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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oci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akes lace

in China, many facilitie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s in the

new period. This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of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in Shang-

hai conducted in 2005 and 2018 respectively,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Residents' demand for facilities had been growing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

ly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use of facilities; 2) Spurred by demand, high-level social facilities have prolif-

erated rapidly and balanced spatially; 3) Low-level social facilities have been adjust-

ed substantially while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imbalanced; 4) High-level com-

mercial facilities have increased rapidly in quantity with constant spatial dispersion;

5) Low-level commercial facilities have changed greatly in type with increasing lev-

els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n this basis, the main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pub-

lic service facility provision in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re analyzed in the perspec-

tive of residents' needs.

Keywords: residents' demand；traditional community；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empir-

ical research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

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居民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要求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现有的规划建设方法，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居民的实际使用需求。

中国特大城市的社区类型主要可以分为：以商品房等为代表的现代社区，和以传统

街坊、单位公房为代表的传统社区（王颖，杨贵庆，2009；原珂，2016）。传统街坊往

往成为旧城改造的重点。与之不同，单位公房社区由于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现状开发强

度相对较大，政府和开发商都难以作为改造的重点。根据国家城市发展政策以及未来房

地产开发趋势判断，单位公房社区还将在上海等特大城市中长期存在发展（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2017）。这类传统社区，由于建设年代久远、人口结构复

杂，其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与居民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提高传统社区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服务规划建设水平，使之适应居民的实际使用需求，已成为促进社会平衡发

展，提高城市宜居水平的重要议题。

杨浦区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中人口较多的一个区。并且传统社区分布面积较大①，居

住人口较多②，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问题比较突出。

提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科技的

发展，许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已经无法

适应新时期居民的实际使用需求。这一

矛盾在传统社区尤为突出。通过对2005

年和2018年上海市传统社区配套公共服

务设施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

现：居民使用需求不断增长，对设施品

质的要求也显著提高，并且信息和通讯

技术已成为影响设施使用的重要因素。

在使用需求推动下，高等级公益设施单

体规模快速增长，空间上均衡发展；低

等级公益设施调整较大，空间上不平衡

发展；高等级商业设施数量增长较快，

空间上不断分散；低等级商业设施类型

变化较大，空间上开始集聚。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居民需求视角下传统社区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对策。

关键词 居民需求；传统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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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课题组在2005年与2018

年，先后两次对杨浦区长白街道和殷行

街道所属的9个传统社区 （开鲁一村、

开鲁二村、开鲁三村、开鲁四村、开鲁

六村、广远新村、安图新村、松花新村、

延东新村，常住人口约3.7万人）进行

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社会调查。

内容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现状的普查③，
相关部门的座谈与资料收集，以及社区

居民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时隔13年的两

次调研分别完成了有效问卷3 000余份

和2 500余份。这些调研数据是本文实

证分析的重要基础（图1）。

1 相关研究述

1950年代起，中国住区的规划建设

深受邻里单位思想和苏联模式影响，按

照服务半径布置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以“千人指标”为主要内容的设计规

范，是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

设的重要依据④。1990年代末，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需求的改变，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建设的优化问题 （唐子来，

1999）。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针对原有

规范的调整，包括设施的指标体系（赵

民 ， 林 华 ， 2002； 武 田 艳 ， 何 芳 ，

2011）、设施的布局方式（周俭，张恺，

1999；杨国霞，苗天青，2013）等。受

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21世纪国内学者

对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开始

逐渐多元化（孙德芳，等，2013）。近

年来，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从居民

需求角度进行的研究成为热点 （衣霄

翔，2012；胡畔，等，2013）。其中，

谌丽等将设施布局的空间数据与居民需

求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认为北京中心

城区公共设施配套存在现实错位 （谌

丽，2013）。侯成哲等基于问卷调查和

访谈，分析了杭州市居民的设施使用频

率、步行容忍时间、集中设置意愿（侯

成哲，2015）。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互

联网技术开始影响居民对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的使用。国外学者研究发现，ICT

（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ies）对居民日常行

为的作用可以分为：替代、促进、改

变、中性4类（Choo，2010）。国内的实

证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转型和复兴（何凌

华，2016）。

2 居民使用需求的变化趋势

2.1 设施总体使用需求明显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使用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频率明显增加。

