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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方法 结合城市公共设施的构成及其与城市、

居民的紧密联系和价值作用，就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必要性进行探讨，指出当前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方

向，然后从实际出发，结合整体发展，分别从整体性、多功能性、人文性、绿色化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

分析与论证，细化出城市公共设施面对环境、对象、功能、未来发展等因素时的实践尝试，总结相关的

设计经验。结论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其不仅满足着城市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

还对城市的内涵与未来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各个方

面进行完善，能够使人们得到心理慰藉和情感关怀，同时让整个城市更加宜居，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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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de-

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ir close ties with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value function, the work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en, based on fac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depth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we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from integrity, versatility, humanism, green, etc. The city public facilities 

were refined out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 object, func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actors such as practice. Fi-

nally, the design experience was summarized.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undertaking,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various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to a large extent. Improving it to a new level from each aspect can enable people to obtain the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emotional concern, at the same time make the city more livable, more competitive. 

KEY WORDS: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cultural undertakings; emotional care 

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公园、广场和道路等，主要负

责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在展示城市的文化特色

的同时，满足人们更高的生活品质追求。可以说，城

市公共设施的数量、品质以及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状况，影响着城市综合

景观效果。一方面，长椅、凉亭、木栈小路等公共设

施为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愉悦和身心的放松，

也提供了休息、走路和交流的条件，能够让人们产生

更加舒适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公共设施的合理设

计能够进一步凸显城市的文明状态和发展实际，提高

城市的竞争力。基于这些方面，在当前的城市建设中，

公共设施设计引起了人们更多的重视，这一点值得肯

定。然而，功能单一、形式单一等现实问题也一直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有必要理性

地看待城市公共设施的价值意义，从科学视角与实际

情况出发，分析设计方向，研究和总结相关的设计策略。 



306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 月 

 

1  突出整体性 

作为整个城市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城市公共设施

虽然各自独立，但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城市公共设

施在色彩、造型、功能和风格等方面的相辅相成、和

谐统一，不仅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到愉悦，还在使用上

得到满足，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相融合，让整个

城市变得特色鲜明、井然有序，加快了城市形象的升

级[1]。因此，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时，设计者必须将

城市环境、城市居民、城市文化与公共设施联系起来，

在整体的统一与个性的体现中实现更好的设计效果。 

首先，与环境和谐统一。这要求设计者在设计过

程中进行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尝试，即在大致相同的情

况下强调个性，重点关注公共设施与所处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适时适当地增添一

些个性化的装饰，进一步丰富文化的表现，让城市公

共设施真正为城市的整体环境服务，为城市带来新的

文化和力量[2]。比如，将城市公共设施与城市道路相

协调，坚持以互相衬托为原则，结合道路所在的位置

开展合理化设计，以展现更好的城市形象；将城市公

共设施与城市建筑物相融合，促进两者的和谐统一；

将城市公共设施与绿化完美融合，最大化地避免公共

设施对绿化品质带来不良影响，形成相互促进和提升

的艺术效果。 

其次，与城市居民匹配[3]。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

初衷之一就是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对便利性

的追求成为公共设施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之一。这就

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时融入交互设计理念，从城市居民

的角度出发，建立公共设施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信息反

馈系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为他们提供一

个良好的信息传达与互动体验平台。这样的设计才能

深入人心，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 

城市公共设施还要与城市文化相结合。不同的地

域、不同的城市大多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这对公共设施设计而言，不仅是需要认真思考、科学

