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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追求。方法 人性化不仅是当前设计师的设计方向，更是对设计

效果进行优劣分析的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设计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特别是在人们精神需求日

益强烈的背景下，其意义更加凸显。从人性化视角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进行探究，结合公共设施与人

性化的中心内涵进行外延探索，总结两者进行结合的现实意义及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并就地域性的凸

显、多种功能的实现和绿色智能的发展进行逐一论证，以便获得对落实人性化设计更有价值的信息和资

源，得出科学的研究结果。结论 人性化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充分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增强人

们的幸福指数，是实现文化延伸和情感关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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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zed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ZHANG Gang 
(Tianjin College of Commerce,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umanized pursuit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Humanization of methods is not 

only a major design direction of current designers, but also a major standard to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design effects.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s just such an attemp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people's increasingly 

strong spiritual needs, its significance is more pro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zation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center of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are incorporated for the extensi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combination are summarized and demonst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regional 

prominence, the realiz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telligence to obtain more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zed desig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re obtained. 

Humanized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can fully meet people's diversified living needs and enhance people's happiness 

index,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cultural extension and emotional care. 

KEY WORDS: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spiritual needs; humanized design 

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人文精神、艺术内涵的直接

体现，从广场、道路到休憩空间，从公共空间到半公

共空间，公共座椅、垃圾箱、指示牌、公共厕所、候

车厅等都是城市公共设施的代表，它不仅与人们的户

外活动联系紧密，还有着多方面的优势和作用。面对

这样一项复杂的工作，设计师必须充分分析现实中的

各种利弊，将不足之处进行弥补，将传统之处进行创

新，将形式与功能进行升华，以此促进城市的文明建

设[1]。在这其中，人这一因素始终是首要的，因为城

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

务，为人们所生活的城市环境服务，也就是将人作为

设计的中心，始终将人的价值放在首位，以人性化的

设计方向和设计实践创造出更加突出且长远的价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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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公共设施实现人性化设计的必要性 

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有着突出的现实价值，它与

人们的户外活动紧密相连，并随着人们现实需求的增

加而不断变化和更新着自身的功能，无论人们走路、

休息还是交流的时候，公共设施总是能够发挥很大的

作用，让人们的出行和交流变得愉悦而轻松[2]。可以

说，正是那些合理良好的公共设施促就了和谐美好的

环境状态，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幸福感。

即便如此，生活中的公共设施设计难免表现出功能、

形式和搭配上的不合理。它们或许功能单一，缺陷较

突出，没有结合人们的使用需求，导致使用率不高，

或许只是简单堆砌，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造成

各种材料和人力的浪费，相关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人们迫切希望身边的公共设施能够改变一直以来的

千篇一律、功能片面的现实，更加盼望能够有一种理

想的存在形式和功能表现，在和谐统一中将公共设施

的作用发挥到最大[3]。由此可见，人性化的追求是科

学的，也是迫切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公共设施才能

凭借人性化的光芒照亮城市每个角落，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获得更加全面的功能实现。 

2  城市公共设施实现人性化设计的有效路径 

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现状所映射出的问题已经引

起了越来越多设计师的注意，但不得不承认，由于我

国的公共设施设计与建设比西方起步晚，对自身的特

色和价值的把握也欠精准，我国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若国内的设计师只是一味追求

整体的统一，或者盲目模仿那些看上去时尚感十足的

设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而应该从实际

入手，时刻以人为中心，走人性化的发展道路，如此

才能让城市公共设施的特色与性格更加突出，为其实

现更高层面的价值铺平道路。 

2.1  以地域性为出发点，关照人的精神世界 

拥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一大特征，

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共设施设计中所要尊重并借

鉴的[4]。让公共设施能够在实现基本功能满足的前提

下，彰显一种文化内涵，让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和其

他地方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被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

