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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inertia of the 

accumulation of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urban space pattern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pac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spaces and the 

separ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s. Lack of sharing public space tendency. The structure of space and 

space is brok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broken, and the social space is broken. These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yout of urban public space. This paper takes the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s the research purpos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life space unit model and betterment. Including values, technical methods, promotion 

methods, public space release efficacy.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and repairing the 

fun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paces, and forms an age-friendly living space development 

model with intensiv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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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快速的发展及当代城市空间形态因素力堆积的惯性作用下，城乡生活公共空间在

当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空间割裂，功能空间各自为政，城乡实体空间中的交往需求

空间供给不足。空间与空间之间结构关系破碎化，自然环境破碎化，社会空间破碎化，这一

系列问题与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形态有密切关联性。本文以城乡环境与生活品质提升为研究目

的 探讨公共生活空间单元模式确立和环境的修补与整合方法。包括价值理念，技术方法，

推进方式，公共空间释放功效等。为当下城乡公共空间功能提升与修复方法提供借鉴，形成

内涵集约的全龄友好型城乡生活空间发展模式。 

1. 当下城乡发展空间单元设计问题与需求 

城市的功能与结构修补与调整核心是空间与空间之间得以协调，使城市空间更具有：多

样性，活力，感知，可调节性，流动性，可达性，人性，效率，公平。对城市有机更新与城

市发展提供思路与模式，使城市公共空间充分释放。实现城乡物质空间环境整合，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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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实现紧缩城市，交往城市，有幸福感的共享城市公共空间。探讨有关城市生长与衰

落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城市生活对可持续性的需求对城乡活力释放的价值理念，技术方法，推

荐时序，保障机制提出新的整合要求。 

探索城乡环境空间形态发展思路，提升城乡生活品质。实现老龄社会的城乡环境空间适

配的生活空间形态。解决生活空间多样性缺乏，便民的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城乡社会

空间隔离与碎片化问题，实现社会融合，邻里融合的心理距离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生活指数问题。解决居家社区养老的生活环境品质问题。弥补养老产业城乡用地

和空间供给紧张问题。 

解决身边城市公共空间缺乏，提升环境友好，步行友好，共享单车友好的城市空间供给

缺乏问题。实现居民绿色，运动健康出行问题。解决全域闲暇旅游常态化，日常化问题，构

筑城乡一体的绿色生态出行网络问题。解决城市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历史名镇村淹没于建

成区内部不得显现的问题。实现历史性空间更好的文化展示和保护。解决城市空间不同人群

的环境行为适应弹性问题，实现多元的供需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配套供给。 

2. 全龄友好型生活空间再现 

2.1 居住小区用地模式逐步瓦解 

2.1.1 城市基本用地单元规模调整与限定，形成开敞社区封闭组团模式 

改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为开敞居住区---封闭组团的模式以城市次干道取代居住

区级道路，城市支路取代居住小区级道路，以城市支路组织生活次街。 

针对城市总体规划中普遍采用的500-700米的城市路网间距,城市分区规划或城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阶段可以在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活居住区(用地)中覆盖一个200-300米间距的生活居住

型次要街道网络。同时也将住宅区用地规模由原来的10-20公顷缩小到4-6公顷左右规模,居住

人口大约在1500人左右。这样一个生活次街网络的设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小的住宅用地开发

单元规模带来的结果是:原先概念上的住宅组团因相对独立而被强化,住宅院落的空间被明确

地限定,邻里交往的场所感被加强,互助型邻里关系形成的可能性更多了;原先意义上的“小区

级道路”由于可达性增强,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也因为市场的竞争和调节因素而合理化、特色

化,吸引力的增加使较大范围内的居民的接触和交往成为可能,邻里间相识和认同的机会也随

之增加。 

封闭组团有增强邻里的归属感，认同感。封闭组团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基本单元有增强生

活邻里的作用。有强化交往单元，营造共融空间，强化边界作用。由于基本用地单元的规模

调整，由物业管理走向邻里自制方向变化，降低了大型物业管理的成本。社区开敞有利于公

共闲置空间充分分享给社会 提高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和共享力。同时分解城市干路交通压

