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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圈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 以涡阳县城南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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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城市规划中，传统基于“城市-片区/管理单元-社区”三级的公共服务配置体系，虽能对应 

人口规模快速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并且便于管理和实施，然而却具有公共服务设施共享性较弱、人的差异化 

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文章以涡阳县城南新区为例，以 行 、水系绿化、公共服务等搭建总体空间结构，提出 

构建半径800 ~ 1 000 m的社区生活圈，在此基础上引导社区服务设施沿宜居生活道路集聚，提倡设施的综合 

设置和共享使用，注重设施与生活相关要素的互动，打造乐活街区。基于生活圈的社区公共服务配置为城市 

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社区建设模式和推动更新的 出了先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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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 1社区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社区是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

活共同体[1]。在当代城市规划中，社区往往 用地

的最小“单元”进 行 口 规 模  、公共 施的配置等。

与 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单元”，社区公共

的水平对 活品质 至关重要，也是当前城市规划中

注的重要层面。

!  2 传统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

根据使用功能划分公共设施类别，采用“城市-片区/管 

理单元-社区”三级的公共服务配置体系，逐级确定设施类型 

和建设标准是 城市规划中公共 施配置的最常用方

法。所谓的“社区公共 施”，是上 级配置体系中的

最末层级，是相对于城市大型公共 施和片区等行政管

理单元的大中型公共 施而言的基层公共 施。

于社区划分的公共 施配置方法层级清晰，分类 

确， 大 度 上  个城市各片区的公共 配置，

便于管理和实施。然而从居民使用的角度出发，也相应存在 

下不足 i
(1) 各自社区的公共 施忽 施的共享，

居民跨社区的人际交往被弱化[2]。社区在实现了各自范围 

内的公共 配置后，往往 对独立的单元，服务

的自 得空间距离对 活 的约束 凸显。

(2) 传 于社区规模配置相应设施的方法忽 社区

间的差异性，无法从人的需求角度 行相应的合理配

置。不同类型设施的 空间 在差异，不同社区

的人群差异也导 的需求差异，完 全 规 模  配置依

据易造 源的浪费和配置的缺漏。

(3) 传的设施空间布局的方式对社区空间要素的差异

化分析不足，公共 施布局 与道路交通系统、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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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开敞空间等城市空间要素规划相得益彰。在城市中由 

主次 或自然地理 社区，在社区内相对中心的

位置集中一处社区 中心是当前最常用的社区公共

施布局方式，这种局方式使得社区公共 施仅仅是

位于社区空间的地理中心，而不一定是真正 所

活需求的最佳位置。

!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配置

2013 12月，中央城镇 议分 城镇

的形势，讨 论 - 型城镇化规划》， 推 型城

镇化的 部署。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新的城镇

理念。新型城镇化是人、地、城“三位一体”的城镇化，强调 

最终实现“人的 别 ”。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的“新”突 在 社会发展的各个 ， 注重城乡

公共 均等化，更加注重 的获得 。

在此新形势下，社区公共 施的配置应实现如下目标：

(1) + ”，从 求 实现公共 的

均等 。

(2) 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城市资源利用效益的最 

大 。

(3) 调社区公共 与城市建 间的 系， 公共

务设施 空间 的 ，为城市 注人活力[3]。

2 生活圈的涵乂

活圈的 最早源于 ， 研究和规划扩散至

韩国， “定住圈”。 研究和规划实践在不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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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均有不同的应用，涵盖区域都市群、城市、片区以至社 

区等不同层面[4]。 活圈的实质是从 活动空间的角度

理解城市活动体系、地域空间结构与体系的内涵[5]。 内

学者在总结 研究的 上， 对 活 圈 的  1在

一特定地域的社会系统内， 、 与 往

的 ，从 地到 、 、 等 、生活 供

地 之间 的行为轨迹，在空间上 圈

层形态，具方向性与相邻领域的重叠性等属性特征。

个大中城市基于生活圈视角，对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进行 层面的探索，如《面 2040 的上海

