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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共享视角下的社区生活圈优化研究

辛� 倩*� 张雪飞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摘� 要：本文对社区生活圈概念及其实践进行介绍，通过总结归纳各年龄段社区居民日常活动规律及需求，从

全龄友好的设施、高度混合的设施布局、搭建智慧互动云平台、弹性管理机制四个角度提出对社区生活圈的构建优

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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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上海在����年公示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以专门的篇幅阐述了上海市打造��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目标，提出以社区生活圈作为营造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

与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区生活平台。对社区生活圈视角下公共开放空间的规划控制进行探究是

解决人与空间矛盾、满足城市公共性需求、提升城市休闲功能的关键议题。

二、综述

����年上海发布了《上海��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是我国城市中首个关于居民社区生活圈方面的

准则。多个城市已展开了“��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上海的“��分钟社区生活圈”实践以社区更新为主，针对社区发展情况的不同，社区的更新重点分别为发展成熟

的社区，以品质提升类设施及公共空间的优化提升为主；发展中的社区，以基础保障设施的完善为主，同时针对不同

人口特征精准配套；新建社区，以基础保障类设施缺口、短板的优化补齐为主。

《北京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出完善多层级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市民中心—组团中心—家园中心—便民服

务点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a��a��分钟生活圈。

《雄安新区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指南（����年）》则着眼于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分钟社区生活圈，构建以“基因街

坊”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城市生活空间，要求在每个基因街坊中弹性配置“十全十美”的基因街坊设施。

广州市在《广州城市更新总体规划（���������）》中提出将构建“城市级—地区级—片区级—组团级“四级公

共服务中心体系，打造��分钟优质社区生活圈。

济南市发布《济南��分钟社区生活圈专项规划》将构建“街道—邻里”两级社区生活圈层级体系，同时考虑到城

市新老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将生活圈划分为老城区生活圈、新城区生活圈、新规划区生活圈三类进行规划导引。

长沙市在《“一圈两场三道”两年行动规划》中提出将在两年内打造���个以街道为基础的��分钟步行生活圈。

南昌提出以社区组团为核心，五大线下服务中心与线上服务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社区生活圈模式，

实践效果显著。

兰州出台《兰州市十五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规划研究与导则》构建街道�社区两级生活圈体系，将中心城区划分

为��个十五分钟生活圈（街道级）。

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也建立了以“生活圈”作为分级控制的层级标准，包括

“十五分钟—十分钟—五分钟—居住街坊“�级，对��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具体规划给出了技术标准。

三、全年龄视角的切入角度

日益严重的老龄化，“二孩政策”带来的儿童数量的增加，老人与儿童的需求大大提升，构建老年、儿童友好的

社区环境，同时增强社区生活对中青年的吸引力，增加不同人群的互动机会，提升社区活力，是社区生活圈优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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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不同年龄的群对对于社区活动社区设施使用等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活动时间、设

施需求以及出行偏好的不同，如表�所示。

表1� 不同年龄群体社区活动特征[3]

人群 社区活动时间 主要社区活动 社区参与度

0~3岁学龄前儿童 全天 公共绿地、儿童乐园、早教机构 多

3~19岁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全天 上学、培训机构、公共绿地、儿童乐园 中

20~59岁中青年 下班后和周末 接送儿童上下学、菜场买菜、超市购物 少

60~69岁老人 全天
接送儿童上下学、菜场买菜、使用文化活动中

心、公共绿地等
多

70岁以上老人 全天 使用老年活动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中

老人与儿童在使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及开放空间的时候多数选择步行，步行时间倾向于十分钟以内，并且希望在

一次出行中串联多个目的地，对步行目的地之间的连续性有较高需求。中青年则是对步行出行过程中的趣味性和愉悦

度要求较高，一方面表现在傍晚散步、健身等休闲活动的过程中有较好的步行景观环境；另一方面希望在步行过程中

可以兼顾逛街购物、休闲健身等活动。

综上所述，儿童与老年的日常活动更多的会使用到社区保障类设施，而对于中青年来说，健身休闲、购物娱乐等

方面的服务设施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优越的步行环境、顺畅的设施联通对所有的使用者来说都是增加户外活

