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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public space in urban villages, b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pace, pro-
pos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s in urban villag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diverse people, emphasizing charac-
teristics such as legitimacy, inclusivity, territoriality and diversity. Taking the public space utilization of city as an example, it advocates 
a stratified, multi-level, and multi-functional public space design strategy to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material 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urba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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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研究城中村公共空间的利用策略，通过公共空间的特点进行归纳，提出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要关注多元人群的需求，强
调合法性、多样性、区域性、包容性。以城市的公共空间利用为例，提倡分层级、多水准、复合功能的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为城中村物质生活和文脉传承提供新的可能。　
　
关键词

公共空间；城中村；利用策略　

 
1 引言

中国最早的“城中村”现象开始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用地急剧膨胀，许多

村落被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城中村”逐渐成为中国城市

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借鉴其他国家平民区诞生、发展、改造的历史，保持中

国城市健康和谐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城中

村”作为与城市发展不和谐现象的缩影，对其进行全面、客观

的认识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健康和谐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1]。

城中村是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城中乡村二元

的现象。同城市中的许多老旧小区一样，它也面临着基础设

施落后、公共空间缺乏、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除此之外，

城中村由于其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租户，形成了复

杂的社会生态。在过去，对城中村的改造一般选择全盘推倒

重建的方式，这种改造手法中当地居民话语权的缺位，往往

会导致重建工作难以进行。此外，在城中村改造设计过程中

过多贯穿设计师的意志，也难以避免对当地特色的侵害 [2]。 

2 公共空间的特点

社区公共空间的本质意义在于为民众提供社交的场所，

同时公共空间也是当地传统习俗、文化氛围、社会网络等的

物质承载者。城中村因其丰富的人群组成和多元的外来文化，

其公共空间更新更应受到重视。

2.1 合法性

作为城市总公共空间的一类重要载体，城中村的公共空

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类特殊公共空间的合法性问题。城

中村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作为公共空间有存在的合

理性，但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不符合城市规划发展的理念。

类似于城中村的其他国家有城市平民区，无论其他国家城市

贫民区或中国的城中村均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问题，

所有国家和城市的政府对这种现象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从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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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到重视、从排斥到接受，所以是一个整体上的进步过程。

