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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为了创造现代城市环境的“宜人性”, 首先要强化城

市的“人居环境”意识, 明确工作的对象及任务, 建立科学的

评价体系, 合理调配城市的功能和物质形态。要依据人的行

为特征合理解决各类城市空间的使用问题, 以高效率支持人

的各项活动; 注重人工元素与自然元素的有机结合, 创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 满足人的生理舒适的需求; 在人与历史、人

与地方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创造良好的文

态环境,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照顾到老人、儿童、残疾人、外

来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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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 人类即将迎来一个城市

时代。然而, 现代城市环境的“不宜人”现象, 危害到

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品质。公共空间功能混杂, 相

互冲突, 人与汽车的矛盾尖锐; 非人的尺度阻断了

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和关系,“场所精神”失落; 人工

化程度过高, 局部小气候以及视觉环境畸形; 景观

层次不足, 细部不够, 艺术感染力下降; 室内外空间

系统脱节以及过分拥挤, 污染严重等问题, 不利于居

民的身心健康。如何创造城市环境的“宜人性”, 满

足现代人的“高情感”需求, 是新世纪城市建设的重

要课题。

1　“人居环境”的本质要求城市的“宜

人性”
　　今天, 城市在带给人们巨大的利益的同时面临

着深深的困境, 根源是不能作为良好的“人居环境”,

从而遇到了危机。

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 人们却提出

追求“真正的富裕”, 即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

更要求心情舒畅等精神上的富裕。创造美丽舒适的

城市环境是达成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事实上, 从霍

华德的“田园城市”开始, 一百年来, 追求城市及其环

境的“宜人性”始终是现代城市思想与理论的一个中

心内容。

日本充分认识到城市的“人居环境”的本质, 以

“尊重人性”的基本信念, 提出把 21 世纪的东京建设

成为“家园城市”。为此, 他们确立了“安居乐业的城

市”、“生机勃勃的城市”、“可称之为故乡的城市”3

个主题来制订规划[ 1 ]。显然,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以人为本”、以“宜人”为宗旨的规划。

《美国城市文化》在研究未来 50 年的环境与变

化时, 曾提出了“城市宜人性”(u rban am en ity) 问

题, 并列了 23 个项目, 就此对全球 16 个城市进行打

分评比。结果巴黎以 20. 5 分居第一, 罗马以 20 分居

第二, 伦敦以 19 分居第三。

在亚洲, 对城市宜人环境的建设展开了竞争。新

加坡多年来的苦心经营人所共知; 日本大阪在城市

总体规划完成后, 还专门做了城市宜人环境建设规

划 (am en ity p lan) ; 横滨、吉隆坡、台北、上海等也不

甘落后。而北京近年来在美化环境、治理污染、改善

交通等方面成绩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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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造城市环境“宜人性”所应关注的
物质要素及其评价标准

　　创造城市环境“宜人性”所应关注的物质要素及

其评价标准也就是城市设计通常考虑的物质要素及

其评价标准。

上述《美国城市文化》评价“城市宜人性”涉及到

23 项物质要素, 吴良镛先生曾把它们归纳为 3 大

类[ 2 ]:

1) 良好的自然条件 (包括有: 美丽的河流、湖

泊; 大的公园 (群) ; 一般树丛; 富有魅力的景观;

洁净的空气; 非常适意的气温条件等)。

2) 良好的人工环境 (包括有: 杰出的建筑物;

清晰的城市平面; 宽广的林荫道系统; 美丽的广场

(群) ; 艺术的街道; 喷泉群等)。

3) 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 (包括有: 杰出的博

物馆; 负有盛名的学府; 重要的历史遗迹; 多种图

书馆及美好的音乐厅; 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 街道

的艺术; 可满足多种内容游憩要求的大游乐场; 多

样化的邻里等)。

日本城市设计的 20 项主题是: 眺望, 散步道,

标志, 历史文物, 水边, 小品, 中心公园, 路标, 花园

道, 水, 街景, 艺术品, 商业街, 立面, 广场, 趣味, 街

角, 照明, 林荫道, 广告。

凯文õ林奇提出的城市设计的 5 个要素——边

缘、通道、区域、节点和标志, 可以认为是上述各项要

素的一种理论概括。

评价城市环境“宜人性”的标准有哪些呢? 对此

国外有深入的研究。

英国“城市设计小组”的“好的城市设计”的概念

是[ 3 ]: 创造“场所”(p lace) ; 多样性 (pariety) , 包括

多样 的 形 式 ( fo rm ) 与 类 型 ( type ) ; 连 贯 性

( con tex tua l) ; 渐进性 ( increm en ta l) ; 人的尺度

(hum an sca le) ; 通达性 (accessib ility) ; 易识别性

( leg ib ility) ; 适应性 (adap tab ility)。

美国旧金山城市设计方案 (1970) 确定的 10 项

原则或曰“基本概念”是: 舒适 (am en ityöcom fo rt) ;

