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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建设城市，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建立街具与城市中的空间、人、信息的研究框

架，在城市品牌的战略层面提出街具研究发展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目前我国的街具研究可总结为“街

具体现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街具应形成可识别的绿色城市景观”、“街具的发展来自于城

市的系统管理”等观点。并展望国内进行街具研究的方向：生态化、系统化的街具设计与管理、从城市

顾客感知设计街具以及明确街具在城市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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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construct the city, the thesis establish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between urban 
furniture and the space, people and information of c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chal-
lenge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rategic level of the city brand, by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Nowadays, the researches on urban furniture in China can be 
main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Urban furniture embodi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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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Urban furniture should form a recognizable green urban landscap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urniture comes from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the city. This paper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urban furniture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eco-
logical and systematic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furniture, perception for the design of 
urban furniture from the customers of the c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urban furniture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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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街具，也被称为“城市家具”、“街道家具”等，如城市中的座椅、路灯、护栏等公共设施，它的

设置是为了满足城市中交通、休息娱乐和信息获取等多样化的需求，见图 1。但城市中的街具不是独立

的设施，而是改善城市形象，使得城市中的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更为丰富多元的系统。街具体现出一座

城市的品牌形象，反映出城市的风土人情、居民的生活习惯，更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价值。在城市的演变

进程中，街具逐步囊括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足迹，是城市的缩影。国内对街具的造型、色彩和材质的讨论

一直是研究街具的主题，但街具与城市公共空间共生的生态设计，街具的人文设计，街具的规范标准等

都是塑造城市品牌、强化城市印记的重要部分。关于街具设计的研究，国外起步早、进程快、内容丰富，

而我国的研究现状则是起步晚，研究成果总量较少。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时代的街具设

计与管理逐渐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要提升国内的城市竞争力，需更好地建立城

市品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能发掘国内街具研究的热点，填补国内街具研究领域的不足，完善、丰富街

具的研究内容。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furniture 
图 1. 街具示意图 

2. 街具与城市形象 

我国的城市品牌研究兴起于城市形象研究[1]，城市形象一方面可概括为城市的景观风貌，另一方面

是居民、游客对城市的特定记忆。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具有可持续性且易被识别的城市形象是塑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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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品牌的关键，要建立具有生命力的城市形象，需将城市的物质环境外貌作为载体，同时结合城市的特

色文化，才有连续的文化运作。在构建人们的城市印象时，路径、边缘、区域、节点和地标是基本的五

个元素[2]，而街具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构成作用。在街具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以城市的文化内涵为核心，

围绕城市独有的精神来进行设计。 

2.1. 街具与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已与数字文化有所交叉，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本质[3]，
应考虑街具的造型、色彩、材质等构成的物理体系与城市形象的协调性，从而更好地与城市的文化特性

呼应，准确表达城市的文化精神，得到人们美学上.的认同。杨玲[4]从关爱性的功能、愉悦性的审美和反

思性的象征意义三个方面，对街具系统的设计提出了分析、整合和创新的设计模式，强调应从城市文化

中抽取符号来传达城市的本土文化。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街具应具有引导性功能，即具备传达信息、规

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林璐[5]基于需求探索提出了街具对城市居民的引导、地域文脉和环境特征的引导、

城市居民的精神需求的引导、街具通过系列化或品牌化从而对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的引导等四个层面，对

街具的引导作用从物理功能延伸到城市形象的塑造。 

2.2. 街具与城市意象 

城市的特色取决于城市整体意象，对地域文化特色的提炼是城市品牌定位战略中的关键步骤，同时

影响着城市意象在街具中的表现形式。在当前街具趋于同质化的背景下，寇树芳[6]具体地阐述了文化符

号在街具设计中的实际应用，肖丽等[7]结合实地考察的方法，指出应在现代审美需求的指导下，提炼、

组合地域的显隐文化符号，并结合时下新材料、新技术来进行设计。张晓开等[8]立足于城市品牌战略，

从城市的个性、视觉形象和特色内涵来论证城市意象对街具设计的影响。 
以上就街具与城市意象的关系提出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设计思考，邵慧[9]则针对街具缺乏地域特

