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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理解动线对商业空间的作用及重要性，并加强商业空间动线与视觉关系的研究，以此提

升商业空间的体验感受和销售盈利。方法方法 通过对商业空间现存动线混乱、其引导与可识别性不足和

缺乏特色与主题等问题的分析，结合行为主体对在商业空间中的心理需求、空间认知需求和行为引导

需求，分析商业空间环境中动线的设计要求。结论结论 对现代商业空间而言，清晰的方向引导与空间意

象是商业行为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动线作为认知与行为的最主要载体，表达了主体认知行为的

过程，体现了与客体空间的互动。因此，商业空间里的人流交通动线应成为一种迎合消费群体需求，

给消费者带来愉快体验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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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moving lines for commercial space，and strengthe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moving line of commercial space and vision，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feeling and profit⁃

able of the commercial spac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of commercial space like moving line confusion，

less identifiable，and the lack of features and themes，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psychological，spatial cognition，behavior，

and workplace experience in the commercial space，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commercial space environment moving lines

are analyzed. To the modern commercial space，the clear direction to guide and space imagery is the basis of commercial ac⁃

tivity and development to occur.The moving line as the main carrier of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expresses the main pro⁃

ces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reflect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object space.Therefore，the moving line in commercial space

should be a requirement to meet the consumer groups，to give consumers a pleasant experie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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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型商业空间多为复合型空间体，其空间具

有体量大及功能多样性、室内外空间功能模糊化等特

性。在规划中其动线组织作为视觉认知与人流行为的

主要载体，表达了主体对空间认知行为的作用过程，体

现了与商业客体空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商业空间里

的人流交通动线应成为一种迎合消费群体需求，并对

消费行为进行诱导的引导系统，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

哪里，要去哪里，并有效地参与到商业行为当中去。本

文将从消费主体的心理需求、空间认知、行为引导以及

场所体验四个层面探讨其对动线引导性的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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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空间环境现存的问题