视觉趣味 (visua l in terest) ; 活动 (act ivity) ; 清晰和

便 利 ( cla rity and conven ience ) ; 特色 ( character

d ist inct iveness) ; 空 间 的 确 定 性 ( defin it ion of

space) ; 视景原则 (p rincip le of view s) ; 多样性ö对
比 (varietyöcon trast) ; 协调 (harm ony) ; 尺度与格

局 (sca le and pat tern)。

1977 年, 美国城市系统研究和工程公司

(U SR E) 提出了另一套评价城市设计的标准: 与环

境相适应 ( f it w ith set t ing ) ; 可识别性的表达

(exp ression of iden t ity) ; 出路与方位 (access and

o rien ta t ion ) ; 行为支持 (act ivity suppo rt ) ; 视景

(view s) ; 自然要素 (na tu ra l elem en ts) ; 视觉舒适

(visua l com fo rt ) ; 维护和管理 (m ain tenance and

care)。

1981 年, 凯文õ林奇提出了 5 项“执行尺度”

(perfo rm ance dim en sion ) 作为评价标准: 活力

( vita lity ) ; 感觉 ( sen se) ; 适合 ( f it ) ; 易接近性

(access) ; 控制 (con tro l)。

美国的哈米德õ席瓦尼 (H am id Sh irvan i) 总结

了上面 3 种美国城市设计专业中有代表性的标准,

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

一套“新”的综合标准[ 4 ]: 易接近性; 和谐一致; 视

景; 可识别性; 感觉; 适于居住性 ( livab ility)。

3　创造城市环境“宜人性”的对策与
目标

　　上述创造城市环境“宜人性”所应关注的物质要

素与评价标准, 已经体现出创造城市环境“宜人性”

的对策与目标, 这里兹作总结论述。

1) 合理调配城市空间的功能, 充分保证人的各

种愿望与目的的顺利实现, 高效率支持人的各种行

为活动, 支持个性化与多样化的平衡发展。

现代城市空间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主体的多元与

庞杂性, 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空间功能的多样与复

合性。这些功能有些是相容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有

些则存在着矛盾冲突, 为此需要把这些功能做一番

梳理, 分类调配。把相容的配置在一起, 相矛盾的则

予以分离, 并分别强化支持, 使之各得其所。基本做

法是:

a )“动”“静”分离。在相互冲突的功能中, 最大

的冲突是“动”与“静”之间的冲突。这里所说的“动”

主要是指借助交通工具的交通性行为, 而“静”则指

的是聚集、停留以及散步等休闲性行为。“动”“静”混

杂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很有必要分离。

b) 行为设施的配置。所谓行为设施就是支持人

们各种行为的设备、装置等, 可称之为“宜人事物”

(am en it ies)。以步行环境中的行为设施为例, 原来

多指长椅、垃圾箱、路灯等, 现在这一概念有扩大的

趋势, 可归纳为 4 大系列 (表 1)。

c) 建筑的合理配置。尽管城市空间的功能具有

复合性, 但人们一般还是赋予它一样或几样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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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步行环境设施

系列 设备名 构成要素的实例

安全系列设备

　

防止事故设备

防灾设备

防护栅、减速装置、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反光镜、

安全标志、交通信号灯。消火栓、火灾报警器

辅助系列设备

移动设备 铺地、拱棚、阶梯、自动阶梯、车站、地铁入口

休息设备 椅子、长凳、桌子、太阳伞、亭子

卫生设备 垃圾箱、痰盂、水管、厕所

贩卖设备 小卖部、露天摊贩、自动售货机

游戏设备 游戏道具、舞台

无障碍设备 盲文说明、盲道、坡道、电梯、自动扶梯

情报显示设备 介绍图、导游图、定点说明图、时钟、限制标志、扩音器

通信设备 电话亭、邮信箱

装饰设备 陈列窗、旗子、路面铺装、装饰照明、泛光照明、植栽

美化系列设备 象征物设备 雕塑、纪念塑像、浮雕、门、喷水池、人工流水

整理设备 存自行车栏、停车场

多功能设备 树木、树丛、街灯

其他 水、水井盖、配电器、电线杆

　　 (资料来源: 刘永德等《建筑外环境设计》)