色的现状，将街具置于不同城市环境中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结合城市意象进行街具设计的广泛策略。杨

凯凌等[10]以城市 CI 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城市理念识别、城市行为识别和城市视觉识别对街具的文化精

神、使用模式和造型色彩进行研究，总结城市 CI 语境下开发街具的方法论。 

2.3. 小结 

街具的审美风格和造型功能都与城市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建立城市形象要有对外传播的视野[11]，
在城市品牌定位清晰的情况下，街具的设计要在新时代的智联思想中体现出城市文化特色，才能在公共

空间中营造独特的城市意象、实现城市间的差异。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准确地表达城市特色，需要不断

的实践。 

3. 街具与城市空间 

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公共绿地、广场等，是展示出城市面貌的“窗口”，恰到好处且优美

的空间景观会为所在城市的人们营造更好的亲切感。游客凝视理论中指出，人们去游览一座城市，是在

城市景观中寻找已知的特色[12]。街具是城市景观中的标志，是城市品牌形象的直观体现。 

3.1. 街具与城市景观 

城市景观是城市品牌形象的外在体现，公共空间中的街具是城市景观与人互动的载体。基于街具与

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关系，安从工等[13]指出街具应当依据城市景观的配合整体、核心节点、场所意境和

文化表达四个方面重点设计，具备人性、亲切且和谐的属性。张秋梅[14]则主要对街具与城市空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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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评述，强调街具应形成并强化城市景观的氛围。匡富春等[15]将人与空间的联系作为研究主体，思考

街具在城市景观中所扮演的角色。孙磊[16]论述了在街具与城市景观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要从街具的环境

因素来系统设计。李杰等[17]将街具的设计体系以休闲为导向，结合了设计美学和生态美学讨论街具在城

市景观中的造型设计方法和审美价值。如香港市中心的 Walk DVRC 项目中设置了以香港饮食文化为灵

感，汽车电池为座位底部的 LED 提供动力的街道篮筐和移动座椅，见图 2，在强化城市氛围的基础上结

合生态设计，有利于城市品牌的持续发展。 
 

 
Figure 2. The urban furniture of Walk DVRC Hong Kong Central Park Street Project  
图 2. Walk DVRC 香港市中心公园街道项目街具 

 
在街具与城市的生态景观方面，王志成等[18]将街具在城市景观中表现的形态概括为自然形态、人工

形态和抽象形态，区分街具在生态环境中的成因。张小开等[19]细致地解构了城市景观形象的要素，从微

观到宏观的层次分析了街具在城市景观中的存在方式。周术等[20]从街具的数量、布局、风格探讨街具如

何与城市生态共生，但对“共生”没有展开论述街具如何在城市中形成循环利用的体系。 

3.2. 街具在空间中的布局与设置 

街具的设计开发方案，除了造型色彩的物理计划，还有街具在环境中的布局设置计划，街具的合理

分布既能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更能提升城市环境的品质。万敏等[21]将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总况按五大功

能属性划分类型，根据运用于工程建设领域的标准图分类索引式设计方法和用于历史街区的类型学规划

设计方法，为街具设置规划了思想框架。胡峰等[22]通过定量、定点和定性，将区域从“一般”到“重点”

进行划分，虽没有提出一般区域和重点区域的划分依据，但为街道管理和街具设置提供了思路。邓一凌

等[23]利用步行环境评估网站，依据国内 35 个城市的步行分数划分国内城市的步行环境，汇总了国内城

市空间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重点步行环境要素如人行道和街具等提出对策，对于研究步行环境中的街具

设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3. 小结 

街具的生态设计是城市重新获得活力的方法，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街具研究成果较少，缺乏

街具的设置和布局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加强绿色城市空间的建设。由于城市环境的差异，

街具在城市空间中的布局与设置，必须要充分考虑街道环境和城市空间的统一定位，协调城市环境和社

会环境的矛盾，街具的生态规划设计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当地社区的支持，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建设周

期漫长，是极具难度的挑战。 

4. 街具与城市中的人 

将城市品牌定位于人的心智中，能够提升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与自豪感。街具满足人们交通、休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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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方面的基本需求，但却不是冰冷的设施，人们也因心理、对城市的期望而有不同的要求。城市中的

