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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符合生态美学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方法 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提出符合生态美

学的公共设施的生态特征和设计原则，并从实用性、可持续性和可识别性 3 个方面来探讨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策略。结论 符合生态美学理念的城市公共设施具有可循环再生、可重复使用、材料节约化以及设

计简洁化 4 个特点。因地制宜、和谐共生、文脉延续和兼顾美观是生态美学下公共设施设计的 4 个原则。

实用性是公共设施设计的基础，可从功能实用和生态实用 2 方面实现。可持续性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

重点，可以通过自然生态材料的选择、对自然生态能源的利用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共存方式上实现。

可识别性是空间公共设施设计的亮点，其包含了对当地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的因势利导和古为今

用，实现本土文化的可识别性，不仅有利于城市自然生态和谐，也有利于民众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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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Ecological Aesthetics 

WU Yu-qing, ZHU Yi-wei 
(School of Fine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line with ecological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line 

with ecological aesthetics were proposed, and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explored from three as-

pects: practicality, sustainability and recognizability.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at conform to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ave four characteristics. recyclability, reusability, material conservation and simplicity of design and four 

principles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under ecological aesthetics. adaptability to local condition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aesthetics. Practicality is the basis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which can be realized from both func-

tional and ecological aspects. sustainability is the focu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materials, the use of natural ecological energy and the coexistence with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cognizability is the highlight of spatial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which includes the use of local natural 

landscape and historical and humanistic landscape to achieve the recognizability of local cul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harmony of urban nature and ecology, as well as the people's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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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

政府或组织机构提供，放置于公共场所并服务于民众

的公共物品或设备。其范围宽泛，包含了公共景观设

施、照明设施、交通设施和娱乐设施等，旨在为城市

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1]。 

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公共设施出现

形式单一、与城市文化不匹配、设计元素重复缺乏识

别性、造型缺乏美感、易造成视觉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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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审美需求。另外，公共设施的过

度设计、材料的不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生

态环境问题。近年来，国家把城市建设目标定位在努

力营造以人民为中心，将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色进

行和谐统一，且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上。因此，公共设

施作为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从生态学和美学的

角度研究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

点之一。本文所探讨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主要是指城

市公共开放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设计。从生态美学的视

角出发，探索顺应民众审美需求和自然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策略，为未来城市公共设施设

计和建设提供 1 个思路。 

1  相关研究现状 

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中输入关键词“公共

设施设计”进行文献检索，按照主题相关性排序筛选，

剔除不相关文献后，共检索到与公共设施设计相关的

有效中文文献为 1 141 篇。由于文献样本数量较多，

因此借助 VOS Viewer 关键词共现功能对其进行分

析，将与“公共设施设计”研究的相关文献关键词进

行聚类，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1 所示），发现 
 

相关研究可以分为 7 个主要聚类。 

1）对城市公共设施用户体验、服务设计、交互

设计等创新设计的相关研究。 

2）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设计方法及设计策略的

研究。 

3）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城市公共医疗设施设计的

研究。 

4）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共设施无

障碍设计的研究。 

5）从人性化设计方向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

的研究。 

6）从地域文化、城市形象、城市景观等方向对

城市公共设施地域文化设计的研究。 

7）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计的研究。 

其中，与“生态美学”和“城市公共设施”相关

的研究仅检索到 3 篇相关文献。研究认为从城市生态

美学视角探讨公共文化设施设计要从整体规划、人性

化服务和延续历史 3 个方面考虑[2]。生态美学是体育

公共场地设施设计的重点，地域文化是设计的立意

点，服务功能是设计的立足点[3]。其中 1 篇则以新乡

南太行生态旅游资源维护为例，提到了公共设施生态

化，但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4]。 

 
 

图 1  公共设施设计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1 Key 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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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eb of Science 为文献检索平台进行国外相关
文献检索，通过输入关键词“Public Facility Design”
并含“Ecological Aesthetics”，得到包含“公共设施
设计”与“生态美学”相关研究文献仅 1 篇。该论文
从生态美学视角探索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弹性
城市建设，认为生态美学为之提供了文化、社会经济
和环境效益[5]。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关于生态
美学视角下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景观营造的
研究成果较多，与公共设施相关的研究则是对城市公
共文化设施的研究。截至 2023 年 3 月，暂未发现国
内外有从生态美学视角探索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相关
的研究。因此，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的原则与策略展开探讨。 

