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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公共设施存

量不足与质量太差导致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强人意。文章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基础，探索基

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创新设计原则。方法 以用户为中心，从公共设施设计的社会

可持续性内涵出发，提出从提升整体服务价值、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及基于设施全生命周期等三个角度进

行设计研究。结论 为了提升公共设施的社会可持续性，以“场”为基础进行公共设施设计的前期研究，

关注公共产品功能的普适性，进行基于闲置的共享平台的可行性探索与设计和提升设施的功能可拓展

性，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前提，进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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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FANG Min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domestic urba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servi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However, in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and poor quality lead to low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in cities.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design principle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level. Centering on customer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sus-
tainabi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the design was studied from improving the value of services, equalization of services 
and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faciliti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field”, focusing on the universality of public product functions, con-
ducting feasibility exploration of sharing platform based on idle and enhancing the functional scalability of the facility. On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of the city,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re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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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持续是人类社会延续与进步的必然逻辑，

它强调社会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机制和目

标[1]。在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战略下，社会可持

续强调更为公正、全面、协调的发展。社会可持续的

核心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早在公元前，我国的古典

论著《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已经提到：焚林而田，

竭泽而渔乃诈伪之道，如此则后将无复，非长术也。

现代学者和古代先贤们的论述中明确表明，社会可持

续旨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

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社会可持续是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公共设施是城市服务系统的重要触点，其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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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接关联着城市“以众为本”的发展目标。十九大

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

百分点，城镇化率达到 58.5%。城市居民的不断扩增

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达

沃斯论坛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很

大成就，但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足仍是短板。目前，中

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 38%、北美

国家的 23%。面对庞大的社会需求与有限的经济投入

之间的矛盾，公共设施的社会可持续性设计研究势在

必行。 
面对用户对公共设施需求的增长与公共设施存

量不足的矛盾，如何寻求设计的介入是本文研究的根

本。基于社会可持续的公共设施设计研究，将以用户

为中心，以满足城市与用户的和谐、自由相处为基础，

探讨公共设施设计的策略，从而达到提升城市公共服

务水平、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终目的。 

1  公共设施设计的社会可持续性内涵 

1.1  公共设施服务的均等化 

汉语辞典中“公共”的含义为共同进行平均分配，

其本质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平是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均等性是

其服务大众的基本属性[2]。然而在前期调研中发现，

目前城市的公共设施由于设计、设置及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导致其分别在地域、群体服务、时序等维度产

生了不均等的现象，比如地区分布数量及质量差异较

大、少数社会群体及弱势群体无法享用公共服务、供

应与需求配比不及时等[3]。公共设施供给和需求的不

匹配，将直接导致社会服务均等化的缺失，更会造成

社会隔离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设计的角度介入，研

究加强公共设施服务均等化的策略，从城市用户的公

共生活方式、提升生命意义等要素入手，加以提炼、

设计。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善民生的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因此，无论是社会宏观的发展

导向，还是用户的微观需求，保障与提升公共设施服

务的均等化都是提升我国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

途径。 

1.2  以提升服务价值为导向 

数据显示，目前服务业已是我国的第一大产业，

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在日益增长，对服务内容的需要

也日渐增多。服务设计是目前设计行业发展的热点，

有效、高效及与众不同是服务设计的关键目标[4]。产

品作为服务系统所有触点中的关键环节，是提升整体

服务水平的重中之重。提升公共设施的服务价值，一

方面要采取“产品+服务”的设计模式，另一方面，

要以服务设计的生态性思想为指导，将生态设计与城

市发展融为一体，用生态学的理论来展开公共设施的

设计研究与实践，将单纯关注数量的粗放型投入转变

为提升整体品质的集约型投入，双管齐下，乃是提升

产品、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于帮助用户获取更多的

公共服务资源，提升全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大有裨

益。以提升公共服务价值为导向的公共设施设计，需

要增强公共设施产品的普适性、设施使用的开放性、

功能开发的合理化与可拓展性、产品功能服务的可持

续性等内容。 

1.3  基于设施全生命周期的设计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设计，是当下社会循环经

济发展的要求之一。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资

源闭环的流动模式，是基于生命周期设计的目标。城

镇化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要求的提升对公共设施存量

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盟相关研究数据结果显

示，产品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损耗）中 80%是在创意

和设计阶段决定的，通过设计的介入来寻求公共设施

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建立可持续的生产和使用方

式，对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意义重大。 
基于设施全生命周期的设计，即要考虑利用资源

的最简、低影响资源的运用、产品生命最优、部件寿

命的延长、易于维修、方便回收等方面[5]。在对国内

公共设施用户满意度调研中发现，除了设施存量不足

之外，产品损坏和维修周期长分别排在用户最不满意

的第四和第六名。然而设施是否易于维修与更新，是

在设计开发阶段需要考虑的。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充

分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所有需求的设计，对于提升

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基于社会可持续性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2.1  以“场”为根本的基础设计研究 