社区生活圈规划》、- 南 15分社区生活圈专项规划》等 

等，还 对 都 市 圈 、城镇圈等更大地域 内的规划 ，这

是基于生活圈理念的演绎与实践。 实践为传统公

共 施配置方法中的不 供 行的解决建议。

3 基于生活圈的涡阳县城南新区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

3 *  涡阳县城南新区现状

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 、鲁、 舭邻，地处

州市中心地带;有“老 ，天下道源”之称，是安徽省正

着力重点建设的中等城市之一。

城南新区是 阳县城市建设和城区空间拓展的

主要区域，现状人口约15 000人，总面积 13. 96 km2,以居 

、 配套、商 办 公 、 娱乐等公益性公共 设

施为主导 。 区道 通体系、公共 施、居

用地等一系列项 推进，城南新区的面貌 月异， 

已 推动城市 的最重要空间载体，未 阳县

城南方向的门户区域，而城市 益 的生活需求与旧 

城区相对落后的供给之间的 也 于城南新区的建

解决（图 1 )。

图 1 涡阳县城南新区区位

3. 2 城南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3 *  *  服务

于旧城区的社区建 但居住整体不佳，新区居

区建 步，大 数  社区的建 未 ，城

南新区公共设施配置较少、布局分散，社区级公共 施

乏，公共 的配置严重 于建 度。

3.2.2 服务水 高，服务 单一

社区 留在相对传统、 的 水平，居民

日益多样的差异 求缺少设施和场所 。社区级公共

施 不足， 级公共 施负担。

3.2.3 层 服务水 ， 维

状社区 施布局方式 ，从非独立占地的场馆

到小规模的场地各类均涉及，但规模 空间局促，市民

用街头 空地 性活动室等组织社区 活

。 层施空间布局  ，系 性 不 足 ，存 在 施  不

之共孕等冋题。

3.3 生活圈的划分

3.3.1 体空间结

总体空间的架构 活圈划分的依托。从“人的

用”需求 ， 考社区出行导向下各类空间的集中集

，塑造便捷的生活 施网络。配 行 的出行环

， 绿水为主体的开敞空间网络与社区生活、健 、休 等  

活动叠 计，在此 上设计出“两轴一核、乐活六街、复

区”的总体空间结构。其 中 置 的  活设施 ，

行 的街道为“乐活六街”，包括 山路、龙山路、包河

等，集中便 、主题商业、休 活、绿 健 身 等  ，

是社区生活圈构建中 托的重 。

3.3.2 生活圈

城南新区的公共 施体系 一次生活圈和社区

活圈构建。其中一次生活圈的公共 施在 城南

新区的 上兼顾 全县，社区生活圈对应的公共服务设

施 3 〜5 的社区 施。

每个社区生活圈服务半径800〜1 000 m 的范围，满足5 

的高品质公共 求，结片区生活型道路

或 绿网布置， 在此 获得 全面的日常生

活和休闲服务。部分基础设施以300〜500 m 半径加密布 

置，做对社区生活的补充 （表 1)。

表 1 不同层级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水平

设施服务生活圈
到 施 间

/ min
径

Cm
口

/C

一次生活圈
自行车15 

步行 2 0〜30
2 23 18

基本

生活圈

基础保

障设施
步 行 10〜15 0.8-1 3 〜5

层 施 步行 5 〜10 0.3 〜0.5 1-1.5

城南新区可划分为5 个社区生活圈，每个社区生活圈内 

同时设有基层社区服务设施，服务半径300〜500 m，服务人 

口 1 〜1.5万人。

3. 4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引导

阳城市建设的推进， 活水 步 ，日

常生活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对社区 的要求日益 ，社

区服务应不断 业态、 内 ，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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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 活 、 培 等 多 样 需 求 [6]。

社区生活圈内 施的配置遵循 ，空间均衡

的原则，引导社区 施沿宜 活道 ， 施

的 置和共 用。强调设施与生活 素的 ，

打造乐活街区。一方面，建议设施结合各生活圈中心集中配 

置，确各中心到达城区各 中心的公共交通便捷，鼓励

生活圈中心结 通 开发。另一'方面， 考 社

区出行导向下各类空间的集中 ，塑造便捷的生活 设

施网络，配 行 的出行 ，将绿水为主体的开敞空

间网络与社区生活、健 、休 等 活 动 叠  计，形 于交

往，便于生活，乐于步行的就 活空间（图2)。

图 2 社区生活圈便民设施布局示意

层 施是在社区级生活圈的 上的补充设置，

供均布、快捷的便 标。社区基层公共 本

品质的原则， 宅 区 或 住 宅 组 团  对

象， 径 300〜500 5 ,配套设施主要 包括 室、 活

室、体 活  、健 活 动 场 地 、 等，为

供 活 项目，各层生活圈可根据实 选择设

置。除对 、 、 车 放 等 有 特  求的

超市、垃圾 夕卜，原则上不独立占地，结 用地配建

或商业 置。

4 结束语

城市 受到空间的制约， 城市建设用 

地的城市 方式逐渐 城市建设用地的内涵式

转型，城市规划手段也 规划 规划转型[7]。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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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规划和构想必须通过更小层面的渐进式 步实现，

城市社区 未来规划实现的重要空间载体[8]。在城市

规划中，传 于“城市-片区/管理单元-社区”三级的公 

共 配置体系， 对 应 人 口 规 模 公 共  配套， 

并且便于管理和实施，然 具有公共 施共享性较

、 的 异  求 等不足。基于活圈的社区公

共 施配置 与片区社会网络和绿化、交通、生活甚

至空间景观系统相结合，最终构建以城市空间 体、统筹

施建 业建设的 型 社区。

在 社区公共 的 上， 社区生活圈校核

活 园、小学、菜场，社区 健身休闲场

所的分布，形 行交通为主的校核 ，可在对法定规划

行 。新城活圈体系的构建 区建设与旧

城 的 ，推 城 市 特 色 的  ，为城市 供 ；

鉴的社区建设模式和推动更新的 ，形成示范作用，促

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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