2  生态美学的概念和内涵 

生态美学是将生态学理论引入美学而形成的美
学理论体系，是对美学的完善和扩展，是生态学与美
学的有机结合。可以从狭义和广义 2 个方面来解释生
态美学：狭义上生态美学是指人与自然处于生态平衡
的审美状态；而广义的解释则不仅指人与自然，还包
括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均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
是 1 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6]。换句话说，
生态美学是立足于生态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考，从自
然与人和谐共生的关系出发来探究美的本质，根据自
然生命循环系统和自然组织形态确认美的价值，其宗
旨是从审美角度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观照，并以此重
建人、自然以及社会间的亲和关系[7]。 

现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审
美思想为理论根基[8]，在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代儒家
“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和佛家“依正不二”
等传统生态智慧以及中国美学“和合之美”的理念基
础上 [9]，融合西方生态哲学及美学观点而建立起来
的。生态美学理论内涵包括了 5 个方面：人的生态本
性自行揭示的生态本真美；天地人神西方游戏的生态
存在美；自然与人的“间性”关系的生态自然美；人
的“诗意地栖居”之生态理想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
度[10]。生态美学理论的内涵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
主要体现在：将设计作为人与自然的媒介，构建人与
自然的联系，实现人、物和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设
计行为使人与自然节律同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
共生”；通过设计手段推动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有机结
合，促进生态与审美的协同发展；通过设计达成人的
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11]，进而实现具有“诗意地栖
居”理想的“家园之美”[12]。 

3  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原则与

策略 

从生态美学视角下探索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可从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特征出发，研究提出城市公

共设施设计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其设计策

略。可从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特征、设计原则和设计

策略 3 个方面展开研究。 

3.1  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特征 

通过对生态美学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理论研

究发现，符合生态美学理念的城市公共设施通常具有

4 个特点：可循环再生、可重复使用、材料节约化以

及设计简洁化。（1）可循环再生是指公共设施设计中

使用的材料是可循环、可再生的，如天然材料和人工

可降解材料，从根源上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

（2）可重复使用是指在公共设施中运用可重复使用

的材料，如废旧材料的再利用，以及临时性公共设施

的重复利用；（3）材料节约化是指在公共设施设计中

对使用材料的节约，优先利用可再生材料，去繁求简，

减少因追求繁复装饰而造成的材料资源浪费；（4）设

计简洁化是指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公共设施设

计尽可能地追求造型简洁，遵循“大道至简”“少即

是多”的设计理念。 

3.2  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原则 

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包含了人、自然

和公共设施 3 个相互作用的主体（如图 2 所示）。人

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为人提供生存资源和环

境；人设计、生产并制造公共设施，公共设施作为人

造物，是人类文化、审美以及观念的载体，其作用是

满足人的日常使用需求；自然为公共设施提供原材

料，公共设施在材质以及形态上体现和表达自然。3

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此基础上

探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需遵循因地制宜、和谐共生、

文脉延续以及兼顾美观 4 个原则。 
 

 
 

图 2  生态美学视角下的“人-自然-公共设施” 

主体间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man-nature-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1）因地制宜原则。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纬度

跨度大，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时，需因地制宜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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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来设计符合地域自然环

境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公共设施，以体现生态本真

美和存在美。 

2）和谐共生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之精华，也是中国现代化的 5 个重要

特征之一[1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 者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共生共荣，2 者的和谐即为美。因此，在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过程中应做到尊重、顺应和保护

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的重要准则，体现自然与人的“间性”关系的生态自

然美，从而实现生态和谐之美。 

3）文脉延续原则。城市文脉是城市历史文化发

展的产物，是城市重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城

市的气质和灵魂。延续城市文脉，是对城市特有的地

域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基因的延续，通过对其进行继

承发展和创新利用，使每个城市都能展现出独特的文

脉特色和文化风貌，从而使人获得美的体验和感受，

也使城市公共设施具有可识别性。 

4）兼顾美观原则。城市公共设施在城市市容市

貌营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生态美学下的城

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在满足人们使用需求的同时，还需

兼顾美观，使城市公共设施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为

人们带来美的体验。1 个具有美感的公共设施不仅能

够提高人们的使用频率，还可以增强人们的环境生态

保护意识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人们对“诗意地栖居”

的美好愿望。 

3.3  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城市公共设施种类繁多，既有以自然因素为主导

的公共景观设施如城市绿地和公园设施，也有以人工

因素为主导的交通设施、娱乐设施等。因此，生态美

学视角下城市公共设施有自然因素影响形成的自然

美，也有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人工

美。在因地制宜、和谐共生、文脉延续和兼顾美观的

原则基础上，城市公共设施的自然美和人工美可以通

过实用性、可持续性以及可识别性的设计策略，获得

生态美。其实用性是指城市公共设施可满足人们使用

需求，可持续性是指城市公共设施不影响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可识别性则是指城市公共设施具备人文精

