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89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19期

基于友好型城市建设背景下回迁社区公共空间更新
策略研究

韩蕊强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摘　要】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城市向外迅速扩张，大量的乡村通过拆迁转变为了城市，原本的村民也从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田园生活转变为了城市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身份的认同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困扰着社区。在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背景

下，针对回迁社区的公共空间设计应体现人性化的关怀。本文选取创汇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从友好型城市建设背景出发，

并结合实地调查，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出符合回迁社区的友好性公共空间设计策略，强化社区内部的空间互

动、居民参与和文化链接，设计出空间友好和环境宜居的回迁社区空间，促进回迁社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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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推动着城市向外扩张。

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大量的村庄也通

过“拆迁”变成了城市小区，出现了“回迁社区”这一居

住区形式和“回迁居民”这一群体。一方面，回迁居民由

于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习惯上的变化

和身份上认同等问题。另一方面，回迁社区的建设资金主

要投入到建筑单体之中，对于社区的景观环境、公共空间

和居民的归属感缺乏针对性的设计。如何设计出满足时代

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回迁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难题。

2　回迁社区相关概念

2.1　回迁社区概念

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

个过程中大量的城市社区或村庄被拆除建设为新的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则会对这些被拆除的村庄进行原地建设高层

住宅或异地建设高层住宅，产生的社区即是回迁社区。回

迁社区对于农户而言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

有的乡村邻里关系被打散融合进一个全新的空间单元，成

为了全新的城市居民。这一时期，回迁居民在城市化的过

程产生了身份上认同、生活习惯上的变化和生活环境的改

变[1]。他们的身份认同与生活习惯处于“乡村——城市”的

交换时期，无法立即发生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回

迁社区内部的使用人群在类型上除了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户

外，还有大量的租户，使用人群混杂。加上回迁社区在建

造之时，开发商对于其内部的空间规划和整体设计上会通

过压缩成本来建造[2]。存在着混乱无序等问题，更遑论对于

回迁社区居民的交往空间的设计。

2.2　友好型城市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从以经济发展为目

标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原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不

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城市的发展开始关注

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出现了环境友

好型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老年友好型城市等城市发展

理念。

3　回迁社区公共空间现状

通过对回迁社区的公共空间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主要针

对活动空间、活动时间和活动人群展开分析。

3.1　回迁社区活动空间分析

入口空间。主要为社区内的单元楼周边区域。这一

区域是公共空间进入住区内部的必经之路，是独立于公

共空间与半公共空间之外。是居民产生必要活动的必经

空间，邻里之间的见面多发生于此是较小范围的邻里践

行交往的良好去处，社区内居民的交往活动发生频率较

高。而经过单元楼入口空的形式是多为慢速步行，儿童

日常上下学、青年日常上下班、和老年人日常的锻炼遛

弯活动，都会在单元楼入口空间进行短暂的停留，发生

一定的邻里交流活动[3]。

商业活动空间。主要指菜鸟驿站、社区商店、理发店等

商业活动区域附近的硬质停留空间。回迁社区存在大量的

出租房，单元楼的一楼大多出租于菜鸟驿站、社区商店、

理发店等。这些区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短时间

内会聚集大量的人流于其附近，是社区内居民的交往活动

发生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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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空间。包括社区内规划的儿童游戏区、老年活

