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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早在 1999年就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 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

过大、老龄化速度快峰值高、老龄化程度不均衡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 但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与经济转型、社会转

型、文化变革相交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

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 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也不

容忽视, 大同小异的各类公共空间设计越来越不能适应老

龄化社会出现的新需求, 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公共空间

在老龄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希望在老龄化社会中,找到公

共空间规划的应对方法。

2基于老年人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

2.1活动空间种类较少,缺乏多样性

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公共场所的活动参与

者 75%是老年人,他们早晚多进行动态活动,其他时间则多

进行静态活动, 但是现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老年人活动空

间种类较少,缺乏多样性,出现了打牌、跳舞、健身等活动全

部局限在一个场地的情况。

2.2设施不足,无障碍设施缺乏

根据调查,老年人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度均高于 50%,

其中对无障碍坡道、扶手栏杆、无障碍厕所、遮阴树、雨棚的

需求尤其高,都已达到 80%以上,需求度越高则满意度越低,

通过实际调查走访我们得知, 其中问题大多在于公共空间

缺少合理的配套设施或设施位置过于隐蔽、数量不足等,比

如栏杆扶手、指示牌、无障碍厕所等。

2.3功能定位不合理,导致空间和需求错位

我国多数公共空间现有的规划, 设计者直接照搬其他

城市的公共空间甚至是国外的公共空间不考虑其实际的使

用情况,完全不考虑居民的实际需要,出现了大量公共设施

既处于闲置状态和又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矛盾现象, 形成

了空间和需求的错位,这种错位表现在老年人身上尤甚。比

如,一方面,人行道上、天桥下等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折射出的

是老年人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 但在空

间上却达不到满足,出现了空间小于需求的局促现象。一方

面又看到某些公共空间锈迹斑斑的健身设施, 利用率非常

低,出现空间大于需求的浪费现象。

2.4公共空间结构不尽合理

公共空间的参与主体是所有居民,调查发现,我们的生

活区公共空间都以尽量方便人们的生活所需而建立, 但对

于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仍然存在一定的结构缺陷。随着

老龄化的发展,参与的人群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但在

变化之下,设施、结构所改变的情况并没有与之相符,老年人

在公共空间的活动仍然存在一些不方便, 包括广场舞的噪

音扰民、安全、健身活动等问题,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

的公共空间结构存在考虑不周、不完善之处。

3公共空间规划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建设原则

3.1安全性原则,是老年室外活动的保障

安全原则高于其他一切原则, 安全原则是其他一切原

则的前提。由于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机能开始退化,身体

四肢和五官的感知能力减弱, 有行动障碍的老人数量急剧

增加,无障碍的设计成为老人设计中最基础的问题,如果在

设计中忽略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便利程度,还可能造成危险。

整体规划上来说, 室外的设施小品和道路铺装不仅仅

提供便捷,也作为安全保障,例如：随处可见的座椅,高频走

动范围处的扶手,便捷的公共厕所的位置等。在两个空间之

间的过渡区域应该也要有暗示性提醒。

降低发生意外的几率是每个设计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轻松的事,例如：台阶、距离、蹲起等,

对于老年人却是障碍,无障碍设计可避免老年人受到伤害。

3.2交往性原则,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基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退休后的老人们对于文化精神

上的追求更加强烈,为了丰富老年生活,很多老人选择参加

多样性文化活动,例如跳广场舞、学习毛笔字、打太极拳,好

的社区室外公共空间增加了老年人室外活动交流的渴望,

能激发老年人生活热情。

经历过社会角色转变的退休老人, 心理也发生着改变,

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 更愿意去参加社区的群体活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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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日益加快,21世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

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规划建设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就有了充分的必要性。本文结合老龄化人群公共活动特

点指出现在我国公共空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对老龄化社会中公共空间规划有一定的借

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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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广场舞、门球等参与类的活动。社区的室外公共空间为

老年人创造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设计时应该注意多设置一

些创造团聚气氛、公共交流的空间, 提高社区的整体归属

感。

3.3易读性原则,是室外公共空间的导向

老年人记忆力和敏感度下降, 在设计时对于室外空间

要具有极强的导向性, 室外的标识和灯光设计需要一定的

知识系统和清晰易辨的特征。

社区的室外环境规划的设计, 符号的设计必须明确清

晰,不能有模糊不清的表达,老人依靠标识系统来确定正确

的方向和路线。标识系统,能引导老人方便的使用建筑的各

项功能,针对老年人,简约易识别的标志能够使得老年人准

确辨别出所传达的信息,刺激老年人的思维。

老人们本身行动不便,在设计交通路线时要明确,同时

控制景观的尺度,在一些重要的指示牌上,设置盲文翻译,方

便视力受损的老人。材质上,应该尽量使用给人亲切感的材

质,避免使用坚硬、冰冷的材料。

4公共空间规划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解决办法

公共空间的塑造是一种民主与民生关怀的体现。在老

龄化步伐逐渐加快的背景下, 建设适合老年人的公共空间,

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制度规定等多种手段贴心设计,创造出

更加人性化的、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空间。

4.1政府积极引导,完善相关管理体系

在公共空间规划中, 既要保留地方历史沿革过程中形

成的特有的空间特色,又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吸取其他

地方优越的,被老年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完善各类配套设

施,创造更为舒适的公共空间,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进行积

极的引导,建立具体的控制规定,保证空间设计的指导思想

和规划意图得以实施。

4.2要让老年人参与公共空间规划

面对银发浪潮,我们需要开辟更多的公共空地、文化广

场供老年人使用,加大对老年人公共活动空间的支出。在征

求老年人意愿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建

设被老年人需要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结合相关部门筹划

组织老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为他们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

4.3公共空间规划结构要有针对性

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是多样化的,可进行集会、纪

念表演、锻炼、休闲等多种活动。这些活动发生的时间和参

与的人群也不尽相同,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活动又各有偏爱,

公共空间的设计要顺应人们多方面考虑功能定位, 既要满

足居民的多样化要求, 又要根据居民的行为特点和需求爱

好分清主次,统筹安排,同时,要利用多种设计手法、技术手

段创造出内外渗透、层次丰富的公共空间以适应多样的功

能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公共空间结构应做一些相应的调

整,注重细节设计,满足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特征。我们

可以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 布置相对多的老龄化设施

和无障碍设施。

4.4规划应具有弹性空间

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

步入老年队伍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化,日常公

共活动也会不断的变化, 所需公共空间的空间属性要求也

会不断变化。这就决定了公共空间的规划要有良好的适应

性,其发展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以满足不同需要为

前提,为未来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和弹性,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 所以公共空间的规划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

满足当前居民的生活需要, 又要考虑未来居民生活习惯变

化后其公共活动要求和场所的改变。

5结语

当前, 我国基于老年人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尚且存在

着许多问题,及时纠正偏差,弥补不足已是势在必行。一个好

的景观环境营造既体现了社区的特征和内在品质, 也是构

建完美聚居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空间是为所有居民

服务并承担各种公共功能的开放性场所, 公共空间规划应

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人的不同需求。人人终将老去,老人问

题亦社会问题。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

进步的一种表现, 良好的公共空间的塑造应该顾及老年人

的切身需求,体现对老年人的关爱,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

享,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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