对待的重要问题，还是对城市文化的一种延续与尊

重，好的公共设施设计能够使公共设施与受众更好

地建立情感联系。比如，将一些城市所特有的典型

文化符号进行艺术化的创造，使其融入公共设施中，

可以让受众感受到一种文化归属感，同时极大地提

升公共设施设计效果，给人带来一种归属感和情感

慰藉[4]。 

2  强调功能性 

城市公共设施设置于不同的场所，目的就是适应

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和功能需求，让人们在城市生活

中得到极大的满足[5]。于是，功能性成为设计者在城

市公共设施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多功

能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更是拥有了极大的设计发挥空

间，成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主要追求之一。 

首先，追求实用性与其他功能之间的互补共促。

这一设计方向要求设计者从使用者和设施功能等方

面全面考虑，从整体视角选择功能，以迎合使用者的

习惯和需求，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共促[6]。比如，

在休闲场所的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者可以将其中的

椅子进行功能化的升级设计，将其下方镂空部分设计

成存储空间，便于使用者存放箱包，还可以在椅背部

分设计可移动的衣架。便于使用者存放衣物。在公共

空间的休憩设施设计中，设计者可以将停车位和座椅

相融合，合理地配置在空间中，实现良好的功能组合，

既可以让人们快速停放车辆，又能够提供一个舒适的

休憩空间，从而给使用者带来愉悦的使用体验。这些

都是多功能设施设计的重要体现。 

其次，满足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转换需求。多功能

设计并不局限于空间和时间，设计者可以结合实际进

行复合式构造设计，借助结构与形式的变化从不同的

空间与时间上满足使用者的各种需求，让公共设施可

以在不同的空间中反复使用，还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

功能转化，让公共设施真正体现出多功能性[7]。比如，

多功能路标系统的设计就可以将导向牌、路灯和座椅

进行组合，将路灯、导向牌、座椅分别设置在上、中、

下三层，有了这种合理的设计，人们在座椅上休息或

阅读时，一旦光线不足，便可以借助路灯的光线。这

种设计适合于城市的公交站附近，其灵活的可变性便

于满足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不同功

能需求。 

3  遵循人文性 

人文性设计方向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的重要

方面，因为公共设施说到底是为人服务，其不仅要满

足人的身体需要，还是满足人的视觉和精神需要的重

要表现，只有做到以人文本，从人的现实需求出发，

才算是最大化地呈现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艺术效果

和使用价值。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老

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促使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遵循人文

性，以更加人性化的设计形式为老年人的生活服务[8]。

因此，这里主要选取针对老年人的公共设施设计为

例，进行设计思路的探讨。 

首先是追求舒适与安全。舒适与安全是公共设施

设计的第一要义。比如，将老年公共设施与社区的环

境结合，多选择绿色的设计材料，同时提高设施的使

用舒适度，做到夏季遮阳、冬季透光；灯光照明，防

滑等方面的设计也应从老年人的安全需求出发，在良

好的设计外观的基础上强调安全功能[9]。 

其次是突出人文与趣味。人文性和趣味性是老年

人在身体机能下降的过程中始终追求的一种情绪，因

此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应对这一需求进行艺术化的

展现。比如，在公共设施的周围设计一些绿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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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花草树木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休闲、娱乐空间和

功能，还可以配合一些娱乐设施，让老年人可以进行

诸如打牌、下棋等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从而让单一

的公共设施变得活泼有朝气，带给老年人以精神的愉

悦与放松。 

最后是融合保护与适用。老年公共设施的设计必

须要能够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并具备强大的适用

性[10]。比如，在公共设施色彩的选择上，设计者不能

盲目为之，必须从老年人的视线特点出发，避免不良

影响，这些都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总

体来说，其色彩的选择应避免过于艳丽，最大化地保

护老年人视力。 

4  趋向绿色化 

绿色环保是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各个行业都在践

行这一理念，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城市的名片，关系着

城市的未来发展，自然也对绿色化设计有着强烈的要

求[11]。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设施的材料、体积

和工艺上。在材料的选择上，设计者应从绿色可循环

利用的材料着手，重点考虑材料的可循环利用率，避

免使用对自然和人体有害的工业材料。同时，材料还

应满足一定的人体舒适性，不会使人体发炎、过敏。

在体积的选择上，设计者应在设计时坚持标准化、简

单化的原则，以可循环利用为准绳，对公共设施进行

可拆卸性设计，这样既可以便于组装和拆卸，还能够

减少设施的体积、质量以及零件总数，对日后的使用

与维护有着极大的帮助[12]。在工艺设计上，设计者应

尽可能地减少工艺流程，以生态化的材料配合先进的

设计手段，提升工艺水平和使用体验。在功能方面，

设计者还可以将公共设施与风能、太阳能等能源相结

合，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只有做到了这几点，

才算是将绿色设计理念进行了切实的应用，才能够使

公共设施的各个环节实现绿色化，从而拥有更加长远

的使用价值，促进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让人

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

的满足，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形象的建立和城

市的未来发展[13]。由此也可以推演出深入研究城市公

共设施的概念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个方面的

实践尝试，恰当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同时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带来物质与精神的满足

与美好体验，使城市公共设施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了更

加紧密的联系。尤其落实了公共设施服务于民的宗

旨，给使用者带来了更加理想的体验感和归属感，这

是其他设计难以达到的高度，也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者在未来不断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内容，有了这些方面

的加持，城市公共设施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

更加符合人们的心意，也更加接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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