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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商业街区公共设施的设计新思路及其在各类型商业街区的具体应用。方法 首先，

从商业街区在城市景观建设中的重要性入手，对其中的公共设施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认定。接着深入商业

街区公共设施的功能特点，分析其在实用性、空间性和装饰性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然后，以此为依据，

总结商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中的以人为本、注重文化、强调整体等基本原则。最后，分别选取旅游商业

街区、体验式商业街区中的公共设施设计进行探究，分析其中的个性化应用，探索全新的设计路径。结

论 商业街区是体现城市个性风貌的重要载体，将各种有效、新奇的设计思想及方法作用其中，可以营

造多元化、现代化、人性化的商业街区形象，为今后的商业街区改造更新和公共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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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s for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ommercial Blocks 

CHEN Yuan-yua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hanxi, Jinzhong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a new idea of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urban commercial blocks and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various types of commercial blocks. From the importance of commercial bloc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ts role in public facilities was determined.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commercial blocks were explored to analyze its practicability, unique function of space and decoration, etc. And then on 
this basis, basic principles for public facility design in commercial blocks such as people-orient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ure, and emphasizing the overall aspects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public facilities of tourism commercial blocks and 
experiential commercial blocks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ir design, the personalized applications, and explore the de-
sign of the new path. The commercial block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reflect the city's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it can cre-
ate a diversified, modernized and humanized commercial block image with various effective and novel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which will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newal of commercial blocks and the construc-
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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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注意自己

的个人形象。同理，人们生活的城市也需要建立个性

化的形象，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1]。在这一现实需求

下，商业街区这一有效载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

是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和当地的风土

人情，已经与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形成了密不可

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个性化特质。

作为商业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其中的公共设施

也随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些公共设施在给人

们提供基本的休息、娱乐之外，还肩负着美化环境、

突出个性的使命[2]。然而现实的状况是部分商业街区

在规划设计时的思虑不够全面。有的商业街区甚至存

在功能不全、不易识别、缺乏系统性和人性化内容等

问题。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有必要对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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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设计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其设计原则和新颖

的具体路径。 

1  商业街区公共设施概述 

公共设施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现代

化发展的程度，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公共设施设计

必须引起重视，不断与城市的品格、文化等相互融合，

在彼此的配合中，实现城市整体形象的提升[3]。商业

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在城市

公共环境中，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受到城市建设

中的各种因素影响，已经与城市的整体形象融为一

体，给人们提供着多样的活动、生活选择。毫不夸张

地说，商业街区公共设施的存在有着多种现实意义。

首先，商业街区公共设施在设立之初就是为了给人们

的日常活动提供便利，沟通并强化人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即以服务大众为目的[4]。基于此目的来看，商业

街区公共设施的基本价值功能便是以人为本。这是一

种显性的价值追求。其次，商业街区公共设施给城市

环境更多的可能性，它借助自身的形态、数量、空间

布局，进一步地强化和补充了城市公共环境的内容，

丰富了公共空间的形态构成。另外，商业街区的公共

设施并不是绝对统一的，不同性质的街区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个性化的公共设施设计，以新颖独特的形式配

