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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城市广场的发展需求深入探索广场公共设施的设计方向，并沿着设计方向思考与总结

科学的特色化设计路径。方法 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深入探寻便不难发现公共设施一直跟随其中，给社

会生活创造了更多的选择，也带来了更大的便利，其价值是十分突出的。从城市广场的基本组成和存在

价值展开分析，就当前城市广场的公共设施发展现状进行总结，提取其中普遍存在的几方面问题，然后

借助城市广场对公共设施的基本要求与设计原则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最后分别从对人的尊重、对地域

文化的尊重两方面总结具体的特色化设计思路。结论 城市广场是城市文明和魅力的展示窗口，对其引

起重视，寻找合适的特色化设计路径，总结理想的方式方法，能够实现更好的呈现效果，从而将人们便

利、安全、舒适的体验升华到赞许、留恋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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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Square 

CHENG Gang, DU Li-juan 
(Pioneer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of the squa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urban square, and think and summarize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 design path along the design 

direction. Going deeply into the real lif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public facilities always follow them, which creates 

more choices and brings greater convenience to the social life, and its value is very outstanding. The basic component of 

city square and the existence value are analyzed,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velopment of city 

square is summarized, the common aspects of these questions are extracted, then with the help of city squ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are further explored. Finally from respect for the people and respect 

for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 specific characterization design train of thought is summarized. City square is the display 

window of urban civilization and charm, pay attention to it, find the appropriate characteristic design path, and summarize 

the ideal way and method to achieve better presentation effect, so as to sublimate people's convenience, safety, comfort 

experience to the level of praise and nostal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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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城市外部公

共空间，其以开放为前提，是建筑物、道路、绿地等

组合所造就的与建筑物相对的空虚部分，有的甚至有

着一定的规模和主题思想，给人们创造了良好的交流

与互动的舞台。城市广场在城市中呈分散式分布，且

在城市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包容性

和凸显性，不仅活力十足，还是城市中极易识别的一

种形式。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广场总是不可或

缺的。当前，人们对城市广场的高要求主要是因为在

日常生活、工作之余所产生的休闲和交往的强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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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宽敞、理想的公共场地成为不二之选。而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各种类型的广场公共设施

的发展与丰富，带来了广场光彩夺目的魅力时刻[1]。

只是这样的光环之下，现实的问题与弊端也凸显出

来。从整体来看，单一的外形难以与环境做到和谐互

融，单调的功能让公共设施失去了应有的亲近感；文

化关联不紧密，也让公共设施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从各个层面进行分析，找寻理想的特色化设计

