步行街的公共设施设计中所隐藏的诸多问题与不足逐渐

暴露，探究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人文化设计原则及方式，使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户外活动的需要。方

法 从以人为本、整体协调的基本设计原则出发，结合环境景观设施、休息设施的具体设计实践，探讨

人文化设计在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中的具体应用。结论 以人文化设计理念为前提，综合各种手段对步

行街的整体环境和设施进行协调设计，能够实现人与空间及环境之间的有效融合，在提升整体形象的同

时，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商业步行街的公共设施设计需要满足人们在购物过程中的

各种心理、生理及精神需求，体现城市的文明精神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促进商业步行街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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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Cultur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 

GUO Xin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61174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edestrian streets, many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hidden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s are gradually exposed.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human cultur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s outdoor activities.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eople-oriented design principles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design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and rest faciliti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hu-
man culture design in public facilities of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s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design idea of human 
culture, to coordinate the design of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on the pedestrian street by all means can achiev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an and space and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a wider range of choices for people's daily ac-
tivities, while improving the overall image.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 should not only 
meet all kinds of people's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s in the shopping process, but also reflect the civilized 
spirit of the city and the way of life of the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pedes-
trian street. 
KEY WORDS: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 human culture design; public facilities 

公共设施是景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来

满足人们户外活动的需要。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公共

设施有利于整体空间氛围的营造，是展现城市整体形

象的关键所在[1]。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步行街这一

商业模式逐渐成为了各个城市的商业新模式，满足着

人们休闲、娱乐、购物等需求。从这点出发，商业步

行街中的座椅、花坛、休息亭、景观照明等公共设施

设计成为了整体设计中的重点，肩负着提高步行街空

间质量、为人们提供良好空间的重要使命。然而，随

着城市步行街的大量兴建，隐藏的诸多问题与不足逐

渐暴露出来[2]。比如，公共设施的样式相对比较单一，

缺乏趣味性和文化性，在数量方面也较少，无法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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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充足的休息空间。即便部分商业步行街的公共

设施在样式和数量上都有了一定改善，也常常存在片

面现象，不是过分追求装饰效、功能性、缺乏群众参

与，就是过分追求规模、一味模仿他人，无法给人们

带来新鲜、趣味的购物体验。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

的根源在于缺乏人文性，设计之初并没有坚持“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因此，在对步行街的公共设施进

行设计时，设计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对愉快购物

体验的追求，让公共设施真正成为商业世界发展的新

势力。 

1  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人文化设计原则 

1.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文化设计的核心。在商业街

公共设施的设计中，设计师要时刻将人的因素放在首

位，兼顾老人、儿童、残疾人等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

做到功能性、舒适性、安全性的统一，从细节上体现

人性化的关怀。首先，功能性原则[3]。商业步行街除

了满足人们的购物需求外，还要为人们的休憩和放松

提供空间和设施，让人们在完成商业消费的同时，还

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公益活动、展览展示、文艺表演、

节日祝福、旅游观光、民俗文化、运动健身等相关活

动，增强空间的宜人性，打造集娱乐、休闲、交往、

观赏于一体的公共场所，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4]。

其次，舒适性原则。良好的舒适性能够给穿行其中的

人以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适感，提升商业步行街的活

力。为了实现这样的设计效果，设计师在对商业步行

街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必须从人的行为需求和心

理需求出发，合理配置相关设施，进一步提供更多的

驻留界面和适宜的空间尺度，让人们在购物时能够形

成合理的人流密度，避免因过大的商业空间面积而产

生隔阂感。最后，安全性原则。有了合理的功能设置

和舒适的体验，商业步行街的公共设施设计还要具备

安全性，给过往的行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比如，

处理好机动车及外围交通间的矛盾、保证良好的空间

视线等，让整个商业街的公共设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的作用，为人们的休闲娱乐服务。 

1.2  整体协调 

商业步行街不是孤立的个体，是由各个设施所组

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在对其中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

时，要尽量避免公共设施与街道环境不统一、不协调，

做到审美、绿色、多元等方面的协调统一，让所有的

设施都能给人带来一种和谐的感觉[5]。首先，审美性

原则。为了让人们在步行街获得更加舒适的享受，延

长人们的逗留时间，无论是地面铺装、街道照明、街

头小品还是布置绿地，都要在便捷性和舒适性的基础 

上增添几分情趣和设计感，必要时还要赋予一定的文

化性，让这些设施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步行环境氛

围，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成为人们热衷休闲散心的

主要场所。其次，绿色性原则。在商业步行街的公共

设施设计中，以绿色为原则，强化大自然特点，能够

有效激发人类的好奇心与对生活的热爱。比如，降低

对原有树木的砍伐，同时依据自然走势实现自然风貌

和商业空间的有效融合，调节整体的环境，让人们从

中感受到大自然般的舒适与惬意[6]。最后，多元化原

则。商业街的存在并不只针对某一类人，不管是年轻

人、老年人还是残疾人，他们都有购物的权利，因此，

整个商业步行街除了集购物、娱乐、饮食等多方面于

一身，还要照顾到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丰富

步行街的功能，使其获得更广泛的人群，帮助他们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满足相关需求。  