大量涌入城市外来多元文化居民从租住“廉价房屋”到收购

住房，最终成为城市长久居民。所有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扶持

房屋建设，提供租金补贴。中国也不例外，必须以法律形式

明确城中村公共空间的地位归属 [3]。

2.2 多样性

城市居民生活具有丰富、多变的特点，城中村公共空间

应该具有多样性特征，满足居民生活丰富、多变的特点。居

民的活动包括散步、游乐、聊天、买菜、购物、看病、出行

等，分别对应会有不同空间和设施的需求，从对外公共开放—

社区内公共开放—半公共区域的层级分级设置公共空间，形

态上点线面兼顾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功能。同时多样性的公共

空间对当地文化的传承和社区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针

对社区节日活动如祭祀、联欢、竞赛等，要注意公共空间氛

围的营造，形成多变的、亲人的气氛，满足活动路线和观赏

等需求。

2.3 区域性

公共空间是经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变迁形成的，具有当

地特色和氛围。对公共空间的处理应该与当地人独有的生活

习惯息息相关。应该深入考虑当地公共空间的特色以及与当

地地理气候、人文风俗之间的关系，不能造成“千城一面”“千

篇一律”的空间面貌，城市特色逐渐丧失。公共空间聚焦于

当地人长时间维度积累下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在空间尺

度、建筑形式与材料、景观布置方面提取当地的特征，并结

合现代的设计手法对之进行地域性演绎，有着浓郁的当地特

色。而且区域性活动都会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这也要求公共

空间要符合当地的习惯。提供相应的活动场所的同时，也要

注意其作为社区场所的特性，增强其可识别性，提升居民的

归属感 [4]。

2.4 包容性

当代社会城市社区维修更新高档化是目前普遍的现象。

高档化化现象难以避免，但是程度是可以控制的。一味地运

用“高级”的设计方法，而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实际使用体验，

就会造成过度的高档化。过度的高档化会驱逐弱势群体，损

害社区居住空间的正义性，进一步会损害到公共空间的活力。

社区公共空间是为社区人群服务的。社区居民无论阶层背景、

性别、是否是本地人等，都有同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服

务的权利，这一点对于外来人口占比较大的城中村而言显得

尤为重要。公共空间在景观设计方面关注使用者的视觉体验

与心理感受，审美意趣符合当地居民的喜好。生活设施从当

地居民实际需求出发，做接地气的设计，避免成为少部分人

的专属“公共”空间 [5]。

3 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城中村公共空间逐渐受到空

间物质性衰退、居民无组织无规律地私搭乱建、缺乏管理等

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出现了空间组织混乱、特色风貌缺失、

功能单一、活力不足等问题。

3.1 服务功能不足

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公共空间的性质、人群的使用方式、

公共服务设施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原城中村里几乎没有供人

们活动使用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座椅、体育设施等），区域

连接功能以通行为主，难以满足多元人群的休憩、交往、体

育运动等活动需求。各种原因导致场地活力不足，人们的交

往互动难以产生 [6]。

3.2 缺乏完整空间

就城中村里场地内的公共空间除了街道空间外，以巷道

空间和建筑之间不规则的零碎空间为主，缺乏广场、绿地等

节点空间。街巷狭窄，空间破碎，巷道与巷道之间连通性差，

难以形成良好的公共空间体系。

3.3 区域特色缺失

公共空间的特色风貌与可识别性是区域性的重要体现，

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共空间可以形成人对地的归属感，营造富

有活力的社区场所。城中村原本有庙宇、特色民居等，在分

散式布局在场地中，被新建的建筑湮没；公共空间的尺度、

肌理均质化，逐渐丧失了当地的特色。

4 公共空间改造策略

针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的改造，首先明确城中村是多元人

群组成。由于较为封闭的现状，社区活动的开展缺少必要的

场地，致使场地活力无法释放。

针对城中村当前面临的问题，应该尊重城中村公共空间

的特点进行改造。综合评估原建筑质量与风貌后，考虑保留

旧院、古庙或部分特色工业厂房，其余全部拆除重建。新建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5i1.6411



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卷·第 01 期·2021 年 01 月

的公共空间要注意在界面形式、空间尺度等方面呼应原有的

空间特征，并通过绿化配置、装置等延续区域生活记忆。

4.1 完善设施

设施的布置对公共空间设计有着重要意义，人的交往、

活动都会受到设施条件的影响。基础的设施如座椅、雨棚、

花坛等，往往会产生观赏、停驻等活动；而带有当地特色的

艺术装置不仅可以塑造场所的氛围，还可以吸引外来游客，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传承当地文脉特色。对于弱势群体，如残

疾人、儿童等，他们对设施的要求更高，如果没有完善的无

障碍设施支撑，他们的出行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设施的布置受到使用率、服务人群的影响。在对外开放

的公共空间中，设施的使用对象有很大一部分为外来人员，

使用率较高，设施需求大，需要布置更多对外服务的设施，

如文化休闲类设施、餐饮设施等；在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中，

设施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社区居民，使用频率较高，设施需求

以购物、医疗、出行等为主。因此，设施的布局应当根据使

用强度和总量需求分级布置，在满足文化生活需求的前提下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7]。