力，稀释疏通城市毛细血管，增加城市支路网络。共享社会停车设置，稀释干路路边停车的

混乱与干扰乱像。提高社区活力，创造具有生活乐趣的街道。重新界定用地单元的规模。 

2.1.2 道路向街道转变 

需要打通老旧区域内的断头路和丁字路，来激发人的聚集，体验和交往，与交织的机

会。同时到达公共空间的机会就大大增强。土地细分之后，步行机会增强，彼此联系的线性

空间结合公共休息开敞空间，街道的氛围就显现出来了。同时拓宽外围城市道路的人行步道

宽度，与打通的内部道路整体联系，最终形成步行网络，街道感应运而生。以环境行为的尺

度进行限定街道之间的距离及街道的尺度形成人性化的空间关系的密路网，小街廓。在有可

能的情况下，增加步行街道的宽度，形成连续的步行网络。这样富有历史感的公共“微空间”

得以显露，城市历史记忆片段得以显露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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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居住区向社区转变 

居住区的基本用地单位彼此间相互隔离，缺乏有机联系，是单纯的物质空间，虽然很

美，但生活性，交往行为减弱。基于此，居住小区的基本模式并不适应这样的高密度城市区

域，因为他缺少流动性，以开敞的街区营造商业网络，以封闭的组团来实现居住环境质量。

活力与宜居并举的思路来修复城市重点的特色功能区。居住行为也会由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化

为邻里的生活交往功能。这种模式对老旧传统的居住小区很强的适应性弹性，组团的封闭可

以通过沿着街道的商业网点来实现，同时也可以在内部边缘用景观植物围合实现，也可通过

带型的绿地公共休憩空间实现，用透空的景观墙来实现等。体现景观的多样性，满足商业界

面连续性的街道空间需求，同时满足居住组团内部空间的安宁性。封闭景观走向开放景观，

由小区景观到共享街区景观，身边体验型景观。街道形成，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共享公共空间

的营造和符合慢速的“步行友好的交往场所塑造”。以建立网络化，共享化，社区形态模式。 

2.1.4 公共空间向场所转变 

以公共空间为媒介，以城市环境行为为内在逻辑，建构复杂的城市要素之间的系统关

系。增补城市设施欠账，增加公共空间，改善出行条件，保护城市历史风貌，同时塑造城市

时代风貌。促进建筑，街道空间，天际线，色彩，与环境协调，成为市民及游客的重要场

所。通过限定公共空间尺度来实现空间紧凑，通过轴线关系与街道网改造来实现便利可达

性，通过多功能的复合利用实现兼容性，通过空间，场所，领域统合来实现易识别性，环境

品质的亲和性。通过场所尺度的景观单元，文化元素渗透来实现公共空间连续性的特色，景

观视廊结合边围建筑得以统合起来，提升特色，文化品质与体验。赋予场所精神意义。 

2.2 全龄友好型生活空间途径 

2.2.1 城市内消极空间腾退与修补城市所需功能空间转变 

首先：增加功能更加混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利用城市腾退空间修补城市公益性设施。其

次：保障改善民生是根本目的。要坚持把疏解功能与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群众生活

质量结合起来利用疏解腾退的空间，着力完善便民商业、养老健康、文化休闲等公共服务设

施，完善“社区服务圈”，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再次：

利用城市腾退空间以加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未来的城市通用航空停机场设施，及物流配

给提供发展的预备空间。 

2.2.2 公交深入城乡社区转变成为可能 

目前城市公交系统大区体系基本完善，公交基本实现在全域内接驳。主要公共交通站点

设置主要集中在城市主干道和城市次干道沿线。居民通勤交通在公交层面很多大盘居住区出

行到站点过远，便携程度有待提高。通过城乡空间形态的重新整合和地块的重新细分后，实

现公交深入社区，城市生活次街以及社区中心设置站点会极大的便捷居民出行。15 分钟生

活圈，最后一公里问题会有效的提升。有利于以公交引导的城市空间形态完善，减少小汽车

的依赖。提高城乡出行生活品质。 

2.2.3 普遍建立老龄化社会适应的健康小区和健康小镇转变 

将理想的老年居所集中，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提供老年社会的康复医疗环

境，提高老年人的运动，行为，思维，语言，生活，娱乐的，随处可见的绿地公共空间。以

社区为单元实现分级医疗护理分区。实现失智，康复区，失能慢病介护区，精神康复区，舒

缓疗护区。结合城乡功能空间开拓多样化的医养产业市场。依托风景名胜-旅游养老，依托

温度适宜的候鸟式养老，依托医院近区慢病的康复养老。依托社区的贴心，开心，舒心的家

庭养老模式。建立医，护，康，健一体化的 社区公共设施服务一体化。实现养老院，养老

公寓，社区照护，居家养老的功能空间修补。提供，便捷，随处，亲和的交流和休息空间。

把老龄化的人群社区作为城市功能修补的重要位置上。对现状小区中闲置的会所和闲置的公

共配套设施改造为社区养老中心。将社区养老中心和老年病医院结合起来。生活照顾，护

理，康复一体化关怀结合起来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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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城市步行友好街道网络形成与儿童游憩空间充分释放，营造组团型社区与儿童看护与

