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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低碳时代公共设施设计的具体路径。方法 对公共设施所包含的多样化形式进行陈述，

接着探讨这些公共设施在城市景观中的重要作用，并对低碳时代给公共设施带来的影响进行总结，引出

低碳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如功能实现、造型、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最后

结合人性化、技术化、通用化三方面视角深入探析低碳背景下的公共设施设计路径，得出了一些切实可

行且有效的设计方向及策略。结论 融合低碳时代对绿色设计的要求，将公共设施设计与低碳环保相结

合，不仅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当下的公共设施更加完善、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带来了更高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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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Path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Low-carbon Era 

MENG Xiao-jun 
(Jinzhong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low-carbon era. The di-
versified forms of public facilities were stated. The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s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was discussed, and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era on public facilities was summarized, leading to 
several problems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low-carbon concept, such a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function realization, modeling, process materials, etc. Finally, the design path of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low-carbon background was deep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zation, 
technology and generalization, and som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design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were obtained. 
Integra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low-carbon era for green design and combining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with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making the current public facilities better and more reasonable,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ringing higher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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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设计主要方向包括游乐系统、休息系

统、信息系统、购物系统、卫生环卫系统、照明系统、

观赏系统等组成的独立系统设计和道路交通设施系

统规划设计、旅游景点设施系统规划设计、广场环境

设施系统规划设计、儿童游乐场设施系统规划设计等

系统规划设计[1]。无论哪种设计形式与类型，其本质

是一样的，都是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有着给人们提

供休闲娱乐功能以及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重任，尤其

是伴随着低碳时代的到来，各种清洁能源的使用和新

技术手段的应用，都给公共设施在造型、结构与功能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更多的改变[2]。

为了让公共设施设计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低碳时代

的多样化要求，对其进行具体路径的探索十分重要且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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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时代公共设施设计必须解决的几个

问题 

低碳主要是指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技术

创新，涉及观念转变、行为改变、制度创新、产业转

型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其以低碳消费为基础，倡导低

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以增强资源、能源的循环利

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效果[3]。在这样一种理念

的影响下，公共设施设计必须做出改变，解决好当下

存在的与该理念不相符的几个问题。 

1.1  功能实现方面 

从当前公共设施的现状看，其基本的功能已经实

现，无论是街边的垃圾桶还是户外灯具，都已经将自

身的基本功能进行了细致的深化与分类，符合现代文

明及人们生活所需的基本要求[4]。但是，在低碳时代，

公共设施的功能必须做出改变，尤其是在多媒体信息

查询亭、户外信息栏、多媒体公交报站器等公共设施

类产品出现后，原有的相关公共设施的功能已经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必须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拓展。 

1.2  造型设计方面 

低碳是环保的、健康的、绿色的，它不仅是一种

能源的革新和信息的改善，更是一种生活观念的转

变。因此，在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者要对此引起重

视，结合城市自身特点确立基本设计格调，再结合产

品的具体类别进行适当调整，使其更加符合环境的特

点，拥有更加完美的功能，而不能照搬、照抄，一味

地延续传统或者全部抄袭都是不科学的[5]。 

1.3  工艺材料方面 

低碳要求公共设施要在工艺材料方面的有所创

新，而不是追求独立的个体创新，因此单纯不加任何

改变，直接套用传统纹样或者一味追求减少成本都是

不科学的，低碳下的公共设施创新必须是一个系统或

者多个相关材料群体的整体创新，将材料、工艺、界

面、方式等逐一进行改变与融合[6]。只有这样，才能

在确保造型设计特异化的同时，实现最佳性价比，同

时提升公共设施的整体效果。 

2  低碳时代公共设施的设计路径 

当前，“低碳生活”已经是一种被大力提倡的生

活方式，随之而来的“低碳经济”也成为了一种全新

的发展方向[7]。作为城市发展水平与发展理念的一面

镜子，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与时俱进，从低碳理念

中的人文性、科技性和通用性等相关领域进行科学探

索和全新尝试，以更加绿色合理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

生活中，进一步提升城市空间的合理性和舒适度。 

2.1  人性化公共设施设计的升华 

随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的不断变化，

人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加渴望精神文明的滋

养[8]。人性化的公共设施设计便是这样一种存在，其

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活的便捷，还是一种社会尊重需

求的满足，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有了一种舒适自在

的感觉。这是因为城市中的公共设施所追求的，抑或

说其价值便是为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交流提供服务，

尤其在低碳时代的绿色理念的倡导下，人性化设计的

方便、安全、舒适等特点更是被设计者看重，并不断

与具体的设计思想融合，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心，

提高了城市的文化水准[9]。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待公共设施设计，将各地域之

间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融入其中，不仅可以充分展

现当地的文化特质，还能设计出更加符合各地传统特

色的人性化的设施，让人们时常受到文化的熏陶。例

如北京这一文化型城市，其公共设施设计应与周围的

环境相协调，才能更加凸显城市的文化内涵，而像上

海这样的经济型大都市，其公共设施设计要以便捷、

舒适为根本，满足人们极快的生活节奏[10]。这样的设

计所讲究的是协调环境、和谐发展，其所凸显的是城

市居民的文化素养，与一直以来提倡的“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等思想高度契合，有利于人与环境和谐