所吸引，如此才能将人性化进行更好地表达，并受到

更多人的喜爱。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自然特征和人

文特征都有其闪光点，所以无论是人们所处的自然环

境的地域差异，还是人们日常活动所造就的人文特征

的不同特点，都需要设计师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实践

中实现公共设施与城市特色的和谐。大到城市雕塑、

喷泉，小到景观灯、垃圾桶，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内涵

的体现，也是地域特征的载体，都是人性化设计可以

利用并创新的良好选择。以滨海城市的公共设施设计 

为例，其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景观、

材料、人文特点等方面的尊重和融入[5]。比如，滨海

城市的自然景观元素有气候、地形、动植物等，这些

都可以融入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还可以在此基础

上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文化植入，如一些传统技

艺、民间节日活动等都可以从中选取精髓，借助寓意、

隐喻的形式造就更加鲜明的滨海地域特色景观，以增

添地域性和乐趣。如此，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才能够更

快、更好地与当地人的情感进行沟通，从而实现高质

量的情感交互。还可以将公共设施的造型进行地域性

的表现，如设计中加入贝壳、蚌壳等生物的造型元素，

或装饰或镶嵌，将滨海城市的特点进行最大化地展

现[6]。总之，设计师要结合地域特性，从多个角度进

行全方位的个性展示，让滨海城市的地域特点在公共

设施中得到更好的表现，借助鲜明的人文与自然特

点，实现传承与创新，达到地域元素与设计的自然融合。 

2.2  以功能性为基本原则，强化人的使用体验 

城市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表现在于功能性。设计师

应结合使用者的现实需求与日常习惯，甚至是年龄特

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优势，将公共设施设计成为

各功能互补并存的形式[7]。第一，模块化。模块化设

计更容易移动和组合搭配，能够满足公共设施多样化

的服务功能。以公共厕所为例，其可以将模块化设计

进行很好的应用。在造型上，以便于拼装的金属卡槽

设计为主，首选适宜批量化生产的环保材料。如此，

公共厕所的功能便有了更多的可能，既可以多个组合

使用，又可以随人流量的变化实现单个使用，在很大

程度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二，交互性。那

些参与式的交互设施设计能够使人与景观互动，并在

互动中获得另一种独特的感受[8]。比如，设计师可以

结合人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体验

进行不同体验空间的打造，让人们在这样的空间中受

光色、声乐、触踩等方面的影响不自觉地动起来，并

在这种体验中感受到新鲜和激情，达到长久的热爱。

第三，群体性。城市公共设施的中心是以人为本，也

就是追求一种人性化，而这就涉及各个使用公共设施

的年龄段，那些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受众对公共设施普

遍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要求。以老年群体为例，他们要

求公共设施拥有适老性，能够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更好

地进行娱乐和休闲锻炼。比如，使老年人的身体特征

与环境相协调，增加无障碍通行设计，让轮椅有专用

道；对相对狭小的道路加宽，划分主道与特殊用道；

适当增加健身器材和交流广场的设计和建造，让老年

人在内心深处充满暖意，感受到一种被尊重的情感，

提高安全感；在色彩上可以选择暖色调，从视觉上给

其带来一种安全感。有的城市还针对老年群体进行适

老性的改造与调整，以舒适、适用的安全座椅体现人

性化关怀，让老年人能够在这种舒适、安全的环境下

使用公共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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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绿色智能为发展方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了实现快速且长远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开始朝着绿色智能方向发展，公共设施的设计建设也

不例外，除了要以绿色为前提，还要求将智能化设计

融入其中，保证各个设计环节的安全与准确，让生活

在其中的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最终将人性化设计落

到实处[9]。第一，生态环保。鉴于当前城市中的钢筋

混凝土建筑众多，而城市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人们

的生活节奏又很快，所以对清新空气和生态环保的要

求成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一大追求。有的设计师在

设计休闲座椅的时候，不仅采用对人体无害的再生材

料，以便回收和利用，还将座椅的形式设计为环形，

在中间加入适当的绿植，营造亲近自然的空间氛围，

提高公共设施的亲和力，让人们见到便能产生愉悦和

放心之感，从而乐于使用[10]。第二，科技应用。世界

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每一个科技的进步都能带来巨

大的变革，公共设施的设计方向与思路也随之变化

着[11]。比如，将太阳能发电技术应用于公交车站的设

施中，从而将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候车者。同

样，无人售货亭也是一种科技的体现，其设计也遵循

人性化的原则。只要扫码就能开门并取走商品，让人

们实现了在无人的环境中购物。可以说，人们一直在

努力创造更高质量的公共设施，体现人性化的一面，

而好的公共设施也要靠人们的日常维护才能更加长

久，如此才能促成和谐统一的局面[12]。 

2.4  以形式美为设计法则,符合人的审美趣味 

公共设施的使用对象是人，人是具有审美需求

的，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人性化的设计就必须要具备

审美性，如此才能符合用户的审美趣味，给人带来美

的感受。为此，公共设施设计需要遵循形式美的设计

法则，尤其是要把握好对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以

及节奏与韵律。 

2.4.1  对比与统一 

在形式美法则中，对比指的是将反差很大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主题更加鲜明，特色更加突出。

统一指的是在包括设计风格、设计元素、设计环节、

搭配等方面做到整体上统一。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不

仅要有差异性，有适度的对比和变化，也要讲求协调

性与统一性，使整体设计风格不突兀。 

2.4.2  对称与均衡 

所谓对称，是指相对的两部分在形状、大小、长

短、排列等方面都是相等或相当。在艺术设计领域，

对称指的是整体中的各个部分相互对应，有着严格的

格式和规则。所谓均衡，指的是从材料、结构、大小

等方面给人一种平衡、协调的感觉。在公共设施设计

中，要注意对称性设计，但是过于绝对的对称会使公

共设施单调、死板、僵硬，因此可以考虑加入不对称

的因素，从而使整个公共设施呈现一种动态的均衡美。 

2.4.3  节奏与韵律 

节奏与韵律不仅仅指音乐上的形式，在设计中也

非常关键。所谓节奏，指的是同一元素反复出现所产

生的感官体验。所谓韵律，近似节拍，是一种波澜起

伏的节拍，能够使人产生一种井然有序、有规律的感

觉。当形、线、色、块整齐有序地重复出现，或重复

排列，且富于变化，就能得到韵律感。在公共设施设

计中，应该遵循节奏与韵律的形式美法则，把握形态

结构和空间环境的主从关系，考虑材质与色彩，设计

出具有节奏与韵律感的公共设施。 

3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不仅是城市的形象代表，还是为人

民服务的载体，将其进行人性化的设计表达更是促使

其作用最大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如此，不仅能让人们

从中感受到一种安逸舒适，更好地体味生活中的美，

还能在更高层面实现一种情感关照，让人们的幸福感

随着公共设施的助力更加强烈[13]。只是，在实际的设

计应用中，部分设计师对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缺乏足

够深入理解，对于人性化的表达也没有从功能性视角

深入分析和创新，在科技与生态的落实中也有所欠

缺，导致公共设施的整体效果和作用发挥不够理想。

想要更好地将人性化内容融入其中，让城市公共设施

成为城市的亮点，设计师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除了

结合城市的发展实际进行灵感的捕捉，还要从生活在

其中的人们的视角进行艺术化改造和升级，更要综合

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真正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求为

指引，实现各个层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协调，唯有如

此，才能让城市公共设施在未来更好地为人们的使用服

务，进一步强化体验感和归属感，从而变得更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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