户外活动的便捷性 

目前居住小区模式的儿童活动场地一般布局在小区中心，出行比较远，利用率不高，危

险的道路，荒废的设施，低效的绿化空间都让孩子倾向独立的室内活动，儿童室内游戏的时

间太多。以环境行为学为基础，考虑儿童游戏空间设施与规划设计。形成家庭友好型居住模

式和步行友好街道网络。为全年龄段的人群提供社交机会和空间。提供非正式的球类运动设

施，在开放的小型的社区公共空间街街道来调整儿童游戏空间的布局模式，体现优先权。从

社区公园，集中绿地，组团中心，到运动设施，应有尽有，方便孩子更广阔的社区体验生

活。对孩子满意的户外生活空间和儿童公共空间。组团型社区目标是是建立一个儿童友好的

户外游憩场所，使儿童更加健康，更加社会化的在室外待上更多时间。儿童街道活动需求与

社区街道网络存在密切的关联度。建议在住区边缘，街角，路边空间设置开放的游戏场地，

使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游戏空间不仅限制于封闭小区内部和幼儿园内部，而是能为比邻的住区

和城市的儿童共享。增加游戏功能的设施。增加孩子们的交流机会和儿童户外生活品质。 

2.2.5 城市交通环境品质的有效提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停车泊位短缺问题。 

解决城市支路网络截断，城市干路拥堵，街道消失问题。“住宅小区”出现后最可怕的后

果是，作为城市文明最为精华的“街道”也就消失了。随着城市景观中最重要的街景不复存

在，城市的灵魂丧失，社区感、舒适感和亲切感也全部荡然无存。人们在城市之中感觉到的

就是连接不同小区之间的拥挤嘈杂的“大马路”了。现代主的功能分区和“住宅小区”带给城市

的绝不仅仅是拥堵的交通和单调的城市景观，它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无法回避的难题—社会交

往的隔离城市公共生活空间被挤压和削弱。改变居住小区模式为开敞社区封闭组团模式后，

城市交通品质会的到有效提升。城市微循环道路网密度加大，稀释城市干路交通流，提升城

市交通微循环效率，提高城市路边停车的面积和数量，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环境。 

2.2.6 匿名化，小型化，身边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全面释放与共享。 

运用环境行为学的空间，场所，领域等基本理论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来塑造匿名化，小

型化。连续流动的城市公共空间网络人性化行为的环境和高质量的亲民公共为特征的活力区

来重振城市活力。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建构符合人环境行为的公共空间，可以容纳多样的

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匿名化的小型化的便民公共空间体系建立，对整体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有

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现代城市的功能混合，实际是一种并置，这种并置导致对城市生活的

肢解。多元的城市生活被切成碎片，各要素之间本应相互交织，才能形成可以生长的变化系

统。以环境行为为基础的城市修补，会激活城市多功能混合，通过亲民的城市共享的公共空

间来统合居住，商业，商务，绿地，游憩，的融合与相互渗透。实现公共空间的拓展和优

化。增加公共空间的供给，优化公共空间结构，提高公共空间品质。公共空间构建的关键是

对城市生活和城市行为逻辑的把握，这对城市区域的识别性有重要作用。匿名化亲民化的公

共空间可以增加对既有景观资源的发掘，历史文化的资源延伸，还有自然环境回复有重要的

补给作用。 

3. 全龄友好型生活空间单元构建 

3.1 微社会空间由“权力”空间走向“权利”空间 

众所周知 “权力”是排他性的封闭的， “权利”空间是分享性的开放的，权益性的。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脉络由 3 个力决定，政治力的等级化空间—单位大院，市场力