人是城市品牌的重要研究对象，街具需要从人文关怀展开设计。 

4.1. 街具设计中的情感需求 

城市品牌化的终极目标是让城市所服务的群体建立起对城市的偏好和忠诚度[24]，企业者、非营利组

织或访问者都是维持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品牌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富有

情感的城市生活更能吸引稳定的居民。 
卜颖辉[25]基于感性视角，利用街具的感性因素来表达城市意境。王汝军等[26]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

础，论证了街具是人们心理情感中的“价值凹地”，从人们的心理角度来分析街具有助于连接街具与人

的情感链条。李文嘉等[27]基于心理学情境理论，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结合分析，提出街具如何在城

市中营造情境的具体策略。 

4.2. 街具设计中的功能和技术 

街具通过功能、技术的改良和创新，可以使人们建立友好的互动，不论是人性化的功能设计，还是

兼顾了社交网络等数字媒体的技术设计，都能使城市管理者追踪、管理城市社群。杨新海等[28]调查人们

对各类环境设施的需求，梳理了街具功能的弊端并且提出解决办法，方凯伦[29]从人性关怀和历史文脉两

大特点，提炼街具在功能、形式和材料的创新点，要满足公众参与感和用户体验感。代阳[30]在城市风貌

微更新的背景下，提出街具的设计核心要兼顾城市与人的情感和功能，强调街具要适应多群体，扩大功

能范围。 
以人性化或无障碍的设计原则设计街具，能让城市体现出包容和亲切。张迪等[31]阐述了街具设计遵

循无障碍设计的具体原则。罗吉等[32]指出街具在形态、材质等方面表达出人性化的设计语言。在当下的

时代语境和媒介语境中，数字媒体是最典型的新媒介，其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能对人体感官和思维进

行新的延伸[33]，李悦[34]使用参数化技术改变街具在城市空间中的造型，通过数控、3D 等，呈现出街

具的独特功能和艺术形象。 

4.3. 小结 

以上对街具的人文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形式和造型。街具设计要真正体现人文关怀，街具后

续的管理设计、街具与人的互动成为目前街具的研究趋势，城市管理者需要和城市中的人互相协作，选

择可行的策略来传播城市品牌形象，在街具一系列的设计体系中关注群体的情感需求，迎接技术多样性、

创新性以及用户适应性的挑战。 

5. 街具评价与城市资源 

有效的城市品牌化需要品牌开发的连贯策略，并能随着时间维持自身的活力，而对街具的评价、运

营和维护同样针对这座城市。街具的设计本质是一个相互协调的系统，需要动员所有有助于塑造地区未

来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使用者的评价与反馈、管理者的维护与更新、居民团体和机构等的共同参与都是

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同时，在开发设计阶段赋予街具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功能价值，需要与落地

后的维护阶段相协调，环环相扣才能保证街具的品质。 

5.1. 街具与设计评价 

对街具的设计评价既是审视街具开发与管理进程的有效工具，也是依据城市发展响应街具未来发展

方向的手段。构建系统化的街具评价体系，对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优化城市的资源配置有重要作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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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等[35]简练概括了街具的基本考评标准，总结街具的发展趋势。曹红霞等[36]认为街具是一种特殊的城

市资源，只有当真正投入使用后才能体现出它的资源价值。杨敏等[37]提出“城市家具标准与认证体系”，

列出街具的评价规则和评价办法，为我国街具的设置质量树立研究标准。胡莹等[38]以加拿大温哥华对街

具要素的评价指标为基础，结合国内街具的设计特色来确立评价指标和原则，有利于依据城市品牌的定

位着重提升街具的设计品质。目前国内仍然缺少构建街具设计评价体系的研究，街具与设计评价的意义

和作用也有待探讨。 

5.2. 街具运营与城市资源 

街具的运营管理是影响城市“名片”的关键，是对设定的街具系统计划更全面的考验。张秋梅[39]
认为对街具进行生态化的运营管理，才能将生态城市的概念落地，并且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社

会和经济效益。李晓东等[40]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街具设计为例，强调街具的设计和维护要基于可持续性

