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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当前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重要价值及具体策略。方法 随着人们生活中公共空间的不断

扩展，公共设施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城市公共设施的范围及定义着手，结合城市公共设施对人

民的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分析其创新和发展的必要性。以城市广场、街道、公园为代表，从各

领域的设计目标和设计需求出发，总结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激发活力、提高适应性、增强功能性和实

现多样化等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了具体的设计思路与方法。结论 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发展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也展示着城市的文化和内蕴，只有结合实际情况

和发展需求进行个性化、合理化的设计创新，才能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而提升城

市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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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concrete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ace in people’s lives, public faciliti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set about from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facilities combined with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on peo-

ple’s liv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city squares, streets and park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direction of stimulating vitality, improving adaptability, enhancing functionality and achieving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e-

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design objectives and design needs of various fields, and explored the specific de-

sign ideas and methods on this basis. All in all,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It 

represents the image of the c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lso shows the city’s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Only by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demand to make personalized and reasonable design innovation, can we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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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场所、公共建

筑、公园、广场等也在不断地出现和发展，促成了公

共空间领域的扩展，不仅为城市的形象增添了亮丽的

色彩，丰富了城市的细节，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捷，提升了整体的生活空间品质。然而，城市

公共设施的设计和使用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大量公

共空间的建造，而真正让人们乐于使用的公共空间却

并不多，整体的使用次数呈现下降趋势，这就导致公

共设施的设计品质和维护策略受到忽视，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恶性循环[1]。对于城市公共设施来说，若没

有吸引人们参与的关键点，那么这些设施就是冰冷

的，其所存在的空间也将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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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这是因为公共设施的存在并不仅是创造一个

优美的场所，更是引导人们愿意参与进来，进行接触

和交往，其品质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设施

及其公共空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提高公共空间生活

环境的品质，创新其中的公共设施形式与功能，为城

市空间注入活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点，也是相关设计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1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价值及必要性 

被称为街道家具的城市公共设施有着很广的应

用范围和类型，大到电线杆、公交车候车亭、闭路电

视摄像头，小到长椅、花草、护栏、喷泉，以及各种

其他物品，都为提升城市的城市空间质量、促进城市

的发展提供支持[2]。可见，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有着很

高的艺术价值，必要性也不容置疑。 

1.1  以人为本，与人们的生活互联互促 

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既是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和

日常出行提供便利，又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视觉

愉悦，因此，其主要的关注对象是人[3]。从这一层面

看，公共设施的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刻考虑人们

生活及活动的多样性，结合实际灵活设计。例如，人

们在公园步行了一段路之后，需要休息甚至适当交

流，这时出现长椅、凉亭，人们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身心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放松。 

1.2  协调环境，与城市的发展互利共赢 

一个好的公共设施设计，不仅能够给人们的生活

和出行带来便利，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美好的城市环

境，对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建设产生促进作用[4]。例如，

在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要考虑与道路的协调、与

建筑物的协调、与城市绿化的协调，结合其所在的位

置进行合理的设计，使其与整体的城市环境相协调。 

2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具体方向与路径 

公共设施的存在让整个城市呈现出活力与朝气，

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与各种不同的城市环境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共同营造出了优美、舒适的公共空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参与，满足人们的交往