合商业街区的建设，从而塑造更加独特的街区形象[5]。 

2  城市商业街区公共设施的基本设计原则 

虽然城市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不主张生搬

硬套和过于保守，但是也不主张随意为之。其设计是

在自由的基础上，沿着一定的原则所进行的一种个性

化创造。城市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应是一种理性

的创新。具体而言，其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如下。 

2.1  以人为本 

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设计城市商业街区公共设

施时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由于商业街区面对的人

群并不单一，老人、儿童、残疾人等都对其有着不同

的现实需求和行为表现，所以必须将人的因素放在首

位[6]。在高度和外形上照顾到这些人群不同的使用需

求，合理地处理人与公共环境之间的关系，体现他们

在城市里的主人翁角色。 

2.2  传承与创新 

不同的国家、地域、民俗，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

化[7]。具体到城市商业街区中，公共设施的设计要从

当地的民风民俗、地域文化特点出发，对当地人高度

认同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融合。这样不仅做到了对地

域文化的有效传承，而且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保留其

中的精髓，改变落后的形式，展现出富有时代特点的

文化内涵。 

2.3  注重整体性 

在布局上，设计师要明确城市商业街区公共设施

设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其与商业街区中的建筑物、

道路等要素是一个整体的存在，设计时必须从整体性

上多加考虑，使公共设施的材质、造型、色彩等有机

统一，与整体街道的形象相得益彰[8]。这样，才能将

公共设施与商业街区的形象融为一体，实现理想的视

觉体验和使用体验。 

3  城市商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的全新思路 

在设计城市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时，按照全新的

思路设计，可以在传承与创新街区文化、打造城市文

化品牌的同时，提高公共设施的附加值，增加整体的

文化气质，提升使用体验。 

3.1  旅游商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 

随着旅游热的持续增温，旅游商业街区逐渐成为

一座城市的“窗口”，不仅给人们创造了一种良好舒

适的购物环境，而且成功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9]。上

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北京王府井步行街等都是其中的

优秀代表。这样的商业街区是市民和游客集中的场

所，也是他们充分感受当地文化、体验风味小吃、购

买地方旅游纪念品的最佳场所[10]。在这样的商业街区

安置的公共设施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现实特点与需

求进行个性化设计。 
1）展现地域文化。游客之所以选择旅游，是希

望看到与居住地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不同的文化，因

此，在旅游商业街的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应从游

客的实际需求出发。在选材、色彩与内涵等方面融入

地域特色，让公共设施不再是冰冷、生硬的器材，更

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表达[11]。例如，设计师可以对公共

设施进行主题设定，选取某一种独具代表性的地域文

化作为表达对象，无论是电话亭、垃圾桶，还是休息

的长椅，抑或是下水道的井盖，都可以进行文化的融

入，打造具有主题性的公共设施。 
2）与商业相结合。旅游商业街的公共设施设计

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商业街区的整体风格和商业环

境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要充分

考虑现实的商业环境，将其中的游览、休闲、购物、

娱乐等常见形式进行综合加工，打造优美的旅游环境

与商业环境，让游客在使用过程中得到愉快的体验。 
3）营造独特的氛围。有了商业与文化的加持，

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其氛围的营

造，让游客在使用公共设施进行休息、娱乐的时候，

不自觉地被带入一个特定的空间，接受理想的心理暗

示，并对整个街区的公共设施设计进行思考，引导游

客的心理变化，让他们带着愉悦的心情游玩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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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婺源老城区的仿古步行街的设计就将这些元素

进行了灵活的应用。其中的公共设施并不是独立存在

的，花坛、休息座椅、雕塑、小品等各种类型的设施

配合着古牌坊、入口雕塑、图腾柱等休闲文化景观，

将徽文化的精髓进行了展现。置身其中，人们可以体

会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美妙意境，领略徽文化的独

特魅力。 

3.2  体验式商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 

体验经济时代的兴起给了商业街区更多的表现

形式，也更好地迎合了人们的审美追求。从本质看，

体验式商业街区的建设强调将人们带入其中，实现一

种互动，达到人、商品和环境的相互融合，从而带给

人们更加美好的体验[12]。商业街区空间中的公共设施

便是最为主要的道具，对其进行体验化设计无疑能够

最直观地体现出空间的体验性，有利于提高商业街区

空间的整体环境品质。体验式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分

类主要有消费者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类型。如休

息座椅、饮水设施、儿童游戏设施等休闲娱乐类的公

共设施，多讲究趣味性、个性化，旨在吸引消费者，

使其参与其中；如标识牌、导游栏、电子信息查询装

置等信息导向类的公共设施，往往操作简单、易于掌

握，旨在满足消费者查询、互动的需求，提供服务体

验感受；装饰雕像、壁画、景观、绿植等装饰美观类

的公共设施，则强调以独特的审美给消费者带来更加

直观的刺激，进而给消费者带来美好的体验感受[13]。

结合这些公共设施的具体类别，体验式商业街区中的

公共设施设计方法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1）注重情景化设计。在体验式商业街区的设计

中，公共设施的存在是其与消费者交流的主要载体与

媒介，而情景环境更是与消费者的体验有着紧密的联

系，因此，注重情境化的公共设施设计成为了设计师

普遍认可的全新策略。这要求设计师在对公共设施设

计时，适当地强调情景性设计，借此进一步地升华整

个商业空间的主题，让消费者在体验过程中由景生

情，产生愉悦的情景体验。 
2）提升互动性。互动性一直是所有场合的公共

设施设计都在追求的目标，体验式商业街区中的公共

设施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互动性，设

计师要结合受众的个性特征，优化设计方式，强化设

计效果。例如，在设计儿童娱乐设施时就应该适当地

强化其公共设施的自行组装程度，将其设计成基础的

模块构件，以便儿童按照自己的爱好与需求进行个性

化的改装、组装。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凸显设施体

验过程中的合作性，促使儿童在使用时与他人进行合

作。如此便能更高效地实现引动功能，促使合作互动，

最终给儿童群体带来愉悦的使用体验。 
3）强化主体性。体验式商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设

计需要根据整个商业空间的主题进行风格主题的强

化。在赋予空间环境主题性的基础上，实现公共设施

的高度融合、统一，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强烈的主题氛

围和愉悦的体验感受。比如，以卡通为主题的商业街

区，其公共设施的设计应与主题高度契合。各种动画

片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及其中的代表元素都可以与公

共设施进行融合，从而创造出更加新颖的公共设施作

品。如此一来，消费者便能在进入商业街区的同时，

感受到强烈的主题意识。再通过相应的公共设施设计

进一步地升华主题，这样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强

烈、愉悦的体验感受。 

4  结语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基本的物质满

足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全部，他们更希望能够生活

在高品质的社会环境中，并且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商

业街区公共设施的出现恰恰给了人们一种可能性，它

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使人们深入体验精

神生活，达到了理想需求的全面满足。在未来，商业

街区公共设施设计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

只有不断融入各种新奇的元素，尊重主题性、人文性

的存在，才能更加凸显时代性、功能性、艺术性，从

而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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