神的文化内涵。 

3.3.1  实用性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基础 

实用性是公共设施设计的基础，体现在功能实用

性和生态实用性 2 个方面：功能实用性是指能够满足

人的使用需求，包括易于识别和便于操作；生态实用

性则体现在公共设施引导人的行为生态化[14]。因此，

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共设施实用性设计不仅体现在

人的使用上，还体现在对周边环境生态保护上的实用

性。公共设施设计需要顾及到对其所处周边环境的影

响，从生态角度出发，通过提升公共设施功能的实用

性，采用简洁的设计形式，在保证公共设施能够满足

人们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时，兼顾公共设施的生态实用

性，通过功能设计引导使用者行为生态化。生态美学

下的城市公共设施实用性设计可以从 2 方面入手。 

1）以人为本，功能实用。公共设施的功能实用

性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体现，注重公共设施的

关怀设计，在保证实用性的前提下，根据人类的生理

及心理特征，力求为使用者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休憩、公共饮水等公共设施设计需以满足基本实用功

能为前提，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基础上进行外观设

计。另外，功能的实用性还体现在无障碍通道、盲道

等公共道路设施的人性化设计上，确保有行动障碍的

老年人、儿童及其他特殊人群能够同等地享受设施的

功能和服务[15]，做到将人的使用需求放在首位，是城

市公共设施功能实用性的体现。 

2）设计引导，生态实用。公共设施的生态实用

性体现在通过公共设施造型和功能设计引导人的行

为生态化，从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无意识伤害。从生

态环保的角度出发，研究使用群体的心理特征及行为

习惯，探索符合使用群体行为习惯的公共设施设计，

从而对城市公共设施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布置安

排，促进使用群体养成生态环保的习惯。城市中常见

的分类垃圾桶，就是针对人们行为心理习惯设计的公

共设施，通过简洁的设计形式引导人自主地对垃圾进

行分类，通过公共设施设计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3.3.2  可持续性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重点 

生态美学视角下城市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设计

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上，表现为尽可能地

减少公共设施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合理利用自然界的自然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

自然与人工的和谐相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公共设

施对自然生态材料的选择、对自然生态能源的利用以

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共存上。同时，也是展现城市公

共设施可循环再生、可重复使用、材料节约化以及设

计简洁化生态特点的重要手段。生态美学下的城市公

共设施可持续性设计可从以下 3 个方面展开。 

1）优先自然，适宜选择。这是实现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可持续性的前提。在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

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从场地自身资源条件出发，尊

重所在地区的地形地势、植物水文等先天生态自然环

境，营造公共设施的自然美。在公共设施的选材上需

取材自然，根据当地自然生态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环境

的自然生态材料，特别是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采用

当地较为常见的石材、木材、竹材等天然材质，以降

低公共设施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广东佛山顺德北

滘镇花海中心的花海竹亭设施设计就是依据场地自

然资源条件，遵循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选用广东本

土棕榈叶、竹子等天然材料，取材更贴合自然生态，

模糊了人工与自然之间的边界，采用简洁的设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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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为人们提供 1 个公共休憩设施的同时，降低了

公共设施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 

2）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这是实现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可持续性的基础。公共设施的设计需尊重所在

地自然地形地势、本土植物以及水资源。在充分利用

的同时，注重循环利用城市空间场地内原有的各项自

然资源，如利用本土材料进行公共设施设计，在减少

运输成本的同时，也有利于城市的生态发展。另外，

还可以节约、集约利用当地的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

等自然能源资源 [16]，以节省城市公共设施的运营成

本。纽约市 Bryant 公园中的 CityCharge 太阳能手机

充电桩，就是城市公共设施可持续性设计的体现[17]。

它通过将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来为游客提

供手机充电服务。 

3）保护自然，和谐共存。这是实现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生态可持续性的关键。城市公共设施的可持续

性设计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

用，还需要对空间中的生态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实现

公共设施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从而实现城市

公共设施的生态和谐美。公共设施的设计既要满足人

们的使用需求，还要与所处地区的环境相和谐。除了

视觉上的谐和，还有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从而

形成与自然共生的结构。镇江茅山景区陈庄轻木水榭

设施是 1 处供人们休暇活动的公共设施。水榭沿水而

建，与场地中保留的 2 颗原有树木组合成整体，既保

护了原有环境的生态系统，又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实现了公共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3.3.3  可识别性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亮点 