功能, 即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城市空间的主题不同,

人在其中的行为特征也不同, 要求周围的建筑在功

能上与之相适应。

2) 人工元素与自然元素有机结合, 创造良好的

城市生态环境, 满足人的生理舒适要求。

一个健康的城市一定是生态良好的城市, 满足

人的生理舒适需求是对它的基本要求, 为此必须把

建筑等人工元素与绿化、水体等自然元素很好地结

合起来。

20 世纪前半叶的“田园城市”和“雅典宪章”尽

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但它们针对工业城市恶

劣的居住品质, 强调建筑和与其四周的绿地的关系,

现在看来也还是十分正确的。对上海高层住宅区居

民的一次调查显示, 室外绿化和活动场地是居民关

注的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内容, 超过了对电梯质量、楼

内环境卫生、房型设计、商业服务设施、物业管理水

平的关注, 排在第一位。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的渴

望[ 5 ]。日本的调查显示了相同的结果。有 56. 3% 的

被调查者认为“树木花草多”是舒适的环境所应具备

的条件, 居各项条件之首 (表 2)。在东京的 21 世纪

规划中, 人均绿地面积将达到 6 m 2。

大连是中国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绿化对改善

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 大连又组织实施

4 条“绿色长龙”计划, 并在市郊栽植 1 亿棵树。大连

市的绿化覆盖率由 1992 年的 33% 提高到 39. 4% ,

人均绿地达到 7. 3 m 2 (见文[6 ])。

表 2　对环境舒适的条件要求

条件 赞同人数比例ö%

树木花草多 56. 3

阳光充足 50. 7

空气新鲜 41. 3

安静 24. 9

能够愉快地步行 21. 2

有平地和空地 21. 0

街道活泼 18. 0

　　 (资料来源: 日本 1986 年《关于二十一世纪的东京建设

的舆论调查》)

　　早在 1984 年德国就提出“生态重建”的概念,

“开发生态聚居区”是这一概念的 4 个组成部分之

一。随着柏林的重新统一, 这一概念又变得突出出

来。在柏林“103 街区”的实验中, 国家鼓励居民把住

宅改为生态学现代化的住宅, 绿色空间是这类住宅

特别强调的内容之一。在莱比锡, 为提高已降低的生

活条件, 人们实施了环境方案。莱比锡东部的生态复

原是整个城市生态复原的一部分, 引人注目的绿化

区把内城区和外城区连在了一起[ 7 ]。

3) 在人与历史、人与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和人与

邻里之间达成广泛而紧密的联系, 形成良好的文态

环境,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郑孝燮先生认为城市的文态环境“是融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为一体, 形神兼备, 凝聚历史和积淀文

化的城市环境。”[ 8 ]可见城市的文态环境包含着“硬”

和“软”两个方面, 缺一不可。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

12田银生, 等: 　城市环境的“宜人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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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本地区的特色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而紧密

的关系, 就属于“软”的方面。

a) 人与历史。我们可以把人与历史的联系理解

为生命的延展, 也可以视为对自己的根的回溯, 从而

获得了比实际大得多的时空拥有, 也获得了一份深

植于大地的安定感, 这对人的生命很重要。相对于未

来, 历史是可以确定、信赖、借鉴的, 也让人们从中获

得荣誉和自信, 获得更好的生活。

b) 人与地区特色文化。地区的特色文化是当地

人引以为骄傲的资本。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

城市特色消失, 面目雷同平庸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1987 年, 亚洲建筑师协会曾专门开会讨论城市的

“特色危机 ( iden t ity crisis)”问题。创造某一地区的

城市特色应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城市结构问题;

城市形态问题; 绿化系统问题; 道路系统问题; 标

志系统问题; 自然景观系统问题; 集体记忆、认知

地图问题; 城市色彩系统问题[ 9 ]。

c) 人与人。日本提出“人生 80 年时代”概念, 认

为今天人的平均寿命延长, 能够渡过 80 年的漫长生

涯, 并且追求快乐、优越、和睦相处的愉快幸福的一

生。要使这样的时代成为各世代的人都能实现的现

实, 建立以下 3 个理念为首要的社会系统十分重要:

