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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中公共设施的设计思路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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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公共空间对公共设施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总结多样化的设计策略。方法 遍布城市

不同公共空间的公共设施是与人们联系紧密的一种物质形式，是公共性与交互性的统一，代表着人们的

现实生活质量。从公共空间中公共设施的基本性质和存在价值入手，以整体性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并结

合当前的社会发展实际与人们的现实需求，深入公共空间中公共设施的内部细节，分不同方面就其设计

思路与创新方向展开探讨，最终以通用性、审美性、人文性等基础特点为支撑，从不同的设计细节与具

体方法展开系统的研究与论述。结论 公共空间的属性不同，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也多有不同，在具体

设计中应从整体的设计追求与功能出发，遵循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为公共空间增添亮点等要求，促就

更大意义上的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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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dea and Practice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ublic Space 

WANG Xi-jin, ZHAO Ling-zhi 
(Suihua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Suihua 15206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space for public facili-

ties, and summarize diversified design strategies. Public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public spaces of cities are a kind of material 

form closely connected with people, which is the unity of publicity and interaction, and represents the quality of people's 

real life. From the basic nature and the existence value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ublic space, overall examination was con-

ducted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real needs, in-depth in-

ternal detail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ublic space as well as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direction were discuss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Finally, with versatility,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upport,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were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design details and specific methods. The properties of public space are dif-

ferent, and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it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 specific design,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pur-

suit and function an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of relieving people's mental pressure and adding highlights to the public 

space, 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functions in a larger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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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共空间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形象，是浓缩的

现实百态，所以构建良好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

看，是在建设一座城市、打造它的形象、完善它的功

能[1]。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并提升城市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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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呢？大家知道，城市公共空间的打造并不是盲目

的，其关系到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城市公共空

间除了是一个良好的休息场所，还是一个极佳的交流

场所，人们在这里增进感情、改善关系，带来愉悦和

满足，也强化了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而这样的公共

空间的形象与功能，都与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相呼

应，有时公共设施甚至对公共空间的性质与功能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公共座椅还是路灯，抑或垃圾

