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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更新背景的公共建筑设计要点探讨 

詹忠锜  张朝明  卓  旬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城市更新是指将城区内废弃或者老旧建筑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旨在减少城市土地资源及建筑材料浪费，促进既有建筑功能提升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公共建筑设计成为重要议题。公共建筑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与城市建设发展紧密相

关。在进行既有公共建筑提升改造时，设计人员需要熟练掌握设计原则及要点，确保公共建筑设计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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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建筑设计存在的问题 

1.缺少人性化 

城市更新工程中，许多既有公共建筑设计未能充分考虑使用者

的实际需求和行为习惯。设计师往往侧重于视觉效果和建筑美学，

却忽视了市民的舒适性和便利性。例如，一些广场和公园缺乏足够

的休息设施，导致市民在使用时感到不便。另外因为利旧建筑占用

空间，一些公共空间的路径设计不合理，行人需要绕行很长距离才

能到达目的地，增加了出行的不便。人性化设计的缺乏使得这些空

间难以吸引人们长时间停留，降低了空间的使用率和活力。 

2.设计不协调 

部分公共建筑设计在实施过程中缺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

导致新旧建筑风格和谐度不足。例如，一些新建的公共空间与周边

历史建筑风格差异较大，形成视觉上的突兀感。在规划时没有充分

考虑整体城市规划和现有建筑风格和谐统一，使得公共建筑与城市

整体形象不符。此外，一些公共空间的功能布局不合理，导致使用

效率低下，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不协调性不仅影响了

城市的整体美观度，还降低了公共空间的使用价值。 

3.没有城市特色 

城市更新设计中缺乏对当地文脉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融合，导

致许多空间缺乏独特性和辨识度。一些城市在进行公共建筑改造

时，过于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风格，而忽视了本地特色的体现。例

如，一些新建的公园和广场在设计风格上千篇一律，没有明显的地

域文化标志，使得这些空间缺乏吸引力和文化共情。此外，忽视当

地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设计，使得此类建筑无法反映城市的独特

魅力，难以成为市民和游客心目中的地标性场所。这种缺乏城市特

色的设计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也限制了公共建筑的社会功

能和文化价值。 

二、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建筑设计原则 

1.实用性原则 

公共建筑设计应注重实用性，以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为目标。

设计师需要考虑各种功能的合理布局，如休息区、运动区和活动区

的安排，使空间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在室外空间设计中，可以设

置适量的座椅和遮阳设施，为市民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人行道的

设计应考虑到行人流量和行走路线，避免出现拥堵或绕行的情况。

通过合理的功能布局和设施配置，公共建筑能够更好地服务市民，

提高其使用效率和便利性。 

2.经济性原则 

设计公共建筑时，经济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设计师应在

预算范围内，选择成本效益高的材料和施工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性

价比。例如，采用耐用且维护成本低的材料，可以减少后期的维护

费用。设计时应避免过度豪华和不必要的装饰，重点关注功能性和

实用性。同时，设计师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和利用现有资源，降低建

设成本。例如，在既有建筑改造过程中，可以保留和利用原有结构，

减少拆除和重建的费用。通过经济性的考量，公共建筑设计既能满

足市民需求，又能有效控制成本。 

3.地域性原则 

公共建筑设计应充分体现地域性，融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

文化特色，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例如，在设计中可以使用当

地特有的建筑材料和装饰元素，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设计师

应深入了解和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合传统元素，创造出具有文

化内涵的公共空间。例如，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中，可以通过保

留和修复传统建筑，展示地方文化魅力。此外，设计应考虑当地的

气候和地理条件，选择适宜的植物和景观设计，提升建筑的舒适度

和美观度。通过体现地域性实现一城一景，公共建筑能够增强市民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生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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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设计应遵循生态性原则，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设计师应考虑如何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采用环保材料和节

能技术。例如，在景观设计中，可以选择本地适应性强的植物，减

少灌溉和维护的需求。设计中应考虑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雨水

收集和再利用系统，减少对市政供水的依赖。在建筑和设施的设计

中，可以采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通过生态性的设计理念，公共建筑不仅能提供优美的环境，还能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建筑设计策略 

1.加强城市公共建筑设计合理性 

合理性是公共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应综合考虑空间布局

和功能分区。设计师应分析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和需求，将休息区、

活动区、娱乐区等功能区科学分布。例如，设计师可以将运动场地

和儿童游乐区分开布置，避免相互干扰，同时将休息区设置在风景

优美、安静的地方。合理的动静分区不仅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率，

还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和便利的体验。此外，合理的交通组织

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应考虑步行路径和无障碍通道的设置，方便各

类人群的出行。 

2.设计要考虑多个群体 

公共建筑设计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保证其包容性和多样

性。设计师应考虑各个年龄段、性别和特殊需求的群体，例如儿童、

老人和残障人士。在空间重新规划时，可以设置不同年龄段的活动

设施，如儿童游乐场、青少年的运动场地和老年人的健身区域。对

于残障人士，应设计无障碍通道和设施，方便他们的使用和出行。

通过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公共建筑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体市民，

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和社会和谐度。 

3.城市空间设计多元化考虑 

多元化设计使城市公共建筑更具吸引力和活力。设计师应融入

多样化的设计元素和功能，满足不同市民的兴趣和需求。例如，在

一个公共广场中，可以设计绿化景观、艺术陈设、露天剧场和商业

区等多种功能区，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设计师还应考虑

季节变化和时间段的不同使用需求，通过灵活的设计提高空间的使

用频率和利用率。例如，设置临时的集市区域或季节性的花卉展示，

吸引更多市民参与。通过多元化的设计，公共建筑能够提供丰富的

使用体验，增强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 

4.充分结合历史文化 

设计公共建筑时，应注重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元素，使其更具

内涵和吸引力。设计师可以通过保留和修复历史建筑、遗址和纪念

物，来展示城市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例如，在旧城区改造项目

中，可以保留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并通过景观设计和可交互

的文化展示牌，向市民和游客介绍这些建筑的背景故事。此外，设

计中可以融入地方传统艺术和工艺，如壁画、雕塑和园林艺术等，

使公共建筑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通过这些方式，公共建筑不

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氛围，还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5.混合多元设计思想 

多元化的设计思想能够丰富公共建筑的表现形式和功能。设计

师应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理念，如建筑学、园林景观、社会学和

生态学等，创造出多样化和富有创意的公共空间。例如，可以在公

园中融合生态景观设计和互动艺术装置，使其既具有生态价值，又

提供娱乐和教育功能。此外，可以结合科技元素，如智能照明系统、

互动信息屏等，提高空间的现代化水平和使用便捷度。通过混合多

元设计思想，公共建筑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提供

多样化的使用体验。 

6.坚持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 

城市更新项目应从“十四五”中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发展需求

出发，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在既有公建改造建设过程中，积极

策划建筑固废材料分类回收、固废再生材料应用、装配式建造、智

能建造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降低更新工程的碳排放。同时采用光

伏建筑一体化、保温装饰一体化、高效冷热源及智慧能源管理等技

术，使既有公共建筑提升改造为近零碳建筑乃至零碳建筑，完成公

共建筑整个新生命周期的减碳控碳，形成示范应用并建立可推广的

技术路径。 

四、结语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公共建筑设计需要注重实用性、经济性、

地域性和生态性等原则，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需求。笔者认为，设

计师应加强设计合理性，考虑不同群体，融入多元化和历史文化元

素。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使公共建

筑既具功能性又富有文化内涵。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市民的生

活质量，还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这些努力，

城市更新将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社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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