4.2 立体层次

公共空间的层次不仅仅体现在平面布局中的主次轻重，

更重要的是人们实际使用的体验，而体验与空间立体上的层

次息息相关。视线上的交织可以让人的活动成为公共景观的

组织元素，从而激发一系列的观赏、互动、交流等活动。城

中村的公共空间设计中，利用下沉广场、裙房顶面、建筑物

屋面，最大化室外和半室外活动空间，通过一系列空中连廊、

架空层、屋面花园构成丰富多元又尺度宜人的公共空间体验。

除此之外，公共空间立体混合，有利于在高密度的社区中最

大限度地引入自然景观，强化建筑与景观、室内与室外的融合。

4.3 系统布局

公共空间的系统布局，不仅与场地有关系，还应当注意

对城市的对外服务可能。体现在具体设计时，便表现为要分

层级、分主次地布局公共空间。在城中村的更新改建中，采

用“面呼应、线串联、点激活”的系统布局模式，以旧庙、

旧院等重要建筑为主要文化公共空间，以社区中心公园为主

要活动空间，在每个居住组团设置生活服务区，充分利用裙

房屋顶、地下空间等进行功能配置，并依靠规则或不规则的

步行街串联主要公共空间与居住组团公共空间，形成带环相

间的公共空间系统，做好公共空间由对外公共向对内半公共

的过渡。

4.4 功能复合

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公共空间所能创造的活力密切相关。

现有的很多公共空间设计都对其作出了明确的功能定义，将

人群分类划拨，划分功能分区等。这种设计方式本质上忽视

了公共空间作为社交场所本身就具有的多重性，实际上不利

于邻里的交流和社区精神培养。许多情况是人们在实际使用

公共空间的时候，并不会按照设计师预设的理想化的模式使

用，精心搭配布置的设施、景观等也就没了用武之地。因此，

需要考虑的是公共空间的功能融合而非明确划分，并为未来

生活的使用留下一定的空余，供居民自行发挥与创造 [8]。

在设计公共空间的时候注意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体验，设

想包括周边居民、外来游客、本地村民、租户等人群的空间

需求，向其中注入多样化的活动和功能。公共空间不仅仅是

休憩交往场所，更是工作地点、健身场所、儿童游乐场……

复合的公共空间能提高空间的可进入性，促进交往活动的

产生。

5 结语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由于城市规模的快

速扩张和城乡二元制度的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

形态。因为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与制度约束，导致城中村空

间环境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城中村公共空间，作为

承担城中村居民休憩活动的重要场所，存在空间活动设施不

足，景观环境单一，环境配套设施缺乏等一系列问题。而目

前政府主导的城中村综合整治主要关注于消防、市政基础设

施和道路修缮等基本的问题，在公共空间的优化上对居民的

切实需求考虑不足。以城中村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切实需求为

出发点，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搜集城中村居民对公共空间

的使用后评价，了解他们对公共空间各要素的满意度、不满

意因素及具体需求，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城中村公共空间

优化提升建议。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缩影，也是许多外来人口首选的落

脚地。受到多元人群的影响，城中村的公共空间改造相比起

其他老旧小区会更加复杂，用常用的设计方法很有可能达不

到比较好的效果，还会破坏当地的文化氛围和在地特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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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为视角切入城中村的公共空间改造，能有效平衡多

方的利益，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提升场地的特色。公共空

间的设计应当回归生活，将“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设计之中，

关注人的生活、互动、休憩等基本需求，尤其注意对弱势群

体的关注与保护，对城中村所包含的正面价值进行更为深刻

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石卉楠 . 城市活力视角下苏州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研究 [D]. 苏州 :

苏州科技大学 ,2018.

[2]  韩 斌 , 李 笠 . 城 中 村 改 造 的 国 内 外 经 验 和 启 示 [OL/J]. 资 源

网 ,https://wenku.baidu.com/view/0931855176a20029bc642d36.

html,2017-12-3.

[3]  周凯琦 , 王勇 , 李广斌 . 日常生活视角下居住型历史街区的空间

变动研究——基于典型年份 POI 数据的追踪调查 [J]. 现代城市研

究 ,2020(01):22-29.

[4]  牛建永 . 旅游片区内城中村公共空间景观优化设计研究——以峰

峰郭庄村为例 [D]. 邯郸 : 河北工程大学 ,2018.

[5]  彭雪雪 . 空间生产视角下城中村日常生活空间的生产机制研

究——以成都市鸦雀口社区为例 [D].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6]  黄 鑫 . 旅 游 背 景 下“ 城 中 村” 型 传 统 村 落 的 复 兴 [J]. 居

业 ,2017(06):68.

[7]  刘强 , 王勇 , 周凯琦 . 逆转与嬗变 : 城中村认知与改造研究演进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9(08):41-48.

[8]  梁晨 , 曾橙 . 基于环境行为分析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更新——以华

侨大学厦门校区兑山村为例 [J]. 新建筑 ,2018(06):108-111.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5i1.6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