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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微空间也成了节约用地、生态环保、临时使用等的代名词，本

研究围绕“以人为本”的微空间设计理念展开，探讨了在有限的地球空间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微型空间，

强调微空间设计在现代设计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微空间设计案例，探讨

了微空间设计的发展及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重点讨论了微空间设计的人性化转变，如何在

紧凑的空间中融入舒适、实用的设计元素，以及这种设计对现代居住模式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几点微空

间达到“以人为本”的设计的具体设计原则。本研究旨在提供对微空间设计的深入理解，并探索其在现

代社会中的潜在应用，从而响应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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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the limited nature of land resources, micro-spaces 
have become synonymous with land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temporary usag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eople-centered” design philosophy of micro-spaces, discussing how to 
effectively utilize micro-spaces under the limited spatial conditions of Earth.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icro-space design in modern design, and through analyzing micro-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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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crises, it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space design and its expressions in various cultural contexts. The study particularly dis-
cusses the human-centric transformation in micro-space design, how to integrate comfortable and 
practical design elements into compact spaces, and the impact of this design on modern living 
patterns. Finally, it proposes specific design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n micro-space desig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micro-space design 
and explore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ety, thereby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de-
mands for living space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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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土地资源的紧缺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

挑战，在此背景下，微空间设计作为一种创新的应对策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微空间设计不仅涉

及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高效利用空间，同时也关注如何在紧凑的环境中保持生活质量和功能完整性。近

年来的研究表明，微空间设计在住宅、商业公共空间等多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如胶囊公寓、小型工

作空间和多功能公共设施，这些设计实践不仅显示了微空间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突出了以人为本的设

计原则在微空间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深入探讨微空间设计时，重要的是要考虑用户的需求和体验，确

保设计既实用又舒适，所以认识理解设计领域中所说的“以人为本”成为了基础。 

2. 设计中的以人为本 

普罗塔戈尔，古希腊哲学流派的杰出代表，曾明确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以

人为中心，一切事物的评价和理解应以人的视角为基准[1]。以人为本的设计是以关注人的需求、体验和

情感为根本出发点的设计[2]，空间的设计者是人使用者也是人，应而在空间设计中秉承着为人设计、为

人所用的设计原则是设计师最基本的设计素养[3]。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大步向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

美标准都在发生着质的改变，这便要求设计师们必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空间设计中的以人为本要求从

安全性——绿色环保，身心安全；舒适性——契合主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经济实惠、多功能居住、

便携性等多方面来做设计[4]，全面的提高大众的生活品质。由于过去的生活压力，那时候的设计以满足

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首要的任务，现如今的时代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人们希望能够在家中满足娱乐，

休息，健身等需求，且能够快速地获取信息，从而享受生活，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并没有一个标尺，也不

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增多而与时俱进的，以人为本的设计总结

起来便是设计服务于当代人。 
三宅的褶皱时装系列曾风靡于全球时装界，他把衣服褶皱的自然形成美经过设计变成时尚的新美感，

试想一下这样的褶皱服装不需要我们再每天熨烫衣服，迫切时即使随便塞进衣柜里也不会怎么样，省时

省力又时尚[5]。褶皱时装的成功在于顺应潮流审时度势[3]，将现有存在的问题变成设计的切入点，缺点

变优点，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穿衣的追求，这样的设计理念才是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将简单化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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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响，简单了生活又不脱离当代对时尚的需求。相反若是一味最求一些形式主义的设计，一时间的吸引

眼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忽略了设计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则是徒劳，就好像让人们穿上不合身的华服一

般，实在是行不通的。诺曼在《设计心理学——情感化设计》也曾解释过设计终将是用之于人[6]，罗杰

斯也提出设计师应当将人性化理念纳入到设计工作中来[7]。在《航站楼公共陈设的情感化设计研究》中

[8]，据客户的真实需求，作者邱晓婷进一步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行为模式的特点，提出更加具

有针对性的情感化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3. 微空间概念及符号 

3.1. 微空间概念阐述 

“微空间”的概念目前没有统一、权威的定义，对它的研究也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理论[9]。通过各学

者对微空间的理解，可以总结出微空间就是一个可以保证人的基本活动且满足实际所需的最小化的空间。

微空间从空间类型来看也可以分为住宅与商业两大类，“微型住宅”是欧洲为应为经济危机所提出的，

又可以分为集合住宅和独立小住宅[10]，集合住宅基本上是多层或低层建筑群，是一种模块化的简约经济

的组成方式。1918 年开始荷兰鹿特丹的市政建筑师奥德，设计了不少社会住宅项目，他设计了一系列适

合人们居住的联排住宅。其中荷兰鹿特丹的工人住宅成为了整个欧洲世界最早期的微空间住宅的成功案

例之一，是集合住宅开始的雏形(斯班根与图辰迪肯) [11]。韩国和我国一样是属于地少人多的国家，在韩

国微空间住宅则是更多体现在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在这方面的住房面积国家都有极其严格的控

