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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WANG Cheng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Smart city is a new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proposed by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that is, to promote ur-
ban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more pleasant and livabl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by studying on the ways of improving 
urban structure with high-tech and new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design method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con-
cept of smart city, through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rt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alysis, ways on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high-tech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to combine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with 
the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results would make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scheme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more feasible,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s 
independent and cannot be interconnected, and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artistry and culture of the future 
city, and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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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

然趋势，融合物联网、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

术后，城市公共设计将能够联动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公共设施设计思路将无

法满足智慧城市发展的需求。因此，研究智慧城市理

念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方案非常有必要。“互联网

+”时代已然到来，基于大数据计算的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在满足市民基本交通、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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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基础上，还应当不断追求“智能化”。目前，

一些城市的高新区、工业园区已经在尝试建立基于物

联网、大数据的智慧城市雏形。通过长期研究和设计

实践，结合智慧城市发展的特点和个人设计心得，总

结了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的总体思路。 

1  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的总体思路 

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的总体思路，即能

够运用高新技术实现市民生活各方面的智能化，真正

做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以人为本、绿色环保，实现城

市设施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智慧城市理

念下公共设施设计包括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医疗设施

设计、教育设施设计、文化娱乐旅游设施设计等方面。 
这些设施的设计既要考虑其技术性，又要使其具

有现代城市设施必须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这些设施通

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被各种传感器和信号系统联

合在一起，形成了智能融合的城市应用系统，并最终

实现了高度协同、交互良好的定制化城市公共设施体

系，真正提升了城市居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体验[1]。 
总体而言，我国智慧城市设计还处在起步阶段，

目前在设施设计技术性和艺术性融合方面不尽如人

意，虽然不少城市设施已经具备了投入使用的功能，

但是在外形和人性化方面非常不理想，导致使用率比

较低，造成了大量资金投入、技术研发成本的严重浪

费。智慧城市背景下公共设施的设计研究不仅是为了

探索城市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更能借此为经济建设注

入活力和生机。 

2  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涉及的核

心技术 

2.1  云计算与 GPS 技术在智能公共设施设计上的

应用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资源配置可视化成为可能，

哪怕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数据量，也能够通过

云计算技术进行合理配置，使使用者能最方便、最快

捷地获取需要的各项设施和服务。若将这种技术应用

到智慧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过程中，就可以保证在城

市居住人口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更科学地规划城市

资源，避免城市各区域发展出现极端失衡的情况。这

种云计算技术能够大大提升城市公共设施建成以后

的利用效率，也可以根据地区实际设施需求情况改变

城市规划布局。这种灵活新颖的城市公共设施规划方

案不仅能够适应当前城市边缘不断扩张的情况，而且

能够与其他技术结合，比如互联网、物联网、GPS、

RFID 射频通讯等技术[2]。 
以 GPS 定位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为例，传

统的 GPS 技术能够提供基本的定位、导航功能，使

城市居民在城市中不至于迷失反向，但这是非常浅层

次的应用，哪怕不断提成 GPS 定位技术的精度，仍

然跨越不出定位导航的圈子。然而加入云计算技术

后，则能够重建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系统，也能够利用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带动城市不发达区域的飞速发展[3]。

比如目前一些二线城市纷纷修建起轨道交通，在过

去，地铁线路的设计能够依据的实际数据非常少，也

很难做到通过分析过去交通信息来指导地铁线路设

计，但在今天，轨道交通路线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参

照云计算技术的计算结果的。这样设计出来的线路不

仅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城市居民交通出行需求，而且能

减少各项资源成本消耗，降低未来运营维护的难度。 

2.2  网络与 RFID 技术在智能公共设施设计上的应用 

移动互联网在“4G”时代大显神通，充分发挥

出了它的作用，也真正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终端设备的日益廉价化，实

现了 RFID 射频识别技术与移动互联技术的结合，为

智慧城市公共设施提供了人性化、高效便捷的服务。

各种虚拟化的卡片在十年前看起来不可思议，而在今

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利用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

存储和复制电子芯片，一些高档小区、高级写字楼的

门禁系统将不再需要门禁卡，城市公交、地铁服务系

统也不再需要实体卡片，只要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

术就可以使移动互联终端设备学习和模仿到这些芯

片，使人们的交通出行、安保都变得无比便捷[4]。 
物联网技术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将网络与