市民每个人都能发挥和提高自己的意欲和能力; 市

民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生活; 市民间的各层次相互

交流和良好的协作。这就是说既要提倡对个人价值

的尊重, 也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 照顾到老人、儿童、残疾人、外来陌生人等特

殊人群的特殊需求。

a) 关心老年人。每个月世界上的老年人口就增

加 1200 万。到 2020 年,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

14 亿, 比 1980 年增长 240% , 在发展中国家增长最

快。到 2025 年, 预计全世界人口的寿命将达 73 岁,

较 1955 年的 48 岁增长近 50%。联合国把 1999 年

定为国际老人年。我国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关心

老年人成为了全社会的话题, 城市必须对此有所

反应。

b) 关心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测, 到 2025

年, 发展中国家的每 10 名儿童中就有 6 名生活在城

市中。联合国人居中心正从战略角度将其活动定位

于使人类住区的发展越来越以儿童为中心。一本名

为《实施人居议程: 以儿童为中心的人类住区发展》

的书正在出版中。该书认为,“儿童在卫生的住房和

城市环境中的生存”、“城市在保证为下一代提供健

康的生存环境的原则下的有序发展”, 是城市建设必

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c) 关心残疾人。无论是高龄者还是青年人, 健

全人或是残疾人都能够共同愉快地生活, 这应是人

类社会的本来面目。但事实是, 城市规划中的考虑不

周使残疾人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与障碍, 这也限制了

残疾人对社会生活和城市发展的参与。

肯尼亚的Chom ba M. W a M unyi 是个残疾人,

他以自身的亲身体会总结了残疾人在城市中的几个

障碍: 环境障碍; 建筑障碍; 交通障碍; 住房障碍。

乔斯õ马洛姆波 (1992) 和李õ吉突托õ卡卢里 (1998)

的研究表明, 环境中的这些物质障碍是最主要、最明

显的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因素。如果残疾人要求

以平等的条件完全溶入社区, 他们就需要能够达到

城市的所有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无障碍

环境[ 10 ]。

d) 关心外国人及其他外来陌生人。在国内外交

往日益频繁的今天, 让来访者和外国人感到亲切和

舒适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提高国际地位和

竞争力。东京为把自己培育成“丰富交流的国际都

市”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提供表明外语的医

疗、防灾等的生活情报服务设施, 修建通俗易懂的道

路标记和向导牌, 设置向外国人提供公共设施和交

通设施情报所必要的“i”标记的询问站, 通过这些措

施让来访问和居住的外国人感到东京是一个亲切的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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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 ting of urban am en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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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create “am enity” in modern u rban

environm ents, w e m ust select w o rk ob jects rat ionally,

found a scien tific app raisal no rm , and bu ild cit ies as“hum an

set t lem en ts”. The urban function and physical pattern m u st

be w ell p lanned. It is very impo rtan t of p roviding su itab le

p laces and facilit ies fo r differen t peop les’ differen t activit ies.

T hey are also very impo rtan t to estab lish a good eco logical

environm ent to m eet peop les’ physio logical requ irem ents by

com b in ing art ificia l bu ild ings w ith natu ral p lan ts, to

estab lish a good cu ltu ral environm ent to m eet peop les’

emo tional requ irem ents by m ain ta in ing clo se ties betw een

peop le and h isto ry, peop le and local cu ltu re, peop le and

o thers. W e also m ust take care of the special requ irem en ts

of the elders, ch ildren, disab led peop le, and the fo reigners.

Key words: u rban environm en t; am enity; art ificia l and

natu ral elem ent; m easure; app raisal n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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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DM 2 研制而

成, 实现了地理信息、图形、图像信息的网络传输, 是

一个典型的分布式多用户地理信息系统。系统具有

跨平台的灵活性, 并能适应网络 G IS 应用的需要。

4) 具有独立的自主版权, 并为用户提供了二次

开发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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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 ishm en t and appl ica t ion of

f ire-f ighting geograph ic

informa 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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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m binat ion of G IS (Geograph ic Info rm ation

System ) and fire2figh ting con tro l is one advanced and new

techno logy in the city fire2figh ting m anagem en t departm ent.

In th is paper, F ire2F igh ting Geograph ic Info rm ation System
(B riefly FG IS) has been researched and designed to m eet

the needs of fire2figh t ing con tro l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G IS. D esign ing of the data con ten ts and data o rgan ization

fo r FG IS has been discussed. M eanw h ile, the functions of

FG IS are also in troduced com bined w ith the specific

examp le.

Key words: fire2figh ting alarm ; city fire2figh ting

m anagem en t and con tro l; fire2figh ting

geograph ic info rm 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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