出路，便成为当前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的一种前提

和基础，是其实现更大价值的根本保证，也是相关研

究的重点所在。 

1  广场公共设施的特色化设计原则分析 

城市广场是一个供人活动的休闲放松场所，多是

开放性的场地，常聚集着城市人群[2]。谈到城市广场

的公共设施，人们往往有着两大方面的追求，即使用

功能和装饰功能。事实上，广场公共设施的功能并不

止于此，它可以总结为基本功能、装饰功能、环境功

能和复合功能，既要有基本的能够被人感知的功能，

又要对广场进行装饰，与环境相协调，达到复合性的

目的，实现综合功能的凸显与强化。因此，广场公共

设施的特色化设计必须认真对待，人们所要做的有很

多，并且这些都是有着一定原则可循的[3]。第一，从

尺度层面进行延展。合理的尺度把握是城市广场公共

设施设计首要遵循的原则。这是因为公共设施首先是

为人服务的，要能够让人们产生聚集的兴趣，同时凸

显一种稳定与安全的外在表现张力。具体地说，其边

围和基面的比例要适当、各种设施要与人体尺度相适

应，从而激发人们进行各个类型的室外活动。第二，

从文化视角进行丰富。城市广场有一种天然的名片效

应，是文化的良好载体，有利于凸显地域特点，以特

色取胜。所以，广场公共设施设计可以从文化中挖掘

有效元素，积极引入地域文化元素，彰显地域特色，

让公共设施能够提升人们的文化领悟，并在更大的层

面上刺激地域文化的传承。第三，从多样化视角进行

拓展。摒弃单调的重复，以多样化为追求，不断丰富

与创新，让空旷的广场变得充满乐趣和活力，从而促

进人们的相互交流，刺激更加多样的社会性活动，促

成更多的行为互动[4]。第四，从细节层面进行升级。

广场公共设施设计还要从细节与搭配着手，从纹理、

色彩、组织、搭配等各个层面进行协调，在强化空间

层次的同时，丰富视觉感受，让公共设施真正成为城

市广场的有效支撑。 

2  广场公共设施的特色化设计路径探析 

人与人、社会的交流有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就是

广场活动[5]。现在，城市广场不仅是本地人的有效活

动场所，还是外地游客的活动场所，那些类型各异的

广场诸如文化休闲广场、市政广场、娱乐广场等都与

所在的城市不断融合与互促，不仅有着极快的发展速

度，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也不断尝试着创新与发展，

引起了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2.1  人性化——一切以人为本 

无论是从大方面谈，还是在小范围说，城市广场

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人。在城市广场上，人

们可以休息、嬉戏、健身、跳舞、散步、遛狗、喂鸽

子等，有的甚至实现了在不同的时间内转变不同的使

用方式。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广场公共设施的方向是

多元的，但要求也是多样的，是需要一定的氛围衬托

的，从而顺利引导人们在广场空间实现更好的交互[6]。

因此，在特色化的设计趋势下，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

计者对人性化的追求欲望更加强烈，希望在人的层面

进行深耕，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元素，将人文关怀融

入细节之中，强调贴心与温暖。以城市广场中的公共

座椅为例，作为供人们在广场休息的基础设施，其从

人性化视角审视，可以进行大小不一的座椅设计，还

可以结合其使用者的普遍特点进行艺术化、个性化的

造型与功能创造[7]。比如，在广场的入口处设置单人

座椅，并从趣味性着手，对其高度进行合理的设计，

然后赋予其更加有趣的“灵魂”，那就是设计成动物

造型或植物造型。在广场的两侧设计座椅时，可以选

择 2~3 人用座椅，以乔木遮阴，同样设计成有趣的动

物造型或植物造型，让人们整个休息使用的过程中更

加舒心。在广场的周围，设计师还可以进一步进行特

色化设计，将座位合理设计与分布，打造适宜的半私

密空间，同时为了增强舒适性，还可以进行边缘、外

观和高度的合理设计，避免带给人们过于硬朗的线条

和石材的僵硬感[8]。在广场的绿化区，设计师还可以

将趣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比如将座椅的造型进行艺

术化的大胆创新，整体可以方形为基本造型，然后在

其上设计出动物图案造型或植物形象的造型，与广场

入口处和两侧的座椅形成呼应。巧妙地关照以人为本

这一主旨。除了基础的实用性外，还有着情趣化、娱

乐化、艺术化的情感基调，让人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

放松，同时使自身拥有了特色化的印记，更加易于人

们接受和记忆，见图 1。另外，广场的垃圾桶和公厕

的设计也对此有着强烈的要求。以垃圾桶为例，设计

师可以从人的使用视角出发，选择那些色彩简明、设

计独特的样式，既要为人们的投扔垃圾提供便利，又

要考虑清洁人员的工作实际，还要对数量、质量进行

科学设计，防止出现火灾等问题[9]，见图 2。总之，

要从各个细节之处展现广场公共设施的自身价值，让

人们在更深层面对其产生情感，并借助这些情感实现

自身的特色化设计。 

2.2  地域性——尊重地域文化 

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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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波兰 Targ Weglowy 广场休闲区 
Fig.1 Targ Weglowy square leisure area in Poland 

 

 
 

图 2  Ignacio Ciocchini 设计的垃圾箱 
Fig.2 Dustbin designed by Ignacio Ciocchini 

 

市广场公共设施的丰富与转变[10]。从当前城市广场的

公共设施设计中可以发现，城市广场的商业性日益凸

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共设施在其中也显得商业气

氛突出，应该融入一些文化元素来中和商业元素，甚

至丰富公共设施的功能。在特色化广场公共设施的设

计要求下，地域文化元素成为不错的选择[11]。地域文

化在特定的区域产生并伴随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该区域传统、风俗、文化等方面的突出代表，

给了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前提和条件，也满足了人

们日常的休闲娱乐、情感交流等现实需求。很好地实

现了地域文化的放大与凸显，使公共设施在广场这一

公共空间变得耀眼起来。在具体应用地域文化的设计

过程中，设计师可以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着手，

借助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理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将公共设施设计与之形成协调统一的布局，同时

围绕人文主义思潮，尝试以更加新颖的视角对公共设

施进行审视，让地域文化能够为广场公共设施增添特

色，设计效果由此迈上一个新台阶[12]。比如，以戏曲

文化为主题的广场公共设施设计，就可以在迎合大众

审美趣味的前提下，实现多视角、多层面的联系与融

合，从而让戏曲文化成为城市广场的一种特色元素，

很好地展现了地域文化的风采。在交互性上，融入戏

曲元素的公共设施同样能够使受众在感官层面形成

多样化的体验。比如，将座椅的造型设计成戏曲道具

的样式，将垃圾桶设计成戏曲脸谱的外在造型等。这

些都是广场公共设施特色化的代表性尝试方法，能够

共同为特色化设计增添亮点，吸引更多受众的目光[13]。

当然，设计师的设计工作也要从全面考虑，在美观的

造型和贴心的功用的基础上，促成人与设施的互动，

成功唤起人们对设施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从而由被

动变为主动。 

3  结语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进行公共设施的创新设计，

但传统设计的束缚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导致公共设

施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了不小的现实阻力。我国在广场

公共设施的发展上待进一步完善，切实将广场公共设

施的设计当作一项任务，在各个层面展开灵活、积极

的尝试，从而加快城市广场公共设施的发展脚步。在

上文的论述中，对广场公共设施的特色化设计进行了

深入的探析和长远的展望。不难发现，在当前的现实

条件下，城市广场公共设施设计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力

量，积极融入全新的设计理念，以人为本，重视地域

文化的呈现，这才是特色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因此，

亟需对广场公共设施与城市、人之间的协调互动进行

强化，真正将人与设施联系起来，以更加优质的设计

方案和更加出新的设计方法，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广

场公共设施，促成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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