制，有的只有 20~30 平米。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以解决二战后住房短缺的问题，建设

了许多的廉价房型称为“组屋”[12]。独立“极小住宅”是小空间的单门独户的住宅，日本二战后复习的

必然选择[13]。1830 年 Wingig 公园坐落在瑞士弗莱堡的一个私人庄园，里面有一座狩猎小屋，但是目前

这公园处于衰败状态，为了维护 30 公顷的场地，windig 项目设计师 LVPH 在公园里设计了一系列分散的

5.5 米 × 5.5 米 × 9 米的独立小住宅，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密斯·凡德罗也曾经说过少即是多的概念。

至于商业层面，微空间也是随时代发展而层出不穷的，例如游走在城市的冰淇淋车，至今依然能见到的

报亭，移动餐车等等。在《微型住宅室内设计研究》中胡爽也提到“小空间大布局”的设计理念[14]。 
我们不难总结出，微空间出现起初是为了解决用地紧张，资金短缺的现象，不过随着经济发展从相

对性的角度而言，微空间设计在不同时期被人们赋予不同程度的期待，大家的要求也不再仅仅为了生活，

更追求精神享受。由于人口越来越多用地只会更加的紧张，或许到未来的某个时期会出现有钱难买一分

地的窘况，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最低收入水平也在提高，这就好比此消彼长注定微空间设计不会退出舞台，

要求设计师们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设计出契合当代人的微空间设计。 

3.2. 微空间的标签符号 

微空间设计的五大特性标签分别是时效性、模糊性、精细化、开放性、限定性。其中时效性是指设

计师需要考虑到该微空间的使用时长是暂时性还是短期或长期，从而进行有限空间的更具有针对性的有

效设计。模糊性是指微空间的不确定性，没有明确清晰的划分点，模糊空间也称为“灰空间”[15]，在《模

糊学引导》中模糊的概念被定义为是事物在形态、类属方面的亦此亦彼性。日本黑川纪章也表达过模糊

空间在功能上具有不确定性和多重意义。微空间本就是面积有限的空间设计，设计考虑时对于空间中的

功能区是否必须明确分割，寻找削弱或消失的设计方面使微空间在视觉上行为上不会显得更小。微空间

精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室内环境的精心设计，注重工艺的精密度，面积的局限性要求功能空间必

须在整合空间叠加等设计中更加精细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二是体现在对人体尺度的把握中，精准活动尺

寸，位置定点如此才能不浪费一点空间的高效空间设计，创造出更多的可能。开放性的概念是才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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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延伸出来的，对于一些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的微空间，比如商业房车，城市装置空间，公园体验空

间等等，开放性则是讲究弱化或删去部分的功能空间与外界环境的分割，这样的方式可以将有限的空间

延续开，从而减弱小空间的面积缺陷，毕竟视线上的开放确实影响着使用者的精神思想的开放[16]。尽管

微空间具有模糊性、开放性但是并不代表它是无序的，空间再小也是会受到本身的功能承重结构等不同

因素的限制，所以最后微空间是具有限定性的，只有在被束缚中才能体现设计的价值，可见微空间的设

计反而比大空间要有更多挑战更要求设计师的设计能力。 

4. 微空间人性化设计考虑方向 

4.1. 人群定位分析 

人性化设计让大家想到的便是以人为本，但是何为人，什么人？上文中提到一个当代人的说法，这

是从时间角度的考虑可以说是大众，那么从类型上来考虑却总被设计师们忽略那便是小众。微空间的设

计需要我们明确使用人群的类型与特点[17]，做有限空间的针对设计，也是精细化的要求之一。例如现今

有许多针对单身老人的共享住宅设计，于是设计中处处考虑老年人在行动思维以及需求方面的特点[18]；
大学生共享图书空间设计面对的是一群具有时代新潮个性的年轻人，他们思维跳跃乐意接受新事物[19]；
包括一些独居的微空间，空间不大但人也不多考虑的空间设计便是这一个人的人性化设计。甚至是鲜少

被关注的都市夜归人群体，因为各种原因凌晨深夜依然在都市游走的人，他们在当时此刻又有什么样的

期待和需求呢？ 

4.2. 时间程度分析 

时间程度分析也就是针对微空间的时效性特点结合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而提出的分析方向，例如胶