并且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市政、

商业等各类设施的平均使用频率均有所

增加。尤其是文化设施，与2005年相比

使用频率增加了2倍（表1）。

2.2 对设施品质的要求逐渐提高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⑤，居民对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

高。同类设施中，品质更好的高等级设

施使用频率增加也更多。例如：高等级

体育设施的使用频率提高了4.5倍，而

低等级体育设施的使用频率却降低了

23%；高等级医疗设施的使用频率提高

了44%，而低等级医疗设施的使用频率

只提高了2%。针对长白街道的调查还

显示，经常使用公园的受访者中，选择

表1 设施使用频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
Tab.1 Frequency change of facility usag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注：网络使用包括网上查询、预定、购买等情况；具有相关性指在5%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运用STATA2.0软件运算.

设施类别

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

教育设施

医疗设施

福利设施

市政设施

绿地

商业设施

设施名称

图书馆、文化中心、科技馆

体育场馆、游泳馆、健身馆

健身点、儿童活动场地

中小学、幼儿园

大型综合医院

区域医疗中心

养老院、康体中心

邮政所

公交站点

停车位

共享单车停放点

快递柜

公园、公共绿地

商业综合体

电影院

室内菜场

便利店

饮食店

银行

2005年平均使用频

率（次/人•周）

0.16
0.18
2.54
0.95
0.16
0.48
0.24
0.87
2.72
0.36
—

—

2.12
—

0.16
5.59
2.48
1.67
0.76

2018年平均使用频

率（次/人•周）

0.48
1.00
1.96
1.96
0.23
0.49
0.23
0.12
2.76
1.82
1.24
1.31
1.51
0.96
0.40
3.96
3.20
1.91
0.62

2018年使用频率与网络

使用相关性

不相关

不相关

不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不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不相关

图1 传统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调查范围
Fig.1 Survey scop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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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较远的高等级公园（黄兴公园）占