在公共设施的设计研究中，以“人-事-物-场”为

基点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用户更系统地体会空间整

体的生物系统[6]。在汉语释义中，场除了指处所、集、

地方等含义之外，还指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

如电场、磁场，并由此延伸出“气场”一词。气场是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何物质的存在都有气场伴生，

空间亦如此，即对“场”的研究包含物质和非物质的

场两大类。公共设施作为场中的重要角色，在保证该

空间的物质与精神功能能顺利实现的过程中，意义重

大。以“场”为根本的公共设施设计研究，应面向基

于综合体验的前期设计研究及用户研究[7]。 
以焦作市人民公园为例，该公园始建于 1957 年，

是本市最早的综合性公园，其位于老城区繁华地段，
公园周围长期居住的人口密度大，公园各功能空间利
用率高。调研发现，人民公园公共设施相对齐全，空
间功能划分明确，其中场地特征最为明显的有老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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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区、儿童活动区、健身锻炼活动区三类区域，三类
区域的空间“场”体验感强。以老人活动区为例，人
民公园老人活动人数多，针对不同类型的活动项目均
有相应的空间划分，比如锻炼（散步、打太极、甩鞭
子、抽陀螺、跳舞等）区域、兴趣小组（打牌、下棋、
唱戏、乐器演奏等）区域、休闲（聊天、晒太阳、观
赏等）区域等，区域功能特征明显。但是与特征鲜明
的空间相对应的是，各功能空间的公共设施的特征有
些模糊，存在陈旧化、同质化、非专业化等现象，焦
作市人民公园休息设施见图 1。 

以“场”为根本的公共设施设计即从空间的功能
属性出发，以该空间的活动内容、活动人群的需求为
根本，进行公共设施的研究与设计。与该空间“气场”
一致的设施设计，对于强化空间特征属性、明确空间
功能属性、提升空间整体服务品质意义重大。课题组
针对公园锻炼区的户外公共座椅进行再设计的方案
见图 2，方案一旨在解决健身区用户无处挂衣物的问
题，方案二则从外观上展示出与水面景观相似的“气
场”，因此放置在水边较为合适。 

2.2  公共产品功能的普适性 

普适性的设计思想在于强调从一般到特殊的，以

人为本的理念，随着社会对无障碍设计的关注及设计

从业人员对通用设计和无障碍设计了解与实践的不

断加深，我国公共区域的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与应用在

设计和制度上都越来越完善[8]，无障碍设施，如清洁

设施、交通设施等的存量越来越多，体现的人文关爱

也愈加浓郁。然而，在课题组对一个有无障碍设施的

公共洗手台的设计调研中发现，近 80%的普通用户提

出在普通洗手设施有用户使用而无障碍设施空闲的

情况下，会为了节约时间使用无障碍设施，并愿意为

此弯腰去适应原本不太舒适的洗手台的高度，诸如此

类的情况还出现在有用户排队的公共卫生间等。 
针对调研结果，课题组提出普适性的共性和规律

不仅仅是从一般到特殊，它应是在特殊和一般之间的

双向循环。公共设施服务目标的定位决定了其服务对

象的普适化，基于城市化进展的加快与社会对于高效

率服务需求逐渐提高的现状，提升公共设施的服务效

率是必然趋势。作为设计从业者，笔者认为在不影响

所有用户群体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产品一般与特殊的

边界可以适当延伸，如公共洗手台设计（见图 3），

通过合理的设计延伸了产品服务功能的边界，使得公

共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提高，也实现了公共设施资源

利用的可持续性。以此理念为指导，课题组进行了秋

千设计（见图 4），可供双面使用的形态设计既能满

足保护幼儿安全的需要，同时也能供较大的儿童正常

使用。 
 

 
 

               棋牌爱好者活动区                       休息聊天区域                   戏曲爱好者活动区 
 

图 1  焦作市人民公园休息设施 
Fig.1  Rest facilities in Jiaozuo People's Park 

 

 
 

方案一                                     方案二 
 

图 2  户外公共座椅设计 
Fig.2  Design of outdoor public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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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洗手台设计 
Fig.3  Design of public sinks 

 

 
 

图 4  秋千设计 
Fig.4  Design of swing 

 

2.3  基于闲置的共享平台设计 

共享经济的发展使得国人享受到了众多的共享

资源，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雨伞等，但是目

前国内的共享产品基本是在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发展

起来的，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典型的 B2C（Business to  
 

Customer）模式，并非共享经济本质的基于闲置的

C2C（Customer to Customer）模式[9]。提升资源利用

率是可持续设计的重要方向，基于闲置的共享平台设

计可以实现资源的多向流通，高效利用[10]。但是由于

用户素质、征信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的情况，C2C
模式的共享在国内的大范围应用还有较大障碍。但是