2  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人文化设计实践 

2.1  商业步行街环境景观设施的人文化设计 

人文化的设计理念注重可持续发展。虽然近几年

城市商业步行街层出不穷，但是想要获得可持续发

展，城市商业步行街在公共设施上必须从人的需要出

发，遵循一定的原则，体现人本精神与生态设计，在

讲究实用性的同时，强调文化性与协调性，将人本精

神、生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环境景观设施作

为其中的代表，同样需要遵循以上原则，实现人文化

设计[7]。首先，讲究基础建设的实用性。当前，很多

商业步行街都被设计师设计得很精美，但这种美常常

过于片面追求艺术化，在无形中降低了步行街本身的

实用性，偏离了本身的创建的目，而这与人文化的建

设原则并不相符，因此，在对步行街环境景观设施进

行人文化设计时，设计师在注重审美性的同时还要以

实用性为基础，以接地气且全面化的设计为人们的出

行、休闲服务。比如，地面形式应尽量减少高差的变

化，如果遇到不得不进行高差变化的设计时，要利于

颜色的变化使其便于察觉。在地面铺装方面，要根据

当地的气候差异选择不同的材料，从基础做起，体现

人文化的设计理念。其次，科学处理步行与车行之间

的对立问题。商业步行街在设立之初并不允许车辆穿

行，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尤其步行

街的商家希望增加车辆的通行，以增添营业额，因此，

在景观环境设施的人性化设计中，设计师要从商业步

行街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合理规划车辆的通行时间和

数量，使环境与车辆和谐存在。这样，既合理规划了

车辆的通行，促进了商业步行街的自身发展，又为消

费者及商户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提升了

商业步行街的知名度。再次，增强设施的文化特征。

纵观我国商业步行街的设计，会发现很多步行街之间

不是相互抄袭、同质化现象严重，就是现代气息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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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文化内涵。想要改善这一现象，提升人文价值，

设计师在设计时必须结合本地材料、宗教信仰、文化

特质、历史典故、著名人物等因素进行设计构思，让

商业步行街的环境景观设施富有地域性文化特质[8]。

一方面，利用材质体现文化韵味。在商业步行街中，

环境景观公共设施不仅要发挥素材固有的美，还要与

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上适宜结合

不同的材料所呈现的不同质感，或者对某一种材料进

行加工，赋予其不同的质感，对环境景观设施进行搭

配组合，增强人文性。另一方面，强化传统文化的熏

陶。以步行街中的雕塑小品设计为例，在设计时宜选

择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典故进行艺术加工，尽量保留

传统的比例关系和符号尺度等，让人们一看到便能产

生对历史建筑及传统文化的回忆，在观景的过程中与

历史对话，接受文化的洗礼。 

2.2  商业步行街休息设施的人文化设计 

在商业步行街中，与人们接触最多的便是休息设

施。为了给人们创造富有人性化的休息设施，让他们

在休闲购物的同时获得舒适的休息和享受，设计师在

设计时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考虑人的生

理构造和行为习惯，进行通用性、独特性、舒适性的

人文化设计。从目前来看，休息设施的形式多种多样，

材质也较为广泛，从圆形、方形到大小高矮，抑或是

木材、石材，各有特点。多样化的造型和材质在一定

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使用体验，只是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9]。比如，不同的人群对休息设施的要

求不一样，双人与多人、大人与小孩，这些都是必须

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人文化设计时，

先要从尺度入手，对设施的长度、高度等方面进行合

理配置，最大化地满足人们不同年龄段、性别、时间

段的休息需求。首先，儿童休息设施设计。儿童群体

思想不成熟，身体发育不完善，同时对外界充满好奇，

喜欢尝试略带危险性的行动。然而，在步行街的休息

设施中，真正针对儿童的较少，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从这一点出发，设计师应根据儿童的身高和心理

特点，多设置一些符合儿童身高要求且具有一定安全

性的休息和娱乐设施。其次，老年人休息设施设计。

老年人特殊的年龄与生理特征决定了他们较少去商

业步行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为他们设立休息设

施。从现实看，老年人同样有休闲娱乐的需求，相比

购物，他们更加乐意在商业步行街散步，作为锻炼的

一种方式。从这一点出发，商业步行街休息设施的设

计与安置必须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增设供老人

休息的设施，让人性化设计惠及的范围更加全面。再

次，残疾人休息设施设计。除了儿童与老年人，残疾

人群同样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面对自身的缺

陷，他们渴望得到与正常人一样的平等对待[10]，因此，

在商业步行街中必要的无障碍设施是体现人性化的

主要方面。比如，无障碍通道的设立、可移动座椅的

放置等，这些基础设施都能让残疾人士获得心灵上的

安慰，满足他们特殊、强烈的内心需求。 

3  结语 

商业步行街作为人们购物、娱乐、休闲的新去处，

逐渐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新亮点。在城市建设中，商业

步行街的人文化设计能够在提升整体形象的同时，为

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其中，公共设

施系统的建设尤为重要，其不仅需要满足人们基本的

使用需求，还体现了城市的文明精神和居民的生活方

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设施的设计师必须

对此引起重视，以人为本，选择合适的内容、形式和

尺度，进一步协调整体，使其与周围环境相融合，与

人们的现实需求相迎合，创造出具有人性化、人文化

的街道空间，提高人们对商业步行街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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