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3), 1550-155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186   

文章引用 : 乐建源 , 高宁 . 战术城市主义视角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空间优化设计策略研究 [J]. 设计 , 2023, 8(3): 
1550-1556. DOI: 10.12677/design.2023.83186 

 
 

战术城市主义视角下的电动汽车充电空间优化

设计策略研究 

乐建源，高  宁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7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3日 

 
 

 
摘  要 

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普及，电动汽车充电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类型，其设计与布局成为了设

计与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的充电空间往往缺乏人性化和多功能性，存在着功能单一、空

间利用率低和与城市环境脱节等问题。文章以战术城市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充电空间在城市中的潜在作

用和价值，并提出了灵活移动、共享开放和创新循环等设计策略，以将充电空间转化为具有社会、文化、

环境等多重价值的公共空间，从而丰富城市生活。并尝试通过战术城市主义的方法，促进充电空间的多

样化和共享化。因此，文章认为战术城市主义为充电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实践方法，值得进

一步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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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energy electric vehicles, the design and layout of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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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ing space, as a new type of urban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design and plan-
ning. However, existing charging spaces often lack humanization and versatility, with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functionality, low space utilization, and disconnection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role and value of charging spaces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ctical urbanism, and proposes design strategies such as flexible mobility, shared openness, 
and innovative circulation to transform charging spaces into public spaces with multiple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thereby enriching urban life. It also tries to promote the di-
versification and sharing of charging space through tactical urbanization methods.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actical urbanism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practice for charging 
space,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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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普及，电动汽车充电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类型，其设计与布局成为

了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目前的充电空间往往缺乏人性化和多功能性，不能满足不

同用户的需求和期待的同时存在着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低，与城市环境脱节等问题。文章试图从战术

城市主义的视角，探讨如何利用充电空间创造更加活跃和包容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从战术城市主义的视

角出发，探讨了充电空间在城市中的潜在作用和价值，以及如何通过灵活，创新，参与的设计策略，展

现充电空间与城市环境互动融合的运用场景。战术城市主义是一种以小规模、低成本、快速实施的方式，

对城市空间进行微型干预和改造的理念和实践。文章认为，通过战术城市主义的方法，可以将充电空间

转化为具有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价值的公共空间，从而丰富城市生活。战术城市主义为充电空间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实践方法，可以促进充电空间的多样化和共享化，从而提升城市的品质和

活力。 

2. 战术城市主义发展近况 

本战术城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或战术都市主义是一种基于城市空间行动主义的实践方法，旨在

通过短期、低成本和创造性的举措改善城市及周边环境[1]。战术城市主义强调快速原型制作和实验，以

寻求可持续性的、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促进公共参与和自组织行动[2]。其中一个标志性

的实践案例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占领花园广场”。战术城市主义通常以小规模的行动开始，例

如临时公园、废弃空间的重新利用或城市广场的短期改造等[3]。在短期行动中，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实际

参与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城市，以达到长期意识性影响效果，尽管战术城市主义已成为城市设

计的热门话题，但也存在批评声音[4]。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的效果可能是短暂和表面的，无法真正

解决城市的根本问题。此外，他们认为战术城市主义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民主缺陷和社会不平等。总的

来说，战术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城市实践方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践，并成为城市设

计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5]。然而，它的实施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讨论和具体实践，并需要与其他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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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合使用，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及城市创造潜力释放[6]。 
战术城市主义作为一种以参与式的方式改善城市空间和生活质量的实践[7]。具有以下三组特点：首

先，战术城市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建设的临时性，这意味着城市的设施和建筑可以迅速建造和拆除，

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这种灵活性使城市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需求，例如举办大型文化活动、临时性住

房和商业设施等。可移动性指的是城市设施可以在需要时移动到新的位置，例如在不同的季节或不同的

区域中运作。可重组性则是指城市可以快速地重新安排不同设施的布局，以适应城市的需求[8]。其次，

战术城市主义强调多功能性，意味着城市设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用途下使用。例如，一个公园可以用

作音乐会、社区集会和市场[9]。共享性指的是城市设施和资源可以共享和共同使用，从而减少浪费和资

源的消耗。开放性则是指城市应该鼓励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不同社区和群体都可以使用和享

受城市的资源和设施。最后，战术城市主义倡导生态性，通过使用环保的材料和可持续的建筑设计来降

低城市对环境的影响。循环性指的是城市应该设计为尽可能循环再生，减少浪费和资源消耗。创新性

则是指城市应该鼓励创新，例如通过使用新技术和新思维来解决城市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 

3.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概况 

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研究不断增多。许多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电

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间构成、空间设计和空间体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空间构成方面，一些学者

提出了建立充电站管理系统的方案，以优化充电站的布局和空间利用率。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各种充电桩

的布局和空间规划策略，以提高充电桩的效率和安全性。在空间设计方面，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设计理

念和策略，包括人性化设计、环保设计和创意设计等。这些策略旨在提高充电空间的舒适性和美观性，吸

引用户的注意力和兴趣。在空间体现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标识系统和导向系统，以提高用户的认知