动线组织作为连接空间中各功能单元的纽带，决

定了主体对空间功能的使用次序，从而使空间格局更

好的满足人的需求。所以动线布局的优劣对于一个

商业空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代商业空间的动

线组织却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动线布局混乱

如果商业空间的动线设计只是一味追求空间层

次的多元变化和看上去的绚丽多彩而缺乏清晰明确

的动线组织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引导，那么必然会导

致消费者的行为混乱，迷失方向，消费者一旦找不到

想要去的地方，想要买的东西，必然会放弃购买行为，

这也就直接影响商业空间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2]。

1.2 可识别性差

意象不是每个个体对客观事实的反应，而是每个

主体通过自身对环境的感受和印象组织成一个完整

的画面呈现在脑海中。商业空间如果过分强调对商

业氛围的营造和各环境要素的夸张组合叠加，而忽视

对空间可识别性的强化设置，这将会对严重影响到消

费者对空间的感知能力和消费心理。

1.3 缺乏特色与主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消费模式已经

由单一的购买物品向体验式消费转化，体验式消费强

调的是消费者与商业空间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如果商

业空间的动线布局或气氛营造过于乏味，消费者就会

容易感到无聊的疲惫，从而降低购买欲。研究表明，

如果其余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与性和趣味性更

强的商业空间会吸引更多的消费主体，这种有趣味性

的互动体验通常可以为商业空间带来增加 30%到

50%的利益增长。而在笔者实地走访中发现，一些项

目并没有自身明确的主体与定位，通常打着“欧式小

镇”、“江南风格”的名号赚人眼球，对当地的景观、文

化、要素挖掘不深，大多数只是在外观上进行了高度

模仿，但是却没有实质内容值得深究。

2 动线与主体需求

现代商业的发展已经意识到人性化服务对商业营

销的重大影响，所以对消费主体的需求关注度日益提

高，谁能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谁更以人为本，谁就能

在商业战场上获得先机。正是为了满足这种人性化的

需求，体验式消费会逐渐成为占主流的消费形式。

2.1 满足需求的多样性

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增

长，更多的消费类型由最初的解决温饱问题的单一购

买消费模式开始向享受购物过程的体验式消费模式

转变，这时候消费者不在仅仅只是有单纯的物质需

求，而精神上的需求也是日益丰富，消费需求趋于个

性化和多元化。人们希望在购物的同时能够获得一

种休闲和放松的享受，又或者体验到不同的文化来丰

富自己的精神需求，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

足。某大型商业空间设计见图1（图片摘自百度），此

设计是在满足区域消费群体的消费这一基本原则的

基础上，进行的商业项目开发设计，具有项目全面、营

业服务面积巨大，室内外空间功能互借，给人全新的

购物享受，而它偌大的开放式空间俨然让这个商业空

间变为了一个集百货、品牌销售、文娱与餐饮为一体

的商业街区，这种复杂的功能设置，尤其需要在空间

动线的规划设置上加强与视觉元素的结合，让消费者

在复杂的购物空间内时刻感受到所处方位的信息引

导[3]。正是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多样性促使了商

业空间向多样性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也间接导致商

业动线也必须适应并指导这样的多样性变化。

2.2 符合需求的层次性

正是因为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发展，人的需求也发

展的越来越快。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六个层次，每

满足一种就会出现另一种新的需求，并且这些需求之

间是互相关联的。这样看来，商业空间的动线就应该

最先满足人最底层需求——生理需求，所以对于商业

图1 某大型商业空间设计

Fig.1 A large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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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动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功能性和安全性。