实际之物连接在一起，利用射频技术、传感设备、激

光扫描技术等将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相互连接，实现

信息数据之间的流通共享。虽然物联网技术在城市中

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但是在不少城市家庭里已经有广

泛应用。物联网技术革新促进了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

改进和转变。 

2.3  3D 打印技术在智能公共设施设计上的应用 

上文中的技术都是与公共设施建设有核心关联

的技术，而 3D 打印技术则是与设计师设计息息相关

的技术。3D 打印技术的基础在于全息投影这种高新

科技，它利用光的衍射和反射原理，完美再现实物的

三维图像，并且不受场所、地点的限制。利用 3D 技

术、VR 技术结合 3D 打印技术后，能够非常真实地

展示出设计师的构思，同时费用低廉。尽管目前 VR
技术已经能够产生让人身临其境的效果，也被充分运

用在现代文化娱乐设施上[5]，但是打印出来的城市公

共设施实体当然会比光影构建成的模型更加震撼。 
3D 打印技术不必借助其他重型加工机械或器

具，只需要 3D 打印机和模型数据就能真实地呈现出

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的具体内容。在智慧城

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尝试、不断克服错误是必经的阶

段，为了尽可能降低这一阶段各项资源的消耗，又要

尽可能实现设施设计模型的逼真化，3D 打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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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和广泛使用变得非常有必要。无论是交通设施、

教育设施还是文化娱乐设施，都可以将 3D 打印技术

应用到这种设施的设计过程中，这种技术操作起来非

常简易，掌握制作方法以后，打印出来的模型具有极

高的仿真性，甚至能够通过这项技术打印出整个城市

的所有设施[6]。 
这些新型技术的引入，不仅能有效提升智慧城市

发展的速度，还能真正体现智慧城市的“智慧”。在

设计智慧城市公共设施的实际过程中，设计师不能不

对这些技术有充分了解，否则就很难真正做到在设计

过程中将设计艺术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如果公共设

施只具有外表的功能却不具有实际智能的功用，也自

然不能被称为智慧城市的公共设施了。因此，研究技

术发展及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式是研究智慧城市建

设的基础性问题。 

3  智慧城市理念下公共设施设计的探索与

实践 

3.1  智能公共设施设计的实现方案 

智慧城市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公共设施的智能

化上，通过公共信息化、数字化平台整合城市核心资

源，不仅有利于行政机关管理城市各部门、各行业的

基础数据、业务信息等等，而且能使我国各个城市资

源配置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标准，实现数据库的联

合共享。目前，社会保障系统一般都是省级统筹缴纳

或者市统筹缴纳，导致城市居民在变换工作时需要办

理复杂的社保转移手续[7]。未来，在利用智慧城市公

共信息化平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系统和社保标准后，

将能够为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生活、就业带来便捷。

除此之外，智能公共设施还可以被应用到各行各业

中，有效提升城市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 

3.1.1  智慧交通公共设施的设计 

智慧交通设施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也是

发展最为迅速、目前普及率较高的智慧城市设施。智

慧交通系统设施在技术上主要依赖 GPS 技术和精密

传感技术，而在设计理念上，更多地是借助巨大的电

子显示屏实现一屏互联。当前许多城市的公交站、地

铁站都已经配备了这种实时导航、实时查询路线、实

时显示站点情况和到站信息的电子屏，这种公共设施

与传统的公交站牌相比能够有效提供实时信息。在公

共交通拥堵的当下，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一个能够实

时预报交通信息的系统能大大提高出行的便捷程度，

也能感受到城市规划的人性化，还能提前根据交通情

况规划多样化的出行方案[8]。 
智慧交通电子显示屏的设计一般不采用传统液

晶显示屏，因为在露天的环境中，液晶电子显示屏稳

定性较差。在亮度和色彩对比上也要尽可能自适应多种

天气情况，如在太阳光亮度较亮时能够自行调整明暗。 

3.1.2  智慧医疗设施的设计 

目前许多大型公立医院已经运行了初步的智慧

医疗系统，缴费看病也告别了现金时代，但这仍是一

种比较低级的智慧医疗形态。未来建设的智慧医疗系

统应当是能够将一个城市所有医疗信息综合在一起

进行运算排布的医疗系统。针对目前存在的看病难问

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解决感冒等一些小问题都

会去占用高级别医院的医疗资源，而建设全市统筹的

智慧医疗系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智慧医疗系

统能在数据上统筹全市所有医院的医疗资源，在每个

社区树立医疗信息查询的电子屏幕，居民输入病情

后，该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为居民匹配适合的医

疗场所，并可以实现一站式自助挂号等功能。虽然这

一设施看上去仍然是一块电子显示屏，但是实际上其

背后的数据管理、智能运算已经实现了医疗的智慧化

和便捷化[9]。也可以开发与这一数据系统关联的移动

应用软件，对于年轻人来说，直接在终端设备上就可

以完成查询操作，一些年纪大的人也能够在社区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方便地获得医疗信息。 

