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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城市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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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城市公共设施在数字化背景下的人性化设计。方法 从公共设施中人性化设计原则入

手，针对大众的差异性，明确了城市公共设施中人性化设计的重点。通过对城市公共设施中的交通设

施、信息设施、休闲设施、服务设施的应用案例进行分类研究，展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城市公共设

施中，人性化设计的具体运用。结论 人性化设计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的

运用，提升了城市公共设施原有的功能，使其更加实用化、时代化、艺术化与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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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zed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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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tudies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Starting from the hu-

manized design principles of public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blic, it clears the focus of humanized

design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case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information fa-

cilities, leisure facilities, research facilities are classified, showing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Humanized desig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igital use

can enhance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o make it more practical, age, artistic and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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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工

具等数字化产物的广泛普及，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到

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

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所导致的

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层面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1]。
“数字

化”将成为现代城市成长快慢的重要衡量指标。许多

单一化的设施功能，早已不能满足当下社会日益进步

的物质需求以及精神需求。如何能够使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能够满足城市大众多方面需求，数字化背景下的

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设计便由此拉开序幕。

1 城市公共设施与人性化设计概述

城市公共设施“街道家具”的说法上最先产生

于英国，后来欧美国家称之为“城市元素”。城市公

共设施是城市建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与

城市环境及自然生态相融共生。公共设施发展过程

不单是城市生活发展的需求，而且还是大众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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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过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市民提供各种公共

性服务，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信息设施、交

通设施、娱乐休闲设施和服务设施等，被大众誉为

“城市家具”。

人性化设计指由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人们对

人性化设计的强烈呼吁等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自

从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人本主义”后，无论是工业

产品设计还是人居环境设计都体现着“人本主义”

思想，关注人的需求。人性化设计意为在整体设计

过程中，通过综合探究不同群体的行为、思维、习

俗、信仰等多种需求因素，形成以人为本的设计目

标，使更多使用者在生活中享受到更加贴心的服务。

人性化设计作为当前众多设计领域所共同推崇

的基本宗旨，城市公共设施为了迎合大众的更多需

求，必然要加强其人性化设计，在造型和使用的便

捷上都应多加考虑

[2]
，因此在设计公共服务设施过程

中，只有遵循人性化设计原则，设计合理的公共设

施才能给人带来方便、舒适、快捷的心理感受。在

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再以固

定的模式以及单一的功能呈现，而是加入了许多高

科技产物使其变得更加人性化与智能化。在数字时

代，创新型城市环境中的公共设施数字化服务，使

大众对城市的感受更加亲近。这种技术的运用，巧

妙地将以往形态上的平面化与静态化，开始逐步向

动态化和综合化的方向转变

[3]
。

2 城市公共设施中人性化设计中的原则

2.1 便捷功能原则

方便快捷的功能性是在设计公共设施时首要思

考的问题。服务设施应提供使用者方便、明确的服

务信息，如按键、旋钮、标识等要醒目，便于使用

[4]
。

由于大众受年龄段、教育程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

在具体使用很多具有明确产品属性的公共设施时，

容易造成误操作。在便捷功能的设计原则下，优秀

的界面设计可以使一些公共设施更加实用方便。例

如由于老年人视力的原因，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公

共空间等的导视系统，在应用文字方面就应该设计

得大一些，字体的选择上不能只看重美感，而忽略

字体的实际应用价值，要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感受

[5]
。

2.2 安全可靠原则

城市公共环境中设置的公共设施是否安全是人

性化设计原则中的重要因素。由于使用人群的不同，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行为要充分考虑，不应有

危险因素或不可预见伤害的可能性。为老年人设置

的公共健身设施应安全可靠，对他们的安全考虑较

多，这种心理需要就要求公共设施的功能和操作方

式便于感知，一看即懂，不需要用户去揣摩学习

[6]
。

而为儿童准备的公共游戏设施，除了满足儿童冒险

与挑战的天性外，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城市公共设

施也要从材料、结构、形态等方面，注重设计自身

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2.3 创新独特原则

创新独特原则作为重要的设计原则，应充分研

究开发地所在地域的居民建筑布局和公共设施设计

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并与现代居住建筑规划有机结

合提炼出个性化元素，以丰富公共设施设计的文化

内涵

[7]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应当与本地独特的文化或

者历史特色相融，采取艺术化个性手段展示其城市

魅力。除此之外，公共设施的造型与色彩也是人性

化设计的重要表现途径。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象征

性的色彩语言，对于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下所

产生的色彩，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

[8]
。

3 城市公共设施中人性化设计的重点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在城市中具有相对较长的历

史，针对人类在不同时间段与不同年龄段所产生的

不同需求，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数字化背景下公共设施人性化设计的亮点就在

于互动性，城市居民在满足公共设施带来的实用功

能之外，还能享受参与其中所带来的乐趣。传统意

义上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大部分都属于固定式设计,
以单一的功能和固定的外形为主，缺乏亲和力。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信息化科

技产物日渐成熟，为迎合大众需求，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的单一性一再被突破。由于强调公共设施在使