动，提升社区活力的有利因素。

四、全年龄共享视角下对社区生活圈的优化措施

现有的社区生活圈实践在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与提升等方面有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全年龄共

享的角度对社区生活圈中的公共开放空间及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提出一些研究思考。

（一）全龄友好的设施

一个全龄共享的社区应配备有满足各个年龄段居民日常活动所需的设施，同时这些设施应具有充分的适老性、适

幼性。

创建行人友善的步行环境，通过细化道路分级，优化道路断面等措施创建安全、宜人、无障碍的步行环境。增加街

道节点、室外休憩区域来提供行人停留的区域，既可以提升街道趣味度，也可以提供被动式监督，保障街区的安全性。

老年、儿童日常活动所需的服务设施均应在�分钟步行范围内获得，如菜市场、文化活动中心、公共绿地、幼儿

园、托儿所等；社区公共设施的配置的规划布局与社区居民日常活动路线相结合，使社区居民一次出行满足多项需

求。如可将菜场、休闲场地、学校、托幼、培训机构等设施临近布局，并以舒适便捷的慢行系统相联系，方便老年人

在一次出行中完成多个活动。将中青年感兴趣的购物休闲、文化体育等设施进行串联，提升中青年对社区生活的参与

度；加密社区内公交站点，在主要服务设施及居住区出入口处设置站点，为老年人的出行提供更多便利选择；增强社

区的可识别性，在孩子从学校到家的路程中增加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增加儿童停留、游玩区域，为儿童创造独自上

下学的可能。提供跨年龄段的活动空间，让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交流、玩耍，提升社区凝聚力。

（二）高度混合的设施布局

高密度、用地混合的社区会让居民更乐于步行出行，从而增加社区的活力和互动的可能性。倡导沿街建筑底层功能

混合，鼓励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沿街布局等措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促进社区交往活动提升公共设施的共享。

避免将服务特定人群的社区服务设施或某一类型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单一布置，应结合开放空间、教育设

施、医疗设施、休闲设施共同布局，形成明确的公共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中集成日常消费、休闲、交往等活动空

间，创造老人与儿童，老人与少年，老人与中青年的活动交集，提供相遇和交往的平台，促进不同年龄人群的互动和

互助，强化社会交往和认同感的培育，最终实现社区服务设施的全龄共享。同时使设施集中，强化统一管理，提高空

间和服务品质，提高各项设施的使用效率，实现集约用地、聚集人气从而发挥规模效应。

（三）搭建智慧互动平台

打造社区服务智慧云平台，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设施的紧密结合，通过线上平台开发信息公示与查询、交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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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爱心公益、社区互助、网上预约等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全面的日常生活服务；设计简洁、易懂、好用的平台

界面，方便老年人学习使用，借助大数据优化社区服务，使社区生活圈更契合于居民需求。

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线上云平台，为社区居民与社区创建交互式的联系通道，让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社

区生活圈的建设，为每个社区居民提供社区管理影响力和话语权，强化公众参与，增强居民的社区能动性，激发社区

居民对社区的责任心、认同度。

（四）弹性管理机制

为保障社区生活圈内服务设施、开放空间的服务质量和环境水平，在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营过程

中，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提供激励或奖励措施来激发建设者、运营者的积极性，以促进社区生活圈服务

设施的品质和整体环境的提升。

同时建立评估机制，对服务设施的满意度、可达性等进行调查，对于表现优越的服务设施给予奖励、表彰。如对

于提供了更多的户外设施、开放空间的商业设施进行表彰并考虑租金减免、税费优惠等措施进行鼓励。

五、结语

社区生活圈的塑造不应停留在指标的简单叠加，或者功能模块的机械填充。在设施完备，布局合理的基础上，通过

社区设施的合理优化实现全年龄共享可以进一步激发社区活力，提升社区凝聚力，最终实现社区居民生活水平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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