思想，达到“人–物–环境”的和谐发展。赵俊杰[41]基于城市的发展过程是混合多变的，因此在城市品

牌化为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下，街具的系统化设计不只体现在“绿色”材料，更要根据城市的经济、文化

等每个环节，在街具的功能和体验上注重生态的可持续性，并遵循武清开发区的区域定位，从城市品牌

的角度概括性地展开设计实践。 
在城市资源方面，发达的工业、商业和多样化的文化是经济性的城市资源，街具在街道或广场等地

区的运营管理，也向游客传播了地区运作的相关信息和整体形象，是一种特殊的城市资源。郭婧等[42]
提出“完整街具”的理念，认为提高街道活力的计划应从完善公共活动空间的街具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

从而提高城市两侧土地的利用价值，这种活力空间的培育也应该结合街具的周期管理运营，从投入成本

和商业价值等方面考虑街具对其他城市资源的影响。依据城市的品牌形象来规划街具的运营和管理体系、

明确街具对城市资源的商业价值来合理运营街具，都是城市品牌化的重要策略。 

5.3. 小结 

街具作为时刻与城市中的空间、人、信息产生互动的物理对象，它的建设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不仅涉及材料、色彩、造型等物理体系，更涉及社会认知和管理思维体系。目前，细化街具的评价

指标与体系的研究较少，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街具进行高效、有价值的运营管理需要街具评价数据的支

撑，是街具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而明确街具对城市的商业价值有助于重视街具的设计和发展，相

关研究的缺乏可能让街具面临城市管理者对街具的怀疑。只有持续不断更新的街具，才能给城市带来无

限生机。 

6. 结语 

以城市品牌的视角整理、归纳和总结我国街具设计的相关文献，得出学界对街具的研究呈现出多角

度、学科交叉的趋势，国内在街具领域更关注结合城市的人文特色、从人性化的角度展开设计，也逐渐

关注到城市品牌的持续运营需要绿色街具的支持、街具的更新需要城市顾客的共同参与。街具的系统设

计不能单一而论，即不能在某个阶段对单个功能展开设计，正如街具的研究不能独立地划分，不管是街

具与城市的生态设计，或是街具的运营环节，都是呈优化互补、整体关联的特点。由于我国对街具的研

究还在起步阶段，街具建设仍有空缺和问题需要研究。 

6.1. 生态化、系统化的街具设计与管理 

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就业增长，还能降低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是城市保持持续活力的社会

要素之一[43]，街具不仅要在外观上强化城市景观氛围，在实际开发、运营和管理上也应体现城市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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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发展理念，整合城市当地的生态、经济和文化系统，智慧地运用新技术对街具的布局、质量、材料、

生产和程序等各个环节完整把控。要更好地塑造、提升城市品牌，建设良好的城市，就需要结合城市的

品牌定位深入研究，合理、科学地从街道的环境空间入手，遵循街具的本质，巧妙地维护街具系统的生

态运营。 

6.2. 从城市顾客感知的角度设计街具 

对于顾客来说，品牌是其对价值的感知，是联想与感觉的结合[44]，城市顾客对城市的评价常常来源

于城市的各种设施和信息的呈现，出于主观因素，顾客的感受、评价和印象会对城市品牌的信誉有强烈

影响。通过顾客评价构建街具的评价体系，通过顾客感知构建街具的硬性指标，都有助于街具的人文设

计。同时，街具设计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可行的功能和技术，而城市管理者如何结合城市的品牌定

位，智慧、科学地应用新技术，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方向。 

6.3. 明确街具在城市中的价值 

国内城市品牌的相关理论已经认识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街具的开发设置也需要利益相关者

的有效策略和实施。随着城市发展，智慧城市进程的加速，城市品牌会随之更新，街具的设计运营也要

不断更新，如何让城市公民、私人部门等相关者共同协作，让城市管理者重视街具在城市中产生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把街具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资源来利用，是城市品牌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目前街

具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街具的设计、生产、建造、使用、管理、更新、维护的一系列实施程序中，城市的文化、城市的

精神、城市的风貌、城市的秩序，都能得以体现。在进行街具设计的相关研究时，需参考国内外优秀的

经验和成果，挖掘更多具有价值的研究创新点，紧密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实情与现状，提出充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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