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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策略探究
周峰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住宅建筑公共空间与居民的日常交流和整体生活品质息息相关。为了营造更具人性化与互动性的居住环境，

需要围绕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功能定位及空间组织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通过阐述住宅建筑公共空间的设计

理念与必要性，结合合理分区和舒适性两项核心原则，进而提出屋顶设计、廊道空间、中心绿地、公共大堂及庭

院在具体实施层面的思路，并佐以若干实际案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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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

求日益多元化，住宅建筑内部公共空间随之成为影响社

区活力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知网研究指出，合理的

公共空间设计可使邻里间的日常互动频率提升约 30%，

并加强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部分老旧小区中公共区域

利用率却不足 20%，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对公共活

动和社交需求的满足。武汉第四代住宅试点项目提出了

“空中花园”“大阳台”等创新做法，最高户均空中花

园面积占比达 30%，并实现了“负公摊”，令实际得房

率提升至 112%。在此背景下，公共空间功能的复合化与

生态化趋势逐渐显现，如在架空层设置社交馆、儿童游

乐馆等多元设施，不仅带来更高的溢价率，也赢得了居

民的广泛好评。杭州翠苑四区的空中花园连廊则通过绿

植覆盖有效降低了热岛效应，为社区生活创造更加宜人

的环境。种种数据与案例表明，公共空间对居住体验具

有深刻影响，如何通过系统性、创新性的设计思路来增

强人居品质，已成为当代住宅建筑领域的重要课题。

1 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及其必要性

1.1 设计理念

公共空间的塑造往往承载了住区内部多样化的社

会需求。在社会属性层面，住宅建筑中的公共空间不仅

服务于个人居住舒适度，也会给住户之间的互动创造机

会。若能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加以思考，就能够引导不同

年龄段、不同兴趣群体在此相遇并产生社会联系。在功

能多元方面，公共空间既要为短暂停留提供便利，同时

还需要为居民提供休闲、健身、观赏等多种活动选项。

通过配置座椅、遮阳棚与景观小品等设施，能让空间具

备综合功能。为了让这种多元体验得以顺利呈现，必须

在前期规划中兼顾区域用途与人群特征，并将实际使用

需求融入设计构思。

1.2 设计必要性

公共空间设计关乎居住环境的活力，并且对于增强

社区吸引力具有较大助益。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场所，

一方面能够形成具有辨识度的住区名片，吸引住户主动

利用；另一方面也能引导访客感受到社区的特色氛围，

从而打造更有魅力的居住形象。

通过布置合理的公共空间，还可以提升整体居住满

意度。人们在日常中能够借助绿地、廊道、庭院等场所

放松身心，儿童则可获得更多的活动区域，而老人也可

在舒适的场景中进行社交与娱乐。如此一来，住户在与

公共空间建立情感关联的过程中，对社区的认同度会随

之升高。

2 住宅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

2.1 合理分区原则

在对公共空间进行合理布局时，宜充分关注动静分

区。以公共广场或休闲角落等动态区域为例，这些场所

会产生一定噪音或人员聚集现象，而图书阅览或安静休

息等静态区域更应远离人流主干道，从而避免干扰。由

此可见，在动静结合的基础上，还应根据楼栋分布和功

能需求进行适度区隔。设计人员需注重过渡空间的灵活

设置。过渡空间通常包括门厅、半室外走廊以及微气候

调节区域，此类空间能够在室内与室外之间建立顺畅联

系。无论是归家的住户还是临时访客，都能借此在环境

变化中获得缓冲，也可以在此开展简短交流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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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舒适原则

公共空间的舒适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与

通风的综合设计。若建筑物朝向与间距被合理控制，可

以令大量自然光进入公共区域，减少因阴暗狭窄而引起

的压迫感。在打造通风系统时，不仅要考虑流通路径，

还应关注空气质量，以及避免出现强风直吹或风道效应。

细节与尺度方面的安排也会影响空间的体验品质。

座椅高度、台阶宽度、扶手设计等要从不同人群的使用

习惯出发，并在人体工程学原理的引导下进行调整。儿

童在此区域行走、坐卧等行为的安全需求不容忽视，老

年群体对于坡度平缓、休息设施完善的环境往往也更加

青睐。各类人群的差异使设计需要面面俱到，从而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舒适与便捷。

3 住宅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具体策略

3.1 屋顶设计

通过巧妙地改造屋顶空间，可赋予住区更为丰富的

公共活动场景。对屋顶进行绿化及功能分区时，需要关

注防水、排水和承重等技术环节，让居民获得安全并且

舒适的使用感。设计师可以将屋顶设计成集观影、休闲、

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小型公共园地，为住户带来更多可

参与的室外活动。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学生设计的江宁

社区屋顶公共空间项目中，就充分运用了“全龄友好”