箱等，都是可以在公共空间这一载体中展示自己的特

色与魅力，更好地实现功能和价值[2]。因此，想要提

升城市公共空间，打造个性化、特色化的艺术效果，

必须以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为依托，让公共空间的公

共设施代表一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或

民族的文化特点，还要与周围的自然与建筑相适应，

成为发展自身环境与改造自然的双向统一的存在，并

在不断的形式与内容的演变中因循城市文化和机制

的要求，设计出跟得上时代脚步又散发着独特魅力的

公共设施，以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公共空间表现实现自

身的价值。 

1  以无障碍设计实现重点关照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环境

与各类规划设计都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所以

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设计应该以一种更加宏观与

广泛的视角，充分考虑所有人群的现实需求[3]，尤其

是老年人、残疾人的现实使用需求，从坡道、扶手、

盲道、盲文等具体的形式到符合人体尺度的细部设

计；从交互内容、信息传递方式、材料质感到所照应

的文化氛围、人文精神、心理需求等因素，都要面面

俱到，争取从视觉层面到使用层面，再到精神层面都

能够兼顾不同群体，从而构建一个能够保障基本的使

用安全、充满爱与关怀的公共空间环境。 

无障碍设计是安全的。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必

须以安全为底线，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的使用要求，规

避不必要的安全隐患，从材料、结构、工艺和形态等

细节上体现一种安全性[4]。在很多老旧社区的公共空

间中，公共座椅一直是基础性存在，关乎着整个公共

空间的视觉效果和实际的价值实现，若一直被忽视，

习惯于常态化的形式，那么对特殊群体的关照就会黯

然失色，难以发挥效用。通过无障碍设计理念的融入，

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座椅也开始有所改变，最大限度地

开始了通用化设计，并更多地关照老年人的使用需

求，为其日常使用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从老年人的身

体素质看，其每走 100 多步就要适当休息一次，加上

老年人在身高、小腿和足高上与年轻人不同，甚至存

在一些颈椎和腰椎方面的疾病，这些因素都是设计师

必须认真考虑的方面。为了让公共座椅发挥实效，给

老年人的使用提供便利，设计师在无障碍方向上下足

了功夫。首先，材料适老。设计师可以大胆更新公共

座椅的材料，以再生水泥制成底座，保证安全环保，

同时将座椅后面的空间设计成简单的遮挡设施，为老

年人在烈日或阴雨天气的出行提供遮阳避雨的地方。

其次，尺度适老。设计公共座椅时，设计师应考虑到

老年人的身高等现实情况，设计出合适的尺度，让整

体的坐深和靠背符合老年人的身高需求，促使他们在

使用中得到彻底的放松。 

无障碍设计又是愉悦的。公共空间的公共设施要

照顾每一个年龄层的群体需求，儿童群体与老年群体

一样，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与关心。只是在具体的设

计过程中，儿童群体的集体关照更多了一些趣味色

彩。比如，在色彩的选择上，设计师可以大胆一些，

将公共设施变得更富趣味，以各种趣味性的图案取

胜，还可以直接赋予公共设施以游戏价值，以迎合儿

童的心理，使其借助游戏和想象更好地使用相关的公

共设施。当然，设计师也可以进行连续性设计，以不

同的功能助力儿童协调能力、平衡能力的发展[5]。 

2  以形式美设计打造完美空间 

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形式美是人们对美的第一感

受，也展示着视觉艺术所共同遵循的法则[6]，其所赋

予公共空间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艺术魅力，是一种公

共空间环境的开放性与人类生活的交互性。但凡是与

艺术有关的公共设施设计就要或多或少地与形式美

产生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形式美就是公共空间设计

的灵魂所在。 

在通俗性上，形式美表现为一种偏向大众化审美

的形式。正所谓众口难调，不同的人对各种事物的认

知也各不相同，而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所面向的群

体正是大众群体，这与那些主要面向某一具体人群的

各类艺术馆不同，所以在形式美的表现上可以通俗性

为基准，进行把握，立足大众，以一种主流的审美对

公共设施进行设计[7]。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空间的

公共设施设计要失去个性，更不是在提倡照搬和模

仿，而是使大众能够欣赏和认可，并以此为基础进行

艺术化的设计创造，具备包容不同审美情趣的开放

性，再结合形式美法则进行艺术氛围的提升，可以融

入一定的地域文化元素或者大胆进行艺术创新，让整

体的公共设施能够与公共空间和谐搭配，给人们带来

一种舒适的美感体验。 

在综合性上，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的艺术展现

是形式美所赋予的，这种展现是全方位、多层次的[8]。

当然，公共空间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公共设施只是

其中之一，而整体艺术效果的提升，是需要对各种空

间中的事物进行综合性、协调性的搭配设计，将多种

形式、多种元素进行完美配合，形成相互融合、包容

性强的空间环境，从而造就独特的艺术美感[9]。这就

要求设计师在对公共空间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要

综合考虑各个元素和多元化大环境，让公共设施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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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好地展示艺术魅力。 

3  以人性化设计升华情感关怀 

为人服务是公共空间设计的根本中心，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具体到公共空间中，其内

在的各类事物始终要以人为中心，给使用者提供多样

化的服务[10]。也就是说，体现一种人性化的关怀。设

计者可以尝试在其中添加一些不经意的情感因素，在

不知不觉中给人一种情感关照。这种关照可以是多方

面的，也可以是某种有针对性的，或者综合的，其中

心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关照。 

从基础的尺度、围合层面看，设计师必须要对此

有合理的把握。在尺度的把握上，应从人的体验角度

和使用方向进行思考，找到合适的外围建筑和基面围

合形成的空间大小，以相对自由、开发的空间感受为

基准，对其中的公共设施进行设计[11]。无论是坡道、

楼梯还是垃圾桶、路灯，抑或一些健身设施，都要在

高度、形式和数量上对人的心理和生理进行关照，

以最优化的形式与组合为人们的各种相关活动提供

便利。 

从文化的传承层面看，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一种

代表性存在，其与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所代

表 的 是 一个地 域 的 文化精 髓 和 一座城 市 的 精神面

貌 [12]。而这恰恰是实现一种情感关怀的有效窗口，

是人性化设计的有效载体，所以，设计师对其中的公

共设施进行设计时，可以从地方特色文化入手，结合

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与公共设施的整体造型抑或某

些细部进行特色化的艺术化展示，甚至可以将公共设

施打造成一个系列，让整体空间的文化氛围变得更加

浓厚，从而给置身其中的人们一种文化共鸣，引发他

们的认同意识和喜爱之情。 

从综合性视角看，公共空间的公共设施设计还应

重视多样化体验，不能仅关注公共设施这一类的整体

特色和作用，还要照顾到公共空间中的其他事物的形

式与内容[13]。比如，城市广场的空间营造能力很强，

其所展示的内在元素就不限于公共设施这一形式，还

包括各种雕塑、景观、水体等形式。设计师在对公共

设施进行设计时，应从综合性视角进行关照，增强彼

此间的联系与互动，让原本各自独立的单元和单调的

空间变得活泼生动，强化体验性和整体性，如此，这

一广场的活力便自然地迸发出来。 

4  结语 

公共空间在当前社会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因为不

管是广场还是公园，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精神、休

闲和文化等层面的重任，需要为长期生活在私密空间

内的人们提供一些相对开敞、公共、互动的场所，以

实现一种理想的对外的休闲和交往。这里所聚焦的公

共设施就是其中的一种代表性存在，其应该得到大家

的重视。这对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应从整体

的大环境入手，结合无障碍设计、形式美设计和人性

化设计，为在公共空间所发生的公共活动提供一种亮

色，给人以安全、舒适、方便、留恋之感，在人性化、

人文表达方面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力争将有限的时

间和空间进行最大化设计改造，使公共设施充分发挥

作用，真正用之于民，服务于民，惠及于民，如此才

能更好地展示自身的风采，为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幸

福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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