度和导航性能。同时，他们还强调了文化元素的重要性，以增强充电空间的个性和文化内涵。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类型，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和政策的支持，其数量和范

围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第一，数量的激增：根据充电联盟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全国共计有

850,890 台公共充电桩，总充电桩(公共 + 私人)保有量共有 178.8 万台。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充电桩保有量达 521 万台，车桩比为 2.51:1。2020 年充电桩列入“新基建”重点

投资产业，各大城市推出支持和补贴政策，共同驱动充电桩保有量增速回升[10]。同时，多家车企推出充

电桩随车赠送服务，私桩共享模式兴起，也为私用桩数量增长提供动力。在努力实现“碳中和”的背景下，

未来我国将会刻不容缓地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地稳步增长将会促进充电桩需求的扩大，

充电空间也随着充电装置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扩大。第二，范围的扩张：《关于加快充电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总数要达到 50 万个以上，在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停

车场、公共汽车站、公共机动车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建设充电设施，对新建小区、商业区、产业园区等进

行配套建设充电设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规定，到 2020 年，汽车充电设施的

充电点数量应达到 120 万个以上，充电基础设施密度达到每 100 辆新能源汽车配备 2.5 个充电点。同时，

规划还提出了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目标和重点领域，包括重点城市、公共停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旅

游景点等等。可以看出，充电空间范围不仅涵盖了城市和农村的各类场所，而且还延伸到了交通和旅游

等领域。 

4.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间构成、空间设计与空间体现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新能源电动汽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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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空间不足和不便仍然是电动汽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间

构成、空间设计和空间体现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对于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提高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质量

和推广新能源汽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电动汽车充电空间不仅要满足充电的基本功能，还要考虑与周

围环境的协调性、用户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空间的美观性和多功能性等方面。在空间构成方面：电动汽

车充电空间的空间构成主要包括充电桩、遮阳棚、服务亭、休息区等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和比例

需要合理安排，以保证充电效率和空间利用率。目前，一些充电空间的空间构成过于单一或杂乱，缺乏

统一的风格和规划，造成空间浪费或拥挤。在空间设计方面：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间设计主要涉及到

建筑形式、材料选择、色彩搭配、灯光照明等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根据充电空间的功能需求和周围环境

的特点进行设计，以体现出充电空间的特色和氛围。目前，一些充电空间的空间设计过于平庸或雷同，

缺乏创意和个性，无法吸引用户的注意和兴趣。在空间体现方面：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间体现主要指

充电空间所传达出的信息和意义，包括充电空间的标识系统、导向系统、文化元素等方面，这些方面需

要与充电空间的功能定位和品牌形象相符合，以提高用户的认知度和满意度。目前，一些充电空间的空

间体现过于简单或混乱，缺乏清晰的指示和识别，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空

间构成、空间设计和空间体现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对于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和专家从多个角度对充电空间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不同的解

决方案和策略随着不断的研究和探讨。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设计将逐渐变得更加人性化、环保、创意和

具有文化内涵，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充电服务体验。 

5. “战术电汇空间”可能性描绘 

5.1. 灵活移动的战术电汇空间 

在战术城市主义的理念下，战术电汇空间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充电场所，而是更加灵活和多功能的设

施。通过创新的思维逻辑，战术电汇空间能够满足不同时间和地点的需求，从而更好地适应城市的变化。

首先，战术电汇空间的模块化设计充分考虑了车流量和空间需求的差异。充电桩采用可折叠、可拆卸、

可组合的设计，使得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当人口密集或交通拥堵时，可以迅速增加充电桩

数量，调整排列方式以提高充电效率和空间利用率。相反，当人口稀少或车流量较少时，可以减少充电

桩数量，降低空间占用率，从而节约资源和成本。这种灵活性使得战术电汇空间能够在城市发展变化的

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其次，战术电汇空间采用移动式装置，以满足不同区域的充电和供电需求。这种

移动式的充电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灵活布置。例如，在人口密集或交通便利的商业中心、

社区公园、居民区等地，可以设置临时充电站，满足高峰时段的充电需求。同时，这些移动充电空间还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pace combination movement 
图 1.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组合移动示意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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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内置多功能电能供应系统，为用户提供额外的服务，例如移动供电系统可以提供临时的电源供应，

满足户外活动、临时展览、紧急救援等多种电能需求，为城市的多样化功能提供支持(见图 1)。 
总而言之，战术城市主义的思维逻辑使得战术电汇空间成为一个灵活、可调整的多功能设施。通过

模块化设计和移动式装置，战术电汇空间能够根据不同时间和地点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适应城市的变

化，并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充电和多功能供电服务。这样的设计理念将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和可持

续能源的应用，为人们创造更舒适、便利的城市生活。 

5.2. 共享开放的战术电汇空间 

在战术城市主义的理念下，战术电汇空间是一个具有多功能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的空间。这

种空间能够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交流和社会参与。首先，战术电汇空间设置有各种多功能

设施空间，如休息区、咖啡厅、图书馆、展览馆等。这些功能设施和空间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个舒适、便

