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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个商品房为主体的住在建设背景下，依靠国家的标准对配套设置的建设情况进行控制的做法，在应

用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局限性，所以多数城市制定了地方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指标，为城市的发展

工作，就国家标准展开了进一步的细化。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级、项目设置、配件规模和

配建要求等，顺应了居民的实际需求，以及政府管理的具体要求，对于城市发展有着不错的借鉴意义。

1 设施分级
1.1 国家标准分级

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国家标准主要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这三个级别，用以对不同规模居民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需求进行满足。在 2002 年所进行的一次标准修订中，各个级别的户数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并且修订后的规范内容，更加适应我国家庭核心化和户均人口减少的发展趋势。

1.2 人口分集
在本世纪初颁布的城市社区建设意见，标准着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全面化推进，并且在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

下，社会成员已经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进行转变，这也进一步激发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需求，社区被赋

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已经由原本“居住区——居住小区——

组团三级设置”，转变为“街道——基层社区”这种两级化的设置，这种内容正是顺应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变革

的一种表现。社区已经逐渐替代居住区，成为公共服务设施中新的分级架构，这代表政府在服务机制上表现出

了更多的积极性。

2 设施分类
2.1 国家标准的设施分类

在国家标准的设施分类上，从上世纪的资料中可以得出，其主要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

金融邮电、行政管理和市政公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 2002 年的修订版中，新增了“社区服务”这个类别的设施，

并将行政管理与其它内容共同合并为了“行政管理及其它”的项目，所以从宏观化的角度分析，设施的数量并

未发生变化。

2.2 省市地标中的设施分类
在对各个省市标准中的设施分类情况进行研究时了解到，当前除了金融设施已经完全实现市场化的发展外，

像教育、文体、社区服务和养老福利等内容，对居民的刚需进行了全面的表现，所以政府对此也是作出了严格

化的保障，稳定了基础性的设置；交通设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所以在专项规划中，一些城市减少了其项目数；

而商业服务则是居住区的必须配套，但是由于市场化配置的影响，不少城市采取了分类保留的手段，导致整体

项目数量呈现出了减少的状态。

3 项目设置
3.1 国家标准的项目设置

在同上个版本的内容进行对比后发现，最近的一个版本中，国家新增了一些社会服务类的设施，像残疾人托

养所、养老院的，对行政管理和商务服务等类别作出了适当的合并，医疗卫生类比中增加了护理院，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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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建设规划的过程中，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极为关键，其空间分配与民众生活质量有着紧密联系，不仅是衡量城市宜居度的

一项参考指标，也是政府强化民生工作的切入点。为了进一步强化相关人员的认识，本文通过对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的内容展开比较

研究，希望能够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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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了一些居民活动场地，居委会则由原来的行政管理，调整到了社区服务的类别之中。与此同时，在进一

步的调查中发现，国家标准下的一些项目设置，存在着落后的问题，这一点需要相关人员给予重视。

3.2 省市地标中的项目设置
在不同的省市地标中，项目的设置还存着相应的差异性，在调查中发现，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项目设置体现了全新的特点。落实绿色化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倡循环经济的有效利用，增加一些海

绵城市市政设施的建设，设置一些能够增强群众互动的文化平台，增添一些可再生资源回收设施等。像北京地

区在公用设置项目中增加了透水铺装、雨水调蓄；广州增加了再生资源回收点；南京在社区中设置了一些婴幼

儿服务的设施等。多数城市在教育类的设施上，已经对九年、十二年的义务教育工作进行了贯彻。

其次是项目设置分类保障。一些城市对于公共设施，结合其属性展开了不同的分类管控。第一类是得到严格

保障的公共设施，主要包括有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管理等内容；第二类是一些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公共设施，

像各种商业服务设施，其功能都需要得到保障，而整体建设规模也能够进行相应调整；第三类是进行品质提升

类的设施，这项内容可以根据实际人口结构，以及居民的生活需求展开选择性的设置，比如社区中心、服务中

心等。

最后是将部分设施上升到了区域统筹安排的内容中。像社区管理下的学校、派出所，会根据相关的规范内容，

以及主管行业部门的实际要求标准，按照编制专项的形式进行划分，并作出相应的统筹安排。

4 项目指标
4.1 国家标准的指标控制

对于按照大类统计的千人指标，在国家标准中，其更多体现在公共设施的配置结构上，而且指标的整个浮动

区间比较明显，且上下限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倍差关系，所以只能按照总量进行核对工作。在执行上，可以按

照国家标准对各项设施提供一些规模参考。

4.2 省市地标中的配置指标
在修订之前，省市地标所采用的多数国家标准与一般规模结合控制的手段，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多是

对千人指标进行细化操作，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对应关系，提升指标的实际指导意义。在完成修订后，各个

省市配置指标的控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在重庆、天津、上海等地区，采取的是千人指标与一般规

