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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are an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ensure that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the disabled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and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arrier fre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in western 

Guangdong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spaces in western Guangdo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by the public.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mismatch between the types and quantity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in western 

Guangdong, emphasizing construction and neglecting managem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following the river director system,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irst person in charge, and establishing the responsibility list of relevant parties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rrier fre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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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障碍设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体现，是保障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必

要条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残疾人服务设施和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维

护政策体系。本文立足于粤西地区的无障碍设施供给与分布现状，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从粤西地区内不同性质

空间中无障碍设施的分布特征、社会公众对无障碍设施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得出：粤西地区的无障碍

设施类型与数量存在明显错配、重建设与轻管理的现象，并针对性提出了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顶层制度设

计、效仿河长制落实第一负责人职责、建立无障碍设施相关方的责任清单等政策性建议，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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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缘起 

无障碍设施是支撑和保障残疾人公共出行和社

会活动的重要设施，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无

障碍设施被恶意占用、随意毁坏，后期维护与管理不

善的不良现象屡见不鲜。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

应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从中央到地方，

不断提高残疾人事业的重视与建设监督强度，不断完

善与健全无障碍服务设施与机制，建立多层次多方位

的服务体系。 

因此本文立足于湛江市，从无障碍设施在不同类

型空间的建设现状、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在

调研中遇到的实际存在问题，并对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为进一步营造无障碍环境以促进相关政策出台提供

参考。
1
 

1.2 无障碍设施的相关研究 

有关无障碍设施的研究起源于建筑设计领域，国

内外学者和专家聚焦于无障碍设施的设计需求、原则

和实践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论述。 

在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方面，宋华着眼于医院公共

空间中针对视障者的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与运用，认为

视障者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应满足满足平等使用、便捷

使用、合理使用的设计原则。[1]宋时丞、秦昆等认为

在城市轨道交通得到了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无障碍

出行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2] 钱思名、叶茂等明确

了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改善原则,并

对无障碍设施的城市规划设计提出了改善策略。[3]

在顶层设计方面，黎建飞等从无障碍的概念及发展基

础入手，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角度探讨无障碍立法

在完善法治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4]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调查范围，通过实地

踏勘法、问卷法来收集和获取资料，并对所获材料数

据进行分析。 

2.1.1 实地踏勘法 

实地踏勘法通过对现场的考察直接获得资料，因

此资料的真实性较高；能够捕捉到正在发生的现象，

具有及时性。采用此方法，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各区实

时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情况，有助于对所研究问题的

探究。笔者于 2021 年 2 月实地走访湛江市各区，总

的将其划分为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居住

空间四种空间类型，根据国家 2012 年颁布实施的《无

障碍设计规范》中 13 种常见的无障碍设施，制作观

察记录表，并在此基础上走访、观察并记录各地无障

碍设施的主要类型、数量及区域空间分布、设施的使

用情况等，并加以整理，形成分析材料。 

2.1.2 问卷法 

问卷法的调查结果容易量化；节省时间、经费以

及人力；调查结果便于统计处理与分析。使用此方法

可以通过对收集信息的整理分析，正确找出客观的发

展规律或存在的不足。笔者围绕广东省湛江市各区的

无障碍设施现状，周密考虑被调查者的多种实际情况

来设计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政治空间、经济空间、

文化空间、居住空间是否有无障碍设施，民众对这些

地点的无障碍设施的满意度，无障碍设施是否功能完

备，是否能正常使用，民众对无障碍设施的重视程度

以及对所在城市无障碍设施的整体评价。本文通过各

平台线上以及线下走访发放问卷，收集有效问卷共计

186 份，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与分析，便于研究的开

展。 

2.2.实践地概况 

粤西是广东省西部地区沿海城市的简称，包括湛

江、茂名、阳江及云浮等四个地级市。根据《2020 广

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截止至 2020 年年末，粤西常

住人口为 1634.24 万人。由于在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网站中并公布残疾人相关的最新数据，根据全国人口、

各省市人口、各县区人口与残疾人的数量比例总体在

6%左右浮动，可粗略估计粤西地区的残疾人数量在

98.05 万人左右。 

3.湛江无障碍设施的现状

湛江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各

观察地点平均设有 3.1 个无障碍设施。且无障碍设施

在四类不同性质空间中存在着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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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治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呈现两级分化 

如附表 1 所示，在走访的市、区一级政府机关中，

无障碍设施数量总体上相对缺乏，除了市一级的办税

服务大厅有设立明显的无障碍设施，其他政府机关都

未设立明显的无障碍设施。并且走访的市公安局、人

民检察院的入口设置也不够合理，来访入口的通道较

为狭窄，且入口处门槛较高、坡度较陡，不利于轮椅

的通过。 

而走访的街道办事处，则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无障

碍设施，主要以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卫生间为主。办

事处入口的无障碍通道普及度较高，为行动不便的人

士来访办事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不过部分的无障碍通

道存在着扶手被杂物占用的现象(如图 1 所示)。除此

之外，基层政府机关周边配备志愿者服务站的程度较

高，站内提供的帮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

无障碍设施类型不足的短板。 

3.2 经济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较为粗放，
精细度有待提高 

相较于其他三类空间，经济空间无障碍设施的类

型及普及率，都处于领先的水平。但或许缺乏统一的

标准,同类型的地点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上差异程度

也较为明显。如各大型商场中，只有鼎盛广场在入口

处设置了无障碍通道；而万达广场内设置了无障碍厕

所，但其指示牌未能正确引导到其正确位置，无障碍

标识系统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 

其次，交通枢纽的无障碍设施覆盖度存在较大差

距，湛江汽车南站内设有残疾人专用服务窗口等一系

列无障碍设施，相较之下湛江海滨码头在无障碍通道

和专用服务窗口上却存在不足，这与湛江港口城市的

定位不相匹配，也反映出涉海层面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还有待完善。各级银行基本上实现了无障碍通道的覆