捷、有趣的充电体验。例如，在休息区提供舒适的座位，方便用户在汽车充电时休息或阅读书籍。在咖

啡厅提供咖啡和小吃，让用户在汽车充电时享受美食，补充能量。在图书馆和展览馆可以提供文化和知

识的展示和分享，让用户在充电的同时也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借以打发无聊的等待时间。其次，

战术电汇空间通过共享平台或社区组织与周边的商业、文化、教育等机构合作，共享资源和服务，为用

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例如，与周边的餐厅、商店合作，为用户提供优惠或者充电奖励。与当地的

博物馆、文化中心合作，为用户提供免费或优惠的门票和展览。这些合作不仅能够让用户享受更多的优

惠和服务，还能够增强战术电汇空间与周边社区的联系和互动。此外，通过开放式的设计和活动策划，

战术电汇空间能够吸引更多的非车主用户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开放、包容、活跃的城市公共空间。例如，

在战术电汇空间举办一些文化、艺术、娱乐等活动，吸引周边居民和游客前来参加。在战术电汇空间设

置公共艺术品或展示区，增加空间的文化氛围和艺术价值。这些活动和设计不仅能够提高战术电汇空间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能够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活力(见图 2)。 
总而言之，战术电汇空间是一个多功能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的空间，通过丰富的功能设施、合作共

享和开放活动，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充电体验，促进社会交流和参与，同时也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和

吸引力。通过多功能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的设计，战术电汇空间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促进社会交

流和参与，成为一个舒适、便捷、有趣的城市公共空间。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functional collection in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pace 
图 2.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多功能集合示意图② 

5.3. 创新循环的战术电汇空间 

在战术城市主义的思维逻辑下，战术电汇空间的优化进一步扩展。除了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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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持续性和创造性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通过智能化管理和监控系统，实

现对充电空间能源供给和消耗的精确控制。借助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够实时监测充电设备

的能源使用情况和电汇效率，从而根据需求进行能源分配和调节。这种智能化管理可以帮助充电空间实

现能源的高效利用，避免能源浪费，并且根据不同时间段和需求情况进行灵活调整，提供更加个性化和

高质量的充电服务。其次，利用先进的储能技术来增加充电空间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储能技术将可再生

能源的产生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时间差进行平衡，将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通过电

池储能系统或其他储能设备，将太阳能或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不需要充电时进行储存，然后在高峰期或

能源短缺时释放能量，满足充电需求。提高充电空间的供能稳定性，并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此外，

战术城市主义鼓励创新技术和材料的应用，以提高战术电汇空间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例如，引

入快速充电技术，通过提高充电功率和改进充电设备的设计，使得充电时间大幅缩短，提高充电效率。

同时，采用高效散热系统和智能温控技术，避免充电过程中产生过多的热量，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此外，探索可持续材料的应用也是关键。例如，利用可降解材料制造充电设备和充电桩，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研发更轻便、坚固和耐用的材料，以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见图 3)。 
总而言之，在战术城市主义的理念下，战术电汇空间综合考虑能源供给和消耗、智能化管理、储能

技术、创新充电技术和材料等方面的因素。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智能控制系统、储能技术、创新材料

和高效充电技术等手段，实现充电空间的生态性、循环性和创新性，为城市提供更加可持续和智能化的

充电服务。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y for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pace 
图 3.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智能监管与生态技术示意图③ 

6. 结语 

文章以战术城市主义的视角，探讨了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设计和应用，旨在解决现有充电空间存在

的问题，如缺乏人性化和多功能性，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低和与城市环境脱节等。通过战术城市主义

的方法，文章提出了一些灵活、创新和参与的设计策略，将充电空间转化为具有社会、文化、环境等多

重价值的公共空间，从而提升城市的品质和活力。战术城市主义是一种以小规模、低成本、快速实施的

方式，对城市空间进行微型干预和改造的理念和实践。在充电空间的设计和规划中，运用战术城市主义

的理念，能够促进充电空间的多样化和共享化，从而提高空间的适应性、多样性、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文章从三个方面描绘了战术电汇空间的可能性，包括临时、可移动、可重组的战术电汇空间；多功能、

共享、开放的战术电汇空间；以及生态、循环、创新的战术电汇空间。这些战术电汇空间能够满足用户

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交流和社会参与，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活力，实现城市能源转型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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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 
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设计和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即战术城市主

义的思路和视角。通过将充电空间视为一个具有战术性、策略性和创造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拓展了充电

空间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了一种更加灵活和多功能的充电空间设计方案。这种方案不仅能够满足新能源

电动汽车用户的充电需求，还能够为城市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资源，促进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和优化，增强

城市的韧性和活力。通过本研究，希望为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促

进充电空间的创新发展，为城市能源转型和城市更新做出贡献。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更多战术城市主

义的设计策略和实践案例，同时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合作，如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和环境保护等，以推动

电动汽车充电空间的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目标。战术城市主义为充电空间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实践方法，这一理念值得在实际项目中进一步研究和应用，以实现城市空间的创

新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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