的等级空间—封闭的居住区居住小区，社会力的空间—公平公正的以人群定义的嵌套递进的

分享型空间的社会尺度单元。而社会力的空间结果就是权利空间的营造，这种空间是半网络

叠加，透明性的和重叠性的。人们生活在空间中即属于小组群体，也属于大组全体。权力空

间被弱化，权利空间被增强。因此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被完全公共化共享，居住小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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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被重新解构和重构，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化社区。作为领域感很强的等级化的居住小区

空间不复存在，以节约生活成本，提高效率的分享空间形成，等级化的“我们的空间”和他们

的空间被模糊化，以兴趣，爱好，而非阶级，收入为标杆的社会功能空间得以出现。以“社

群”为目标的工作，生活，娱乐需求，在共享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趋于平等的社会结构通

过新的城市空间释放。闲置的时间碎片和空间碎片也同时释放与共享。 

3.2 生活性街道网络营造 

城市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网络化，道路断面采用一块板模式，实现微循环交通弹性，避

免采用两块板道路断面，和生活性道路设置中央隔离带模式。这样会影响交通的生活性属性

和（机动，非机动）交通的连续性。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步行带宽度，衔接断头路和丁

字路，形成步行友好街道网络体系。 

3.3 设立高层建筑用地环境容量与外围城市道路的街宽比例关系 

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与瓶颈往往与建设用地性质关，对于高层住宅建设用地而言。由于

容积率高，建筑密度比较大，现实的居住小区人口众多。城市配建静态停车设施与系统不完

善，停车费用高，导致高层住宅用地周边的城市道路路边停车严重，一般是在城市道路路缘

石边设置两排停车位。由于停车位还是不满足要求，结果是沿城市交通性道路两侧停放双向

4 排甚至双向 6 排的私家车，严重阻碍着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这些沿城市交通性道路布置

的住宅小区当下是城市干路网通行瓶颈的根源。为提高城市人们的环境生活品质，对于建成

区的高层住宅区而言，是要打破高层小区的封闭性，走向开放的社区。以封闭的组团为基本

单元进行管理。开放小区级道路为城市的公共道路。对于新高层居住区建设而言，要严格限

制开发地块单元的尺度，同时设置建设容量与城市道路宽度的比例关系。同时不同高层居住

用地边界严禁以围墙作为边界线。 

3.4 增加身边化，匿名化的非消费型的城市公共空间可能 

实现城市环境供给建立 15 分钟生活圈。公益性便民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处理好公共空

间，开敞空间，产权私有化的公共空间的潜力，和防止公共空间的被私有化。通过街道网络

串联各个小型公共空间，完善步行网络结构，降低消费型身边化的公共空间的产生，提升市

民的公益活动数量和质量，增加居民的城市归属感和获得感，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通过

微观的城市用地单元结构调整，以及提高步行网络的覆盖率，随处可见的公益性公共空间，

更加便民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及儿童游憩公共设施，结合多样化的，小型匿名化的公共空间成

为可能。共享型社区与共享型公共空间网络得以实现。城市中淹没在大街区内部的历史性建

筑和空间再现出来，提升城市历史追忆内涵和历史文化交流空间的机会。城市活力提升，便

民能力提升，幸福指数提高。 

3.5 形成轻、中、老社会共融的乡村品质生活，全龄友好的空间形态 

可达性是促进货物及人员的流通，重视安全与舒适的步行环境。便利的通行依靠改建街

道，乃弥补机动交通的排他性。多样性表现为乡村的功能为村民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维系

经济可行与工作选择，同时为宜居和吸引力做贡献。兼容性是在一体化设计的前提下，统合

乡村各元素并保持视觉和谐的平衡力。并保持独特的场所感。适应性是促进完整性和积极的

改变。使街道，村道，乡道适应新的用途，促进村屯更新，以达到更好的强度和更优的环境

标准。开发强度，是人和场所更紧凑和更容易的集中，同时增加公共交通服务的可行性。识

别性是一种独特的场所感，使场所特色鲜明，创造和保护乡村的品质，独特的个性，通过维

护和再利用历史建筑和高识别度的场所得以实现。系统性步行友好的交往场所塑造，建立网

络化，共享化，景观形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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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结论 

形成轻、中、老社会共融的城乡品质生活空间形态（1）物质开敞空间向人性场所转变

（2）开发商营建的居住区向生活社区转变（3）城市交通道路向富有人情味的街道转变

（4）公园与城市广场一体化转变实现随处可见的，身边的生活公共空间。（5）形成开敞社

区封闭组团公交进社区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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