动区、休息亭等硬质活动空间和软质活动空间活动场所。

这些区域在功能上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基本使用需求，社区

内居民的交往活动发生频率较高。

内部道路及道路交叉口。由于回迁社区是原有的村庄因

拆迁而产生的，原有的乡情依然存在于社区之中，婚丧嫁

娶、节日庆祝等活动多会选择社区内的道路等区域进行。

同时，回迁社区内有大量老年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依然与

原本的乡村生活息息相关，无法快速改变城市居民的生活

习惯。他们习惯于在单元楼门口、小区道路交接处等区域

进行纳凉、闲聊等活动，这个区域是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

少的活动区域。

3.2　回迁社区活动时间分析

将社区内按照不同的属性划分为入口空间、商业活动空

间、休闲活动空间和内部道路及道路交叉口四种类型进行

居民活动时间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研究可知，8点——10点

和18点——20点是居民活动高频时间段。结合前文活动空

间调查分析可知，这是由于这两个时间段是居民上下班时

间和外出活动时间。而在这两个时间段内，8点——10点的

活动高频区域为入口空间和休闲活动空间，18点——20点

的活动高频区域为休闲活动空间和商业活动空间。

3.3　使用人群活动空间偏好分析

通过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社区内不同年龄阶段

的人群对于交往活动空间的选择偏好进行调查。将调研对

象按照年龄划分为具体分为儿童、青年、老年三个部分，

不同人群对于交往活动空间的选择具有不同的倾向。

儿童活动高频区域为休闲活动空间，这里有规划好的简

易游乐设施，并具有一定的防护设施，安全性相对较高。

同时，在这一区域大多数儿童是和其家人一同活动。通过

对家长和儿童的询问了解到由于儿童身心还在发育中对于

安全感的需求较为强烈，家人大多陪伴在其附近起到监视

作用，增强儿童活动的安全性；

青年的活动高频区域为内部道路及道路交叉口和商业

活动空间等区域，这些区域便于青年群体进行针对性的活

动，如收发快递、遛狗等娱乐休闲活动；

老年人的活动高频区域为入口空间、内部道路及道路交

叉口和休闲活动空间等区域。回迁社区内的老年人大多彼

此熟识，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更倾向于在道路交叉口进行

简单的休闲娱乐。一方面，这些区域是老年人每日活动的

必经之处，老年人在这里遇到熟悉的人的几率较高增大。

另一方面，也与回迁社区的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孤独感、

安全感缺失和身份上的认同问题有着一定的关联。

4　存在的问题

4.1　空间类型设计匮乏

回迁社区的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在资金投入上以建筑单

体为主，社区的景观环境等空间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设

计的精致程度也相对较低，空间的布局形式化，空间的类

型也较为单一，以硬质铺装和粗糙的绿化设计为主。缺乏

针对不同群体的空间设计。如：老年人和儿童的活动空间

以及社区文化空间。

4.2　空间设计缺乏友好型

回迁社区在设计上对于景观环境、活动空间和活动设施

的设计投入相对较少，在设计上相对简单，缺乏针对不同

使用群体的设计。回迁社区在使用主体上，是以原有村庄

村民为主，社区内租户为辅的，与一般社区相比也有着更

加稳定的邻里互动和户外活动。活动群体的年龄类型上，

回迁社区居民中有大量的群体为老年人和儿童，他们在社

区内活动的时间也更多，对于空间的安全性和友好性也更

迫切。如：设置具有安全防护的活动空间。

图1 活动空间类型匮乏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2 儿童活动空间取法安全防护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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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内部道路障碍较多

回迁社区是原有的村庄因拆迁而产生的，居民的生活习

惯无法快速改变为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原有的生活方式

依然影响着社区的空间结构，居民的婚丧嫁娶、节日庆祝

等乡情活动依然会遵循原有的乡村模式，在道路等区域进

行。同时，内部道路及道路交叉口也是老年人的活动高频

区域，由于社区内的老年人大多彼此熟识，更倾向于在更

容易遇到彼此的区域——道路交叉口，进行简单的休闲娱

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内部空间产生了挤压，造成

了居住区内部空间的混乱。

5　回迁社区公共空间友好性更新策略

5.1　功能复合性策略

功能复合在公共空间中是指同一空间中的多样化设计，

空间针对不同的活动类型、服务人群、空间性质展开的多

功能性设计，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在空间中同时开展或在不

同时间开展多样的活动。

在具体的设计中，根据调查研究，了解不同的人群对

于活动空间的使用需求，针对社区居民经常涉足的高频活

动空间和潜在区域进行整体性的空间复合和局部性的设施

进行功能复合化设计，采用可移动、可折叠、可组合的模

块化的构成元素及装置，设计出可以同时满足儿童亲近自

然、青年人运动、老年人交流休憩以及回迁社区展示集会

的居住区空间，为场地提供多种的使用可能。

图3 活动空间功能复合化意向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在针对不同的活动需求时，针对性的移动组合，方便不

同人群的使用需求，来达到空间的高效率使用。满足多种

人群的活动需求，使得空间呈现出最大的包容性和复合性

（图4.16）。

5.2　尺度适宜性策略

活动空间中的个体类型一般分为儿童、青年和老年人，

三者在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有很大差异。20世纪60年

代，心理学家沙姆提出了“气泡理论”，即一个人周围都

具有独立的心理场，就如同随身携带看不见的弹性泡泡，

从而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4]。

尺度适宜性的设计手法主要包括两类：其一，即结合

抬升或是下降空间进行处理，形成竖向上的尺度多维度重

合，构建起动态化空间场所；其二，运用模块化的设施等

构件，满足不同人群在同时段的使用，形成动态化的公共

活动空间。使回迁社区在满足经济要求的条件下可以满足

不同人群的使用。

5.3　文化友好性策略

回迁社区是由于城市化发展而产生的，原有村庄的由

来典故、留存痕迹和乡情氛围和是居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和

身份认同。而社区内的小品和设施在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

后，考虑空间的文化性、教育性，展示回迁社区的文化特

征，通过设计的手段将注入原有村庄的文化元素，打造专

属的文化性空间，吸引居民的参与，提升空间的活力，满

足回迁居民的精神寄托和身份认同需求。

6　总结

回迁社区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的，打破了村民原

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村民从“乡村——城市”的转

变，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提升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活环境、

身份认同、习惯调整和关系重构等问题。

回迁社区是回迁居民接触最为广泛的外部环境，因此在

设计时应当考虑到不同人群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进行设

计，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例如，活动空间和活动设

施的设计等应当结合不同人群的活适宜尺度进行设计。文

化景观上也应当体现回迁社区的文化特征，设计出满足回

迁居民的精神寄托的外部活动空间。回迁社区的设计也应

当从回迁居民的身份认同、角色转换等角度思考结合景观

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建筑学等多领域多学科从使用人群

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去营造适宜的生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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