的理念。约 360 ㎡的屋顶被规划为多功能社区场所，包

含露天放映区、休闲秋千和景观雕塑等区域，并在中心

位置设置具有休憩、儿童娱乐及科普功能的环形座椅。

此举一方面增进邻里互动，另一方面也在绿植与运动设

施的搭配中彰显生态与艺术的融合。由此可见，屋顶设

计不应仅仅满足视觉上的美观，更需考虑实际运营与居

民参与，乃至后续商业和文化传承等多重价值。

3.2 廊道空间设计

廊道往往兼具通行和社交属性。在满足交通流线需

求时，可以借助合理的标识系统、夜间灯光布局和无障

碍通行设计，让行走更加便捷，也为特殊人群或老人孩

子带来更多便利。针对人车分流的住区，廊道还能承担

一定程度上的组织作用，引导居民在安全而有序的线路

上完成进出。

为什么要在廊道中植入更多功能？因为此处常常

是住户之间最容易产生“遇见”的区域。若在廊道适当

位置布置花坛或休憩座椅，就能激发短暂停留与简短对

话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人际往来。以杭州翠苑四区空中

花园连廊为例，约800米的环形连廊串联起多栋住宅楼，

并在其中设置花坛种植月季，形成空中花园的氛围。连

廊底部还被改造为健身房、书房等公共活动区域。这样

既保留了交通功能，又在立体空间中拓展了绿色景观和

社群活动的潜力，丰富了整个社区的生活形态。

3.3 中心绿地设计

中心绿地设计通常被视作住区公共空间的“心

脏”，不仅影响视觉观感，也直接决定了社区居民的互

动方式和生态体验。背景上，应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取

合适的树木、花卉、灌木，将四季变化与景观层次融入

整体布局。通过搭配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出一年

四季都能让人感受到自然生机的活动场所。在实际操作

中，还需要兼顾步行道和小型活动区的分布，避免大面

积草坪被踩踏。儿童游乐设施、老年人休闲座椅及青年

人聚会空间都可以借助树荫、廊架等元素巧妙配置。这

样的多样化空间能让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各得其所，进而

激发社区整体活力。若在中心区域布置适量灯光或艺术

装置，更能为居住环境增添个性与魅力。

3.4 公共大堂设计

公共大堂是一个住区“形象”的集中体现。它接待

外来访客，也满足居民日常往返的需求。如果要让人第

一眼就对社区环境产生好感，需重视大堂空间在材质、

照明及氛围上的综合设计。通过暖色调灯光或艺术造型

天花板的布局，可以营造出温馨、明亮的初始印象。精

心放置少量绿化小品、水景或艺术摆件，都能使大堂更

富有生命力。

在功能分配层面，公共大堂还涉及人员通行、安保

监控、公告信息展示等方面的设置。精心安排报刊栏、

自助服务终端，可以让住户随时获取社区资讯或办事通

道，减少不必要的等待。针对大型住区，在大堂区域内

划分若干入口通道，有助于分散高峰时段的人流压力，

亦可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更有效的安全疏散路线。

3.5 庭院设计

庭院在现代住宅中既可延续传统文化意蕴，也能成

为邻里互动的又一重要载体。通过在庭院布局中引入当

地特色符号与景观要素，往往能够营造出深具地域色彩

的空间氛围，引导居民在日常体验中感受历史与文化的

交融。例如揭阳・玺悦华府的住宅庭院设计便植入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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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文化特征：在“去繁就简”的总体思路下，运用蚝壳

墙、嵌瓷等传统元素，并通过现代几何铺装来划分礼仪

轴线与休闲空间，以此构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公共

场所。在这个案例中，中心水景搭配下沉式卡座，创造

出“一池三山”般的空间意境；大量使用凤凰木、鸡蛋

花等本地树种，搭配四季盛放的花卉，呈现出丰富多变

的季相。再结合架空连廊，将各个楼栋的庭院互相串联，

增强了居民之间的互动机会。更值得注意的是屋顶绿化

和垂直绿植的应用，减弱了城市热岛效应，也在有限的

用地范围内进一步开拓了生态空间。借由这样的设计方

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需求巧妙融合，为住区创造了

别具韵味又富有活力的公共庭院。

4 结语

住宅建筑公共空间的规划与实施，是一项聚合了美

学、功能与社会性的综合性工作。在设计理念与必要性

充分论证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分区和舒适性两大原则进

行整体把握，可以在屋顶、廊道、中心绿地、大堂以及

庭院这几大关键场所实现与居民需求的良性衔接。丰富

的实际案例也印证了，在当代居住环境中融入生态、文

化与社群互动的多元要素，能为社区带来可持续的生命

力。今后，如何进一步结合智能化技术与新型社会治理

模式，为公共空间赋予更多弹性与创造力，依然是值得

持续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顶山.住宅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研究——以广州

市萝岗区某住宅小区为例[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

4,(17):67-69.

[2]梁永信,张馨月.城市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与改

造[N].中华建筑报,2024-10-29(009).

[3]何菁.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公共空间设计分析[J].房

地产世界,2022,(06):26-28.

[4]杨晓玲.以“复兴”邻里关系为目标的高层住宅内

公共空间设计研究[J].住宅与房地产,2023,(Z2):68-

70.


	住宅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策略探究周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