盖，但个别银行的无障碍通道设立位置不够合理。值

得一提的是建设银行霞山支行设有无障碍专用停车

位，也是本次走访发现的唯一设有无障碍专用停车位

的地点，由此反映湛江市当前的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建

设相当滞后的。此外，霞山步行街虽然全覆盖了盲道，

但在入口处有大量不规范停放的电动车，占用了盲道，

不利于残疾人出行。 

经济空间作为社会公众出行频率最高的空间，相

关的无障碍设施数量与种类虽然都优于其它三类空

间，但设施的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3.3 文化空间的无障碍设施“重建设，轻使
用”现象突出 

文化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主要凸显在公园。本

次走访的所有公园，入口处均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园

内也都配备了无障碍厕所，其中南国公园的志愿者服

务站还提供轮椅租借服务。公园内无障碍设施虽然相

对完善，但是却存在“重建设，轻使用”的现象，其

中，中澳友谊公园中的无障碍厕所处于上锁状态，其

入口处的无障碍通道也处于上锁的状态，需要通过联

系安保室内的值班人员，才能开启无障碍通道。由此

可见，其在无障碍设施的实际投入使用中，并未设身

处地为残障人士的便利进行考虑。 

3.4 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未能满足现
实需求 

在四类空间中，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施数量最为

稀少，且不同类型的小区间的差异显著。其中，作为

商品房的南国豪苑小区从小区大门到住楼间的道路

设置了合理的轮椅坡度，小区二期的侧门也有设置了

扶手楼梯和轮椅坡道，内部所有住楼都配备了电梯和

扶手楼梯，总体而言，其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能满足基

本需求的无障碍设施。 

反观老旧小区，大多数都并未发现无障碍设施，

这主要是由于其早期的规划设计并未将无障碍设施

建设纳入考量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旧小区聚

居的老年人、残疾人群体的数量就越发明显。老旧小

区缺乏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弱势群体的切实需求得不

到满足，他们的日常出入就存在安全隐患，甚至酿造

悲剧。 

4.建议

针对湛江无障碍设施当前问题，需要多种治理方

式并行，发展出精细化的协同治理机制，在不同层次

实现不同的治理目标。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 

首先，要以法律、条例等作为顶层制度设计，运

用法治化方法构建无障碍设施建设发展的法律框架。

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于 2020 年 3 月公布了《广州

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

并于同年 5 月开始正式实施。《规定》以法律的形式

明确划分了各部门、组织、办公室所负责的无障碍设

施领域，以及对城市内的无障碍建设规划都做出了明

确的要求。而湛江目前尚未出台无障碍设施 

4.2 效仿河长制，落实第一负责人职责 

其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追责问责制度。对于公

众反应的无障碍设施维护程度低与管理效率低下等

问题，政府可以推行类似“河长制”的管理负责制度，

由各级党委、政府、残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负责人，

各级责任负责人组织领导相应无障碍的管理和保护

工作从保护到防治、治理到修复、执法到整改，将无

障碍治理与绩效考核相挂钩，实行责任追究制。从而

实实在在地把无障碍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落实到基

层，让管理效率得到保障，有效改善无障碍设施管理

缺位的问题。促进全局无障碍设施建设、维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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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等工作进度。各负责办公室落实严格的监管与保

护制度，落实省级统筹下达的建设、完善与升级无障

碍设施指标，不断完善当地的无障碍设施环境与相关

建设工作。 

4.3 建立无障碍设施相关方的责任清单 

最后，要重点关注执行层面。逐步建立健全协调

通机制，统合多部门、多层次的政府行政治理行为。

市及县(市、区)残联要与同级政府规划、住房建设、

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之间建立常态化联系制度，定期

进行沟通联系，根据职能分工协调、沟通、督促相关

部门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提高无障碍设施工作的效

率。同时，各地市应做好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工作，对

于影响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的行为，如占用盲道、蓄

意破坏无障碍设施等不文明行为，应做出及时的处理

以及给予相应的惩罚。 

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建立无障碍环

境监督队伍，吸收热心公益事业、热爱残疾人工作、

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加入监督队，完善无障碍建设

监督管理、投诉举报机制，促进相关部门加快贯彻执

行政策。 

5. 小结

无障碍设施是确保残疾人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无障碍地进出物质环境、使用交通工具以及利用

信息和通讯，其在社会的健全和完善程度将与社会的

包容性紧密相连。然而通过在实地勘探与数据分析我

们发现，目前无障碍设施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无

障碍设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错配现象；无障碍相

关条例法规在粤西地区仍旧较为空白；无障碍设施的

管理体系存在权责不明的问题等。为此，本文建议完

善无障碍设施的顶层设计、效仿河长制，做到权责明

晰等建议，从根源上解决无障碍设施“重建设，轻管

理”的现象，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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