调研过程中发现，用户在某些领域对于 C2C 共享模

式的发展意愿需求表现明显，在青岛、银川、北京、

西安等地居民小区内兴起了“友善之墙”（见图 5），

居民把闲置物品挂在墙上，提供给有需要的用户。诸

如此类的友善墙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均有设置，

不少地方运行效果良好。 
友善墙的良好运行显示，居民一方面有分享出去

的意愿，另一方面也会对邻里共享的物品产生需求。

调研发现，居民除了对友善之墙上出现较多的衣物类

的共享有兴趣之外,对其他家庭日常用品的共享也有

相应需求，比如工具，只是工具的共享无法通过友善

墙的方式实现，居民在生活中一旦产生此类需求的时

候往往是通过邻里之间相互借用的方式来实现共享。

基于社区内用户的需求及对共享模式和共享可行性

等方面的调研分析，课题组对社区用户反应较多的工

具共享进行了共享思路设计（见图 6），并完成了共

享工具的终端设计（见图 7）。通过“工具共享中心”

装置的设计与实现，一方面实现了用户与用户之间基

于闲置模式的工具共享，提高了产品利用率；另一方

面通过管理人员专业的管理和维护，能延长工具的使

用寿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 

    
 

图 5  城市内的友善墙 
Fig.5  Friendly wall in the city 

 

 
 

图 6  小区共享工具思路设计 
Fig.6  Design of community shar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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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共享工具装置设计 
Fig.7  Design of shared tool device 

 

2.4  基于功能扩展的设计开发 

由于空间属性的不同，城市中的一些公共空间在

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会体现出不同的功能属

性。单一功能的设施往往无法完成各时段用户的共性

需求[11]，这是导致用户对公共设施满意度不高的原因

之一。以焦作市龙源湖公园北广场为例，龙源湖公园

北广场面积约 40000 m2，其中包含标志性建筑夸父逐

日雕塑和焦作市域地图的铺装等元素，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公园整体舒适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在此

进行休闲活动。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从周末的儿童

相约玩耍到工作日成年人聚集开展活动，从清晨的老

人抽陀螺、甩鞭子、打太极到夜晚的广场舞、健步走

等，该区域在不同时段体现出了其功能的多样性。但

是，在课题组对该空间整体满意度的调查过程中，

76%的用户认为休息设施缺少是他们对该区域整体

功能不满意的一大因素。观察发现，广场附近为数不

多的休息座椅存在距离用户活动区过远、数量太少等

问题，无论何时多数需要休息的用户都只能选择在附

近的台阶、路肩石、石墩处短暂休息。 
公共设施存在于广场中会对广场大面积空间的

整体性产生破坏，这是广场上休息设施数量过少的原

因之一。但是占地面积小的照明灯具是广场设施的必

须品，因此，课题组提出了的多功能灯具的概念设计

（见图 8），通过改变结构形式实现其路灯与坐凳的

双重功能，一定程度上能满足用户白天短暂休息的需

求，并且不会破坏广场空间的整体性。目前该方案已

经申请获批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见图 8a）。同时，

针对支路照明路灯功能的可拓展性，课题组提出了路

灯方案设计（见图 8b），通过简易的可倚靠、可放置

小物件的休息设施的设置来拓展路灯单一的照明功

能，满足需要在路灯下短暂停留的用户的需求。 
基于功能扩展的公共设施设计开发，是对公共设

施功能的可持续设计，但是部件数量的增多及功能结

构的多样性，会降低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增添管理与

维护成本。因此，从可持续设计的角度出发，以功能

扩展为目标的产品开发，应关注用户安全被保障的 

 
 

                a                    b 
 

图 8  功能延伸的路灯设计 
Fig.8  Design of functionally extended street light 

 
程度[12]、功能可扩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易于更新的

功能模块、易于维护的结构设计、易于操作的产品界

面等。 

3  结语 

公共设施是改善城市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城市

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其可持续性研究一方面利于提

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助推了整个社会的

可持续性发展。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不断深

入，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正在不断改变。2000 年 
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 2015 年通过的 2030 议

程中提到，从 2015 年起到未来的十五年间，可持续

发展实践主要表现出以人为中心、国际合作、和平、

繁荣、全球环境安全五维一体的逻辑特征。合作、和

平、平衡不仅是当前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词，

更是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公共设施的社会可持续性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

水平的重要策略，通过可持续性的设计策略帮助国内

多数城市解决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对于建立完善的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的短板现状意义重

大。同时，良好的公共服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等的重要因素，是让城市的整体发展

更多元化、更有保障、可持续的良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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