3.1.3  智慧旅游设施的设计 

智慧旅游，即通过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三网融合等智能化技术，将每个城市的旅游资源整

合，并开发出的一种新型旅游形态。国外的迪士尼乐

园、国内的方特欢乐世界等游乐场所目前都已初步实

现游玩全程的智慧化。当游客进入景区时，会给幼儿

配发一条具有定位功能的小手带，避免幼儿在游玩时

走失。 
景区专门开发的旅游应用软件则像是一位实时

跟随的智能导游，景区里所需要的一切都能通过这个

应用软件来查询，旅游景点、公共卫生间、餐厅、休

息区、游客聚集情况、演出展馆开放情况等等一应俱

全。并且这些旅游 APP 在设计上一般都会充分考虑

到与景点风格契合，将界面设计得较为美观和人性化。 

3.1.4  智慧教育机构及设施的设计 

当前城市生活，与医疗并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

问题，尤其在大城市，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资源都

非常紧缺，并且新学校的建设没有固定的规划，不能

很好地统筹考虑到全市的教育资源[10]。 
未来智慧教育机构首先要实现学生足不出户就

能接受教育的要求，这一功能在学生生病或休学时非

常有用。对于正常在校学习的学生，则要建设起学校

智能学习平台，面对一些教师无法授课的新型课程，

学生可以通过集体观看网课达到学习目的。借助 VR、

全息投影等技术，网络授课的效果将大大提升，教师

能够从机械的重复教学过程中解放出来，探索更丰富

的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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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智能家居设施的设计 

许多互联网品牌已经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智能的

家居环境，通过生物特征识别设置门禁、安防等系统，

通过语音口令实现对智能家具的控制。然而目前智能

家具的价格还是比较昂贵，这也影响了智能家具的大

规模应用。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到智能家居

建设进程中，这不仅能够带动行业发展、优化城市居

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得智能家居设施更加低

廉化。 
当前智能家居设计通常仍然采用传统实木等材

料，只是将电子线路镶嵌在其中，这无疑导致智能家

居成本极其高昂。未来的智能家居除了外形上更具现

代感以外，在材料选择上应当尽可能选择新型复合材

料，降低家居设施的成本[11]。 

3.2  智慧城市理念下的公共设施设计发展趋势 

3.2.1  紧追高新技术发展动态 

技术的发展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硬件基础，没有层

出不穷的新技术和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就不会有今天

蓬勃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因此，智慧城市理念下的

公共设施设计必须要紧跟技术发展，在一项新技术成

熟以后，尽快尝试将其运用到公共设施设计当中[12]。

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等等，这些新技

术的广泛应用能使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向着智慧化、

数字化的方向迈进。 
公共设施设计师不仅要懂艺术，更要懂科学，才

能够建设出更加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系统。 

3.2.2  注重人性化和环境保护 

智慧城市中的公共设施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

原则，智能化的设计将紧紧围绕人们的需求，注重公

民的参与度。未来的智能公共设施不仅仅只是应用更

多的智能化技术，而是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更好地

在城市和公民之间创建更大程度的合作互动关系，使

生态环境、生活、管理、公共资源、城市经济等领域

的信息实现共享[13]。 
绿色设计和低碳城市已成为现代社会和未来城

市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城市的公共设施设计不能不

考虑其使用年限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点不仅需

要借助新材料技术，还要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量设施

能正常运行的时间。尽可能在材料选择上选取可以重

复利用的材料，避免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4  结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绝对不止是一句口号，

全面城镇化的趋势使人们不得不去研究，怎样才能在

城市外延不断扩大的今天建设更加宜人宜居的城市。

智慧城市理念给出了一个答案，在智慧城市理念下，

首先，要建设智能化的公共设施，让城市运行管理朝

着系统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今后，随着云计算、

物联网等技术的充分运用，随着智能公共设施的不断

设计和全面投入使用，城市居民一定能够感受到公共

设施体系变得更加科学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得更

加便捷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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