模控制相结合的手段；而在杭州、北京等地区，在千人指标与一般规模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了服务规模。

5 相关的可借鉴变化
5.1 建立城乡公共服务配置标准

在调查中发现，未来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管理人员在后续工作中，

不妨设定其城乡公共服务配置标准，像在重庆市，利用这套内容，对村镇配套情况展开了深入化的控制，并对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作出了优先保证。

5.2 大力建设社区中心
为了便于后续节地，以及移交方便的工作内容，各个地区的建设标准，普遍集中在配套设施的集中布局上，

并且优先鼓励“两个管理中心”的建设布局。例如在南京地区，其利用设施配置表格，对社区中心、基层社区

中心进行了特别的优化，鼓励兴建各类设施，并在社区功能空间建设中引入了共享性的功能，制定出了高效性

的利用机制。

5.3 重视标准的后期实施情况
在对南京地区的配建标准进行调查时了解到，其标准的制定与规划管理衔接有效，并且在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中发现，在北京、广州等地区下发的指标实施意见中，对于公共设施的投资主体、产权归属，以及建设时序的

移交等保障性内容，作出了充分的规定。

5.4 强化十五分钟生活圈建设
在不少城市，都已经将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构建工作，设定为一项关键的发展目标，使空间上的服务半径，与

时间进行了有效的衔接，进而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作出了硬件化的保障，这样后续服务供给也会变得

越来越便捷化，进一步凸显了城市建设中的人本理念。

（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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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住户周围湿度和温度。另外人工湿地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系统平衡，让生物可持续发展。为此，设计

人员要充分结合城市滨水景观规划情况，然后根据海绵城市概念地指导确定好在何处建造人工湿地及其规模大

小等，随后基于此开展设计工作。

3.2 海绵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道路设计中的应用
道路景观虽然在城市滨水景观中占比不大，却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路表面采用的铺装材料一般比

较硬，表面渗透性差，需要把海绵概念加入道路景观设计中，采用透水铺装的方法，将透水材料（例如：砖、水泥、

混凝土、沥青）进行铺装，如果对道路路基强度和稳定性有比较大的要求，那么可以将透水铺装改成半透水铺装。

另外由于土地的吸水量是有限的，因此城市滨水景观道路设计中需要在透水基层的透水铺装中安装排水装置，

透水铺装本身具有较大的缝隙，可以在降水时让雨水很快透过沥青面，到达下层防水层，最后流向两边的排水

系统，防止降水量过大时，土地吸收饱和后水量溢出影响排水系统工作。

3.3 海绵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湿地景观中的应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湿地包含有水塘、低洼、河流，其作用是将降雨进行储存、净化，帮助缓解城市内涝，为

其他滨水景观提供水源。湿地进水口和出水口容易被水流冲刷侵蚀，需要在这些地方加入碎石、消能坎等设备。

对降雨量大的季节要做好防范工作，在湿地建设前置塘，可以用来预防和处理径流雨水。湿地还有净化雨水的

功能，而起到净化作用的地方是沼泽区，其中包含浅泽区和深泽区，浅沼泽区域的涉水深度范围要小于等于 0.3

米，深沼泽区域的涉水深度范围大于 0.3 米小于 0.5 米，可以在沼泽区域里种植一些水生植物，有利于增强水源

净化。湿地还应该设有一个出水池，水池具有调节降温的功能，还能用来防止沉淀物悬浮，水池深度范围大于 0.8

米小于 1.2 米，水池容积站总容积的十分之一。湿地景观与生态环境紧密结合，形成一个生态网，为生物的迁

徙和水系统的循环利用提供了很大帮助。

结语
水是孕育生命和文化的源泉，城市滨水景观依水而生，在水域中发展和生存。滨水景观的设计从某些方面来

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随着城市的逐步发展，人们更向往大自然生态环境，所以环境的保护成

为了重点，滨水景观设计通过人工建造和改造，使生态环境基本得到了还原，而海绵城市概念的运用，更是帮

助城市滨水景观对水资源的收纳和使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海绵概念与滨水景观相互结合，充分展现了城市滨

水景观的自然特点，让滨水景观形成的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更是让人们与大自然更亲密接触，实现

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画面。

参考文献�

[1] 杨方方 , 史楠楠 . 海绵城市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J]. 工业 c, 2016(6):00108-00108.

[2] 宋芸 . 海绵城市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J]. 现代园艺，2016，（02）：93-94.

[3] 董林飞 , 南羽 , 周陈斌 . 浅议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道路及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J]. 华东科技 : 学术版 , 2017(6):138-138.

[4] 刘成 . 海绵城市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 电子版 , 2016(15).

[5] 苏英周 . 海绵城市概念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浅述 [J]. 中国房地产业 , 2017(1).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城市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工作者在相关标准的修订中，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需要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尽可能满足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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