用中与大众之间的体验和互动交流，人性化设计越

来越被大众所青睐。一方面，人性化设计可以针对

人类的不同需求为其进行全面化的服务，使用户可

以更加便捷地提高生活效率；另一方面，无线传输

和智能触屏等高科技技术的普及与传播，为城市公

共设施的人性化设计创造了坚实的技术平台，直接

突破了传统单一的固定格局，因此，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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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城市空间，能够直接提升人们在城市活动中

的品质与效率。

4 数字化背景下公共设施中人性化设计的

具体应用

4.1 人性化的交通设施

交通设施在城市交通环境中不仅能够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的质量，而且还能够提升城市公共形象。

优秀的交通设施在有效梳理交通的同时，还能体现

各种人文关怀。在城市交通设施中，公共汽车站是

一个典型的代表，常见的公共汽车站包含有广告牌、

休息座椅、遮雨棚等基础设施。随着数字化的不断

发展，智能车站也随之诞生。以韩国首尔公共汽车

站为例，该汽车站有两块内嵌有 36400 个 LED 灯头

的大型玻璃板，受数字化的控制，这些 LED 灯头在

玻璃板间形成许多个浮动的动态图像，乘客可以简

单地通过触屏的方式在车站内进行各种信息的检

索，及时查看到公共汽车的行驶位置、道路状况、

天气变化、周围服务点等有效信息，充实了候车人

的空闲时间。

4.2 人性化的信息设施

信息设施属于城市公共信息媒介部分，多以指

示牌、公告栏、标识牌等形式出现。在数字化背景

下，感应技术、多点触摸技术、声控技术、虚拟体

验技术以及信息共享技术，都是信息设施的主要表

现手段。

数字港湾信息设施见图 1（文中图片均摘自百

度），可旋转的混凝土休息椅与小桌板，免费的 Wifi，
侧面触摸屏能提供城市的各类信息和适时新闻，配有

电源插座，方便公众手机充电与使用手提电脑等。数

字站是在公共环境中提供给人们一个临时工作和休憩

的场所，方便大众临时办公、交流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图 1 数字港湾信息设施

Fig.1 Digital harbor information facilities

在美国纽约公共空间的墙面上也有许多巨型的

LED 屏幕，此类屏幕不仅具有提供城市交通、餐饮、

酒店、旅游等多方位信息的功能，而且还能通过数

字技术使设施自动与使用者进行交互沟通，从而极

大地满足了大众的情感需求以及感受到现代信息设

施的方便快捷。

4.3 人性化的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的功能主要是为人们提供各种社会公

共服务，数字技术的引入拓展了城市公共设施的人

性化服务特性，使其具有了多样化的形态。设计从

结果来看是某种人造物，从过程来看是某种技术的

实践

[9]
。无人看管自行车停车服务设施见图 2，通过

全数字化控制，人们每次在 1 min 即可完成停放和刷

卡取车。直径约 8.5 m，深 11.6 m 的圆柱结构车库可

停放超过 200 辆自行车。自动化与防盗是人性化设

计的亮点，同时垂直竖向的设计解决了地面停车空

间不足的缺陷，改善了城市自行车的停车环境。

图 2 无人看管自行车停车服务设施

Fig.2 Unattended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自动售货机在目前的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中最为普遍，它的存在为人们提供

了巨大的便利。以具有“世界自动售货机王国”之

称的日本为例，当地的自动售货机的数字技术能够

快速准确地识别使用者的年龄和性别，并可以根据

限定条件为使用者推荐不同的专属产品，这种人性

化服务设施在功能“宜人”的基础上，完成了信息

服务的“宜人”。

4.4 人性化的休闲设施

休闲设施包括游戏娱乐设施和锻炼健身设施，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使用人群，其设置要求也有所不

同。总体而言，休闲设施应体现城市的人文与社会

的关爱，满足人们娱乐休闲与审美活动的需求。而

城市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融入了时代元素、电子

技术、数码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

[10]
。这

些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得休闲设施更加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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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秋千休闲设施见图 3，由聚丙烯材料建造，3 种

不同尺度的发光秋千是为适应不同年龄居民的人性

化设计。秋千内部的 LED 照明由微处理器控制，通

过内置加速器测量秋千的加速力而改变 LED 的颜

色，通过速度与力度的改变，秋千会由白色转变为

紫色，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图 3 发光秋千休闲设施

Fig.3 Light-emitting swing recreation

在耶路撒冷的城市广场路边设置有具备夜间照

明、乘车提示、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公共设施，即 4 朵

看上去像被晒蔫了一样的“数字花朵”，数字花朵休闲

设施见图 4，但当有路人经过时，花朵会慢慢展开；当

行人离开，花朵又会慢慢收起。当车驶近站点，花朵

会发出乘车提示，提醒广场上的行人。白天打开时，

巨大的花瓣为底下的行人庇荫；夜晚打开时，则为过

往路人提供舞台般的照明。这种交互性城市休闲设施

创造了和谐的氛围，强调人们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使

得设施具有观赏性、启发性与新奇性。

图 4 数字花朵休闲设施

Fig.4 Digital flowers recreation

5 结语

数字化的到来使城市公共设施产生了巨大的变

化。它的功能性形态确保其服务于社会的每一个人，

对大众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了迎合大众的各种需

求，人性化设计将成为未来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发展的

必然趋势。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公共

设施的形象通过更加动感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更加人

性化的特征，数字化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原有的功能，

使其更加实用化、时代化、艺术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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