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文化的有形载体，承载并

体现了城市的文化基因[18]，具有可识别性。因此，不

同城市公共设施所体现的地区自然和历史文化风貌，

是区别不同城市之间特征的标志[19]。对城市公共设施

可识别性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 2 个方面：自然因素和

人工介入[20]。自然因素的影响是指光照、气候和地质

等自然条件对公共设施材质造型的影响；人工介入的

影响则是指从人类生存角度对公共设施的改造和修

饰，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等多个方面[21]。因此，城

市的公共设施能反映出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

价值观，其差异性是构成识别性的重要因素。现代城

市公共设施可识别性可以通过区域自然风貌展现和

历史文化融合 2 种方式实现。 

3.3.3.1  因势利导——凸显地域风貌 

利用城市的本土自然景观来实现城市公共设施

的可识别性。 

1）将城市的地理特色加以合理的利用。南京地

质公园中的休憩设施的设计，就是对该地区地基开挖

时开采出的石块加以循环利用，设计制成该公园中的

座椅设施，既延续了原有的场所故事，又体现出地质

公园的特色和风貌，成为了 1 个具有识别性且具有城

市独特性的公共设施。 

2）利用本土植物营造具有本土地域特色的景观。

不同的城市地理位置和气候存在差异性，顺应地理气

候条件生长的乡土植物也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些

乡土植物在营造地域可识别性景观中有着积极的作

用。昆明市北京路的路灯设施设计，遵循兼顾美观的

设计原则，采用仿生设计方法，选择代表该城市精神

和气质的本土植物山茶花为元素，对其自然形态进行

描摹、提取并应用在路灯设施的设计中，在增强公共

设施趣味性和文化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公共设施的可

识别性和美感。 

3.3.3.2  古为今用——延续城市文脉 

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的可识别性，还可以在设计中

融合该区域的人文历史文化。 

1）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保护性地传承城市中的标

志建筑、历史公共设施等城市记忆景观，并对其进行

合理利用，使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设施。这些具有历

史文化积淀的公共设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

智慧和生活气息，记载了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代

表了城市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底蕴，也是让城市区别于

其他城市的独特公共设施，对这类公共设施的保留与

循环利用，既可以延续城市文脉，又减少了重新设计

建设对环境带来的破坏。西安钟鼓楼作为古代的 1 种

计时设施，见证了 600 多年来西安的变迁和发展。鼓

楼本身反映了西安的历史文化，体现了西安城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行为心理和价值观念，是城市历史上著

名的、具有可识别性的公共设施。西安将这 1 公共设

施一直保留至今仍然在使用，使它成为了现代西安城

市的标识之一。 

2）将城市历史、民俗民风等元素形成文化符号

重构并再现在城市公共设施中。俗话说“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每个地区有自然条件造成的“风”，也

有社会文化造成的“俗”。因此，各地区民众所共同

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都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因地而

异是形成城市公共设施可识别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在

城市公共设施可识别性设计中，尊重并挖掘当地的风

俗文化，提取特色历史文化元素，运用解构重组的设

计方法，将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与风土民俗文化古为

今用，赋予其新的表现形式，使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

能够通过城市设施得以传播和延续。在增强城市可识

别性的同时，也让人们对城市公共设施产生文化上的

认同感和心理上的归属感。苏州公交车站这一城市基

础公共交通设施，其造型设计融入了苏州园林建筑的

飞檐翘角、粉墙黛瓦以及园林的拱门漏窗等具有鲜明

苏州园林风格的装饰元素。遵循文脉延续的设计原

则，采用简洁化的设计方法，在反映苏州城市的气质

与特色、展现苏州城市的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

增强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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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态的和谐发展成

为城市建设的关注点。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环境建

设中的点睛之笔，不仅要满足城市居民日常使用和审

美的需求，还要对城市生态保护有积极的作用。本文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公共设施

需要具备可循环再生、可重复使用、材料节约化以及

设计简洁化的 4 个特征。城市公共设施在设计过程中

要遵循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文脉延续和兼顾美观的

原则。 

在此基础上，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可以通过以人为

本、功能实用和设计引导、生态实用的方式来满足城

市公共设施的实用功能；通过优先自然，适宜选择，

顺应自然，合理利用以及保护自然，以和谐共存来实

现城市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因势利导和古

为今用，使城市公共设施成为城市的亮点和标识。 

因城市公共设施内容的宽泛性和复杂性，以及我

国地域辽阔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未来还可以根据不

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从心理学、民族学和人类学

等多视角对不同种类的公共设施，从设计、材料、技

术和评价等多方面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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