相处、协调发展。比如城市雕塑、喷泉、景观灯等公

共设施设计就要与城市景观和谐一致、相辅相成，打

造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优美的环境。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要大力

发扬环保意识，合理利用资源，结合人们的各种需求

和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期盼，进行高水平、高内涵的设

计。鉴于现实生活中不时出现的乱扔烟头及果皮纸

屑、破坏公共场所的路灯照明等现象，设计者要在设

计过程中融入环保理念，将公共设施设计成提高人们

的环保意识、强化人们的责任感的现实存在，让人们

在不自觉中逐步改变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将环境保

护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道路。 
以人为本同样是公共设施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原

则。设计师在进行公共设施设计时要具有人文关怀的

精神，主动关注以前设计过程中被忽略的因素，照顾

到人们不同的现实需求和审美需求。比如垃圾箱的开

口设计要做好防雨措施，还要便于不同身高的人进行

抛掷；健身器材的设计要结合造型、色彩、材料、工

艺、装饰等多种元素进行构思创意，在利于使用的基

础上满足人们更高层面的审美需求。 

2.2  太阳能公共设施设计的尝试 

作为一种洁净、可持续产生的能源，太阳能逐渐

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实践表明，

利用太阳能可以减轻空气的污染及全球暖化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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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而中国恰恰拥有较为成熟的太阳能技术，各

种利用太阳能能源的产品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实现了极大的经济价值，也给低碳设计带来了更多的

可能性。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就是被太阳能资源逐步渗

透并成功实现价值的重要形式之一。城市中的路灯、

道路指示牌、公交车站等公共设施很多都已经开始利

用太阳能技术进行设计和应用，不仅大大节省了电力

资源，也对城市的基础设施乃至整个城市的文明进程

起到了促进作用[11]。之所以有这么突出的作用是因为

太阳能技术使用效率高，且没有废渣、废料、废水、

废气排出，也没有噪音，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不存在污染环境的现象，大大减少了能量损失，给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由此可见，将太阳

能技术合理应用于公共设施设计中十分符合低碳时

代的现实要求。太阳能路灯的设计就是一个突出的案

例，该路灯不用开沟埋线，不消耗常规电能，更不受

供电影响，无论是城镇公园、道路、草坪的照明，还

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都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实现完美的

功能发挥，且没有负面影响或损失的发生。 

2.3  通用化公共设施设计的普及 

低碳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以最少的消耗去实现

最大的价值，这与通用化设计高度契合。在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中，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轻松使用，设计者

要对其平等性、灵活性、易操作性、多元化的感应性

以及宽容性、省能性等方面进行充分思考，而不是仅

仅局限于某些使用人群而排斥这些群体之外的其他

人，要参照不同使用者手握的尺寸、可能变换的握法

等，进行通用化设计，要让老年人、儿童、病患者、

残疾人都能够方便使用[12]。 
其一，实现集约化设计。所谓集约化就是对产品

种类进行归纳和处理，帮助产品变得更加统一、有序，

方便人们使用[13]。例如公共场所中的座椅在设计时必

须进行集约化收纳和合理的规整，增大整个空间的使

用面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宜人性，要避免人与人之

间因距离过于紧密而产生不适或者出现沟通与传达

不便等现象。另外，为了充分利用公共场所中的空间

配置，设计者还可以对闲置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将其

与公共设施相结合，避免对公共空间的浪费，充分发

挥社交功能，进一步形成有秩序的空间，增加人们使

用时的流畅度，以一种集约化的形式实现更多的价值。 
其二，增加电子设配。为了避免出现文盲、儿童

或老人难以理解的状况，增强可读性，实现更大意义

上的通用化设计，为低碳助力，设计者应适当增加电

子设配，配合听觉音效设施、互动性看板及路面引导

图示等多样化形式，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帮助各个群体

轻松使用，并理解与掌握信息。这样，公共设施在使

用过程中便能实现化繁为简的易用性效果，在给人们

的出行与使用带来极大便利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

资源浪费。 

3  结语 

资源的不断枯竭、环境的日益恶化，给人们的生

存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促使人们开始将眼光

放长远，逐渐关注起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低碳

理念的落实与普及，更是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

了开拓与创新。对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者而言，仅仅

局限于传统的思维与设计模式是难以成功的，更难以

创造出符合人们审美、节约能源且高效的设计作品，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设计者必须以低碳为基

本理念，尽可能选择当地环保材料和绿色能源，并适

当采用一些技术手段，降低成本、减少能耗，设计出

更为合理的公共设施产品，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

础上，以更加绿色环保的形式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慰藉

和情感上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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