囊旅馆的微空间一般是一天的使用时长，那么它的轮换性决定设计需要符合大众需求，且注重家具软装

物品的使用时长可以选择经济实惠，寿命可以不用太长的；住房商业等出租则是考虑到短期的使用情况；

若是住宅或等相对而言长期的微空间则是考虑到长期活动的行为效益，从格局到软装都做到长期使用的

舒适感和可持续性；对于作为商用的微空间，则需要考虑甲方的身份特点，以及商用从事的工作需要的

功能区，并且需要调查场地的人流时间段以及特点，需要提前设计好人流多时的可变性设计。就好比都

市夜归人的时间则是集中在夜间凌晨前后，而这样的时间都市公交地铁等交通都已停，餐饮店除了类似

肯德基一样 24 小时服务便是非常少的了等等因为时间而产生的需求变化，并且这个时间段的安全性也会

降低。 

4.3. 所需空间功能分析 

微空间最限制的便是空间小，面积不足。在进行微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时要求设计师不能完全被空间

所限制[20]。对于微空间而言，储藏收纳的空间是设计的重中之重，如何在有限的面积里巧妙的设计储藏

与收纳这两个本就非常占地的空间是用户是否会感到舒适舒心方便的关键。日本的集合化设计就非常注

重空间功能方面的人性化设计，例如日本的玄关设计分类详细，利用折叠或可变的玄关家具节省空间的

同时还可以做到将鞋子衣服甚至是雨伞包包的尺寸考虑到设计中，在微空间的卫生间的设计不会因为空

间有限而放弃干湿分区，比较没有干湿分区的卫生间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轻质的帘子，巧妙的地台组

合，面积不足高度来补[21]。只要这样设身处地的设计才是真正达到人设计了设计，设计用于人。 

5. 微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原则 

微空间的人性化设计要求在做该空间设计时需富有弹性[22]，弹性比喻事物的可多可少、可大可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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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性，用以形容空间设计的话该是在舒适度，空间布局等方向上做到灵活多变，可以因人因时因事而

适当有所变化，多功能家具的运用也是对弹性空间的设计要点之一[23]。 

5.1. 舒适宜居原则 

微空间无非就是在面积小的空间里做文章，但是微绝对不是勉强，差不多的代名词，也不代表着有

些功能区就可以被缺少，也不应该被贴上低端的标签。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条件欠缺不舒适的空间活动，

设计师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去保障微空间的舒适[24]。毋庸置疑安全性是舒适的前提，宜居的舒适微空间

应该是具备归属感和防卫安全的空间。只有以人为本的设计才能达到舒适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住

得下，还应考虑到显性和隐形的双重需求。 

5.2. 空间紧凑布局原则 

微空间与普通的空间最本质的就是袖珍的面积，即使面积小也不对设计降低要求，那么对于空间的

布局唯有紧凑，大部分人认为紧凑似乎是一种将就，但在我看来它是微空间设计的良方，换句话说也就

是对布局进行减肥瘦身，反复推敲平面图，家具尺寸，模拟使用情况，适当减少不必要的占比，也可将

相关的功能进行整合统筹设计[25]，再利用绿植，编织物等实现功能分割。同时提高空间中家具的使用率

也是非常有效的设计手法，比如多功能家具。对于微空间而言无论是横向或是纵向的空间都要恰如其分

的利用到位，尽力做到满足多功能空间的设计可能。 

5.3. 灵活多变原则 

在一篇设计中曾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居住是永恒的，但是生活是动态的。从现有的调查数据和统

计来看微空间的使用者类型多样，家庭结构身份职业也是多样的，特别是针对住宅来说，使用年限是 70
年，一间微空间长达 70 年的寿命应该长久的服务于居住者，满足不同生活阶段的灵活需求，从而服务于

生活的动态特性，当然灵活多变也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26]，若能够在初期的设计中就考虑的长远那

么也可省却一定程度的改造开支。所以对于微空间的设计灵活多变原则尤其重要。 

6. 总结 

以人为本的微空间设计尤其重要，微空间的局限面积使得稍微的不合理设计就会被放大。全球的微

空间设计是非常多且形式丰富的，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微空间设计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做契合中国人

的人性化设计，现存的设计案例和文献中大多是微住宅方面的，然而我认为也可以做实际需求的既居住

又可共享的开放空间设计，借鉴国外的许多微空间案例开阔设计思维，共享与独处划分得到的都市微空

间，最重要的是定位精准，真正地解决一些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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