在此基础上，动线可以再满足人的趣味性，互动性等

更深层次的需求，将动线与空间体验相结合，使空间

内涵更加丰富、空间层次更加立体，从而营造出一个

更有特色、吸引眼球的商业空间[4]。

2.3 激发需求的潜在性

研究表明，在每个消费者的需求中，显性需求通

常占需求的10%，而其余的90%都是隐性需求，当显

性需求被满足之后，隐性需求就会转化为显性需求，

这就是说在需求和行为之间还存在各种中间变量。

所以，商业动线对消费者的引导需要在满足消费者的

显性需求的同时，更多的能把剩余的隐性需求也转化

为显性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潜在性与不确定性，尽

可能多的让消费者接触到商业空间的各个角落，使消

费者与尽可能多的产品相接触，并通过对动线的独特

设计和趣味性的媒体设置来延长消费者的逗留时间，

从而激发出消费者更多的潜在性需求，这是商业空间

动线设计的基本出发点[5]。某卖场平面布局图见图2

（图片摘自百度）。

通常卖场中主通道的两侧，是最能吸引顾客目光

的地方，因为这里是顾客必经之地，商家通常会这里

放置色泽鲜艳、引人注目、季节性强的商品。能够有

效的提升购买率。陈列货架两头的端架位置也是卖

场中顾客接触频率最高的地方，因此这里可以放置高

利润，季节性，厂家想进行促销的商品。这里所说的

商家用来强调商品卖点或者是重点宣传当季产品的

位置就是销售兴趣点，商业空间中经营者可以通过对

动线中自然形成的这些兴趣点的利用来吸引客流，制

作销售计划，达到销售目的[6]。

3 动线与空间认知

空间认知是人对环境信息的一种感知。现代商

业空间是一种由人的自由流动行为所形成的公共场

所，消费者通过对商业空间环境的认知后反映在心

里，形成一种场景意象，而这种意象营造结果的好坏

是取决于于消费者自身的适应能力的[7]。而动线作为

主体认知的主要媒介，所引导的认知有分为方向认知

和格局认知两个层次。

3.1 引导方向认知

一个良好的商业空间认知环境对动线的基本要

求就是消费者能在该空间内轻松地辨别自己的坐在

位置和前进方向，并能根据自己当时的所在地和目的

地的位置选择最为合适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如果消

费者在行动过程中总是遇到连续不断的转弯，或是很

多的岔路口，以至于最终很难轻松找到自己的目的

地，这种认知环境会严重干扰消费者的情感认知阶

段，消费者会感到挫折，失落，甚至是愤怒，从而产生

不想继续购物的心理状况，决定离开。更严重的后果

是给消费者留下极其不好的印象，以至于消费者不愿

再次造访，这样会更长远的影响到商店的利益。因

此，商业空间的动线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给消费者一个

清晰的引导，帮助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在位置并且

方便快捷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8]。北京SOLANA蓝色

港湾平面图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

3.2 引导格局认知

福克的环境观认为消费者的行为通常都具有强

烈的目的和取向性，他们自身会在经历过环境后对环

境信息进行加工与理解，并结合自己的知觉、记忆和

偏好，在头脑中呈现商业空间的基本格局与面貌。简

单地说，就是消费者能够通过大脑对环境格局的认知

来规划出自己的行动路线，并到达目的地。对动线引

导性的深层需求就是清晰的格局认知，这要求动线系

统不仅清晰整体而且协调[9]。英国学者比尔·希里尔

图2 某卖场平面布局图

Fig.2 One market layout

图3 北京SOLANA蓝色港湾平面图

Fig.3 Beijing SOLANA Solana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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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动线的“整体性”是它引导功能深层需求，如果对

动线的设计过于局部化，那么空间就没有整体性，从

而会影响消费者对其的认知能力，影响购物过程。

4 动线的引导功能

日本学者渡边仁史在《环境心理》一书中总结了

相关研究，将空间中的行为定义为“带有目的之活动

的连续集合”，商业空间的动线主要研究的是消费群

体的流动行为，即人为了达到消费目的进行的一系列

活动。通过调研发现，商业空间内的人的流动行为可

分为三种，分别是目的性流动、选择性流动和自由性

流动[10]。

4.1 引导目的性流动行为

目的性流动行为主要指行为主体在商业空间内

有目标地定向移动，比如停车，目的明确的购物和就

餐等。这类消费者在行动之前通常已有了明确的目

标，他们希望以最方便快捷地方式达到目的，达成了

自己的目的后以最快的方式离开。因此人们在行动

过程中会注意力高度集中，通过标识系统的帮助绕过

障碍物并选择最佳途径直奔目的地，在遇到困难时，

会立刻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此行为过程对应的动

线形态相对简单并且受外界影响较小，通常由起点与

终点两点构成，表现为直线型、环型或L型，这也是动

线设计最基础的形式。这类行为对动线的最大要求

是便捷与可达，同时要求避免形成拥堵的人群[11]。但

通过调研发现，这种简单的目的性的流动行为通常只

是消费者整体行为构成中的某一个阶段，而不是单一

的完全的目的性消费

4.2 引导自由性流动行为

自由性流动是指消费者在商业空间随意的没有

明确的目标的流动，该类型的消费者在商业空间内主

要目的只是漫无目的的随意看看，休闲、散心。这类

消费者在人群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此类消费者的特征

通常是脚步缓慢，视线四处游走，行走路线和方向容

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同时人流的方向和密度等

外界因素也会影响人流的动线。与目的性流动不同，

自由性流动行为的形态并不确定，对动线的要求表现

为体验性与参与性，需要空间中有足够多的吸引点来

引导消费者的行为，并激发出购买欲望。伴随着体验

式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都发

生了很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把在商业空间的消费

过程当做一种享受和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做动线

设计时，应根据时代变化的特点，在便捷可达性与选

择多样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并尽量形成尽可能多

的吸引点，来满足自由性流动的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做到环境与行为的相互影响与融合[12]。

5 结语

从商业空间现存问题入手，分析商业空间组织对

动线的各种需求。即将动线作为运动引导系统需要满

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引导清晰空间环境认知、组织异

质流动行为以及结合场所体验。在此基础上，动线设

计应遵循导向清晰、意象可读与主题鲜明的原则。设

计出一个好的动线系统，对整个商业空间的运作的至

关重要的，好的动线不仅能给顾客提供一个良好的购

物体验，还能为商家增加更多的销售量从而获得更高

的效益。它客观地反映了商业空间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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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弥补了现有麦秆制品的材料单一性、设计陈

旧感，为开发麦编产品的创新思路做出了示范。

5 结语

中原麦草编织艺术是农耕文化下衍生的一种独特

的民间工艺，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岁月的冲刷，中原

麦草编结工艺不仅体现了中原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

还显示了独特的地域蕴涵[7]。这项民间手工艺所折射

出来的手工技艺及人文风情，正是如今创意产业化大

潮中我国艺术文化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8]。

中原麦编创意家居品设计强调手工艺术与现代生活及

设计的关系，使其重新回到生活场域，注重艺术性、舒

适性、环保性，让人们感受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同时

也继续做好对民间工艺的保护和传承的本位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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