需求[5]。下面主要结合城市广场、城市街道、城市公

园等区域的公共设施，就其各自不同的设计方向和设

计路径展开探讨。 

2.1  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 

城市广场是整个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日常交往的空

间，也是给来访者在城市中从事闲暇的活动和愉悦自

己的特殊空间，其存在就像室内空间的家具一样，最

基本、最常见也最必须，因此，其中的公共设施设计

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6]。从城市广场的使用人群来

看，老年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精神需求不断提升

的现实下，已经成为城市广场公共设施的主要目标人

群，如何借助城市广场的公共设施帮助老年人实现健

身、社交的需求，提高其生活品质，成为每个设计者

需要考虑的内容。 

第一，突出相似性。人们在现实交往中总是愿意

与自己契合度高的人交往，这主要涉及信仰、兴趣、

爱好等因素，老年人的交往需求也不例外。从这一层

面分析，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也应从交往意愿出

发，将设施突出相似性，尤其是那些户外健身器材更

要从这一点出发，吸引老年人的兴趣[7]。 

第二，注重系统性。一方面，城市广场公共设施

设计应重视与使用者和环境的统一性，如沿海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就应结合实际的

地貌特征和空气原因，区别对待公共设施的防腐蚀性

和色彩特性；另一方面，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应保

持自身的系统性，不能仅限于基础的体能活动，还应

适当加入益于智力活动的功能，如适当设计一些便于

棋牌类游戏、广场舞等活动开展的设施，让整体的设

施之间建立衔接，同时帮助老年人陶冶性情、增进交

流、锻炼思维，以更加系统、完整的形式促进老年人

的交往。 

2.2  城市街道公共设施设计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街道是公共设施存在的一

大空间类型，但从城市街道公共设施的现状看，其中

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如垃圾桶不仅数量少，

且存在很多损坏的现象；公共厕所标识牌缺乏识别

性，指引性差；盲道铺设欠合理，难以发挥实效等[8]。

另外，还有一些城市街道公共设施在设计时更多的是

对国外设计理念与形式的照搬，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和

人们的出行习惯出发，缺乏人性化设计。凡此种种，

都阻碍了街道公共设施的功能发挥，也让其存在失去

了原本的意义[9]。为改变这一局面，提高城市街道公

共设施的存在及使用价值和意义，设计者应遵循以下

几点。第一，安全性高。对于城市街道公共设施而言，

其设计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全性高。比如，在道路

两旁设置护栏等保护措施，公交站台的设计应结合实

际进行功能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等。总之，要充分考

虑安全性，做到有备无患。第二，科技性强。设计者

可以对街道的公共设施进行创新，增强其科技性、便

捷性[10]。比如，将共享空间进行推广，设置共享街道，

同时在其中赋予行人优先权，对车行速度进行限制，

促使司机更加小心驾驶汽车，以此丰富城市街道的空

间和功能。 

2.3  城市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具体到各种公共空间相应的

设施，应使这些设施与所在环境相结合，从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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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布局和面貌等方面逐一进行设计，以满足人们多

样化的娱乐休闲需求，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固的

支撑[11]。城市公园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形式，其游客

年龄层广泛，无论是少年、老年还是青年、中年，抑

或儿童，都包括其中，因此，必须从多个层面思考。

第一，引导性设施设计。城市公园的导视牌具有指引

方向的功能，设计上应以简洁、美观为基准，同时在

内容上尽可能图文并茂，并放置在醒目的位置，以便

引起人们的注意。解说牌也是向人们介绍公园景点信

息的重要载体，其设计应以人机工程学为依据，对解

说牌的比例及尺度进行科学设计，并对重要信息的设

计字体进行放大处理，以便更加鲜明。第二，服务性

设施设计。公园内的公共设施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存

在形式，即服务性设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园

的本质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服务性是众

多功能划分的核心所在[12]。比如，公共座椅的设计既

要遵循人机工程学原理，最大化地保证使用过程中的

舒适感，又要考虑审美性，让座椅能够与周围的景色

环境相协调，以形态美、环境美的亮点吸引人们休息

和使用。垃圾桶的设计也需要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尝

试。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公园内垃圾桶的设计应

以科学、实用为基础，方便人们分类丢弃垃圾，同时

为清洁工人的垃圾清理提供方便，还应考虑一定的审

美性和职能性，以公园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特点为

参考，让垃圾桶也能够为公园的整体添彩。第三，交

通性设施设计。鉴于当前交通工具的丰富，公园内的

交通设施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关于公园交通性设施

的设计应照顾到公园自身的规划特点，对索道、船艇

等设施进行合理的设计和规划。同时还应照顾到各个

年龄层人群的特点，以及特殊人群的现实需求。这就

是说，设计者应在公园交通性公共设施设计中推广无

障碍设计，除了基本的索道、船艇等因地制宜外，还

应在盲道、卫生间等设施的设计上照顾到各类人群，

让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公共设施的使用过程中获得

更好的体验，满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第四，游乐性

设施设计。公园游乐设施多以铺地、水池、休息廊等

为代表，尤其是儿童游乐场更是其中的典型[13]。在对

儿童游乐场的设施进行设计时，设计者应在保证儿童

玩耍安全的基础上合理设计设施器材的材料、色彩和

造型，并强调与公园环境的和谐，以及与周围相关设

施之间的统筹搭配，以更加凸显活力的设施形式以及

人性化的功能设计，打造舒适、娱乐的活力空间，让

儿童在玩耍过程中更加放松、自然，也让整体的公共

设施设计更显人文关怀。 

3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给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以更加丰富的社交形式，也让整个城市的形象树立和

未来发展得到了有效的支撑，可以说，其不仅承载着

城市的文化内涵，还有内容和功能等方面的综合效

应。作为城市中最具公共性和感染力的形式之一，公

共设施设计虽然不可避免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仍然凭借自身的功能和价值不

断反映着城市的文明成果。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探

讨就是从这一实际出发，借助广场、街道和公园 3 种

主要的承载空间，分别进行了相关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的探寻，希望能够对未来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有所帮

助，提升其魅力，更延伸开去为城市的发展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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