95.6%，而选择距离较近的低等级公园

（内江公园、延春公园）只占35.4%。商

业 设 施 的 使 用 也 同 样 存 在 类 似 现

象（表1）。

2.3 信息技术影响设施使用需求

信息与通讯技术开始成为影响居民

使用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因素。通

过使用频率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信息

和通讯技术与多数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

使用关系密切。部分设施的回归分析结

果虽然显示其使用频率和信息与通讯技

术不直接相关，但对居民深入访谈发

现，网上娱乐减少了居民使用公园、健

身点、儿童活动场地的次数；网上银行

减少了居民使用银行营业网点的次数。

所以信息与通讯技术还是间接地减少了

这些设施的使用频率。因此可以认为：

信息与通讯技术增加了大型综合医院、

商业综合体、电影院、饮食店、共享单

车停放点、快递柜、便利店、饮食店等

设施的使用需求；减少了公园、区域医

疗中心、邮政所、室内菜场、银行、社

区户外活动场地等设施的使用需求（图

2，表1，表2）。

3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趋势

3.1 高等级公益设施单体规模增长较

快，空间发展较均衡

高等级公益性设施规模增长较快，

但以单体扩建为主，数量增加较少；空

间分布比较均衡，但设施彼此之间以及

设施与轨道交通站点结合较差。

较高等级公益设施中，文化设施建

筑面积增长 84.58%，数量仅增加了 2

处；体育设施新建1处，扩建1处，用

地面积增长 19.40%，建筑面积增长

36.77%；医疗设施多数原址扩建，建筑

面积增加了104.64%，并未新建。除公

园外，这些公益设施分布普遍趋于均

衡。但设施大多距离地铁站点较远。并

且各类设施之间距离也较远，总体相互

独立（图3，图4）。

3.2 低等级公益设施类型规模调整较

大，空间发展不平衡

1995年至2005年的生育低谷，造

成基础教育设施长期过剩⑥。这也促使

基础教育设施发生较大的调整。调整后

幼儿园减少4所、小学减少2所、中学

增加2所。大规模的调整打破了原本以

服务半径为原则的布局方式，空间分布

不再均衡。此外，许多基础教育设施运

营方式由公立转为民办。社区老龄化的

加剧⑦，促进了养老院的大量增加。

2005年后养老院数量增加了55.56%，建

筑面积增长了39.97%。新增养老院有一

半位于街坊内部，空间分布不平衡加

剧。尽管信息与通讯技术对邮政所的替

代作用非常明显，邮政所的实际业务量

也急剧下降，但其实体设施并未发生变

化。私小汽车的快速增加，导致案例社

区内有23块公共绿地被改造为停车位，

室外活动场地也被大量侵占。卫生服务

站⑧、共享单车停放点⑨、快递柜等新生

设 施 出 现 ， 但 占 地 面 积 较 小 （图

5，图6）。

表2 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设施使用需求的影响
Tab.2 The impact of ICT on facility demand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影响类型

促进

替代

中性

影响设施

大型综合医院、商业综合体、电影院、饮食店、共享单车停放点、快递柜、便利店

公园、区域医疗中心、邮政所、室内菜场、银行、健身点、儿童活动场地、公共绿地

图书馆、文化中心、科技馆、体育场馆、养老院、游泳馆、健身馆、中小学、幼儿园、康体中心、公交

站点、停车位

图2 使用相关APP对设施使用频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Apps on usage frequency of related facilities

注：“饮食店”指使用APP查询、预定饮食店情况，对实体饮食店使用频率的影响；“外卖”指使
用APP购买饮食店外卖，对实体饮食店使用频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绘制.

图3 案例社区街坊级以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情况
Fig.3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bove neighborhood level in case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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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等级商业设施数量快速增加，

空间上不断分散

为适应体验式消费的需要，商业综

合体的数量快速增加。新增的商业综合

体虽然优先考虑选址于城市副中心（五

角场地区），但在用地饱和的情况下，

开始由副中心向外逐步扩散到居住地区

之中。原有的4座大型超市依然存在，

其中最东部的超市由于功能单一，经营

状况较差（图3，图4）。

3.4 低等级商业设施类型变化较大，

空间上开始集聚

受信息与通信技术替代作用影响，

银行营业厅建筑面积下降了33.21%。虽

然银行网点总数不变，但有近一半网点

位置发生改变，改变后银行营业所趋于

集中（图5，图6）。沿街商铺的总面积

只减少了6.10%，但类型结构变化很大。

服装、五金、杂货、家政等店面大量减

少，取而代之的是饮食店和便利店。与

2005 年相比，饮食店的数量增长了

83.65%，便利店的数量增长了126.83%，

二者数量之和甚至已近超过总店面数的

一半。进一步比较实体规模分布和网上

销量分布可以发现，便利店和饮食店的

各自的两种分布状态之间都非常相近。

主要区别是网上销量分布在实体规模分

布的基础上更加集聚。同时可以发现，

与商业综合体等较高层次消费体验的发

展趋势相近，日常消费层次的餐饮与购

物也趋于结合（图7）。

4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问题

4.1 公益性设施配置水平偏低

从居民使用需求角度看，2005年就

存在公益性设施配置标准较低的问题。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公益性设施的建设

投入，公益性设施的规模、品质都有较

大提升。但相对于居民日益增长的使用

需求来说，公益性设施的配置水平仍显

不足。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福利设施

的总体满意度都在65%以下，教育设

施、医疗设施、市政设施的总体满意度

也不足80%。并且与2005年相比，体育

设施、教育设施、福利设施的满意度有

所下降。反观商业设施，其满意度则有

非常明显的提升（图8）。

4.2 布局方式与体验要求脱节

“多任务”的体验式设施使用方式

已经成为未来趋势 （Kenyon，2008）。

居民出行的目的不再有明确计划，而可

以在出行过程中随时调整，更加追求体

图4 案例社区街坊级以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bove neighborhood level in case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情况绘制.

图5 案例社区较低等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情况
Fig.5 Development of lower-level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case communities

注：基础教育设施、养老院为居住区级设施，其余为街坊级设施。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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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丰富性。注重均衡、设施之间缺少

联系的现状布局方式（图4A），显然与

这一趋势不符。同时，“破碎化”现象

使交通过程也成为设施使用体验的重要

内容之一（Couclelis，2004；Lenz，2007）。

居民对交通方式的舒适性、便利性要求

更高。随着使用需求的提高，轨道交

通站点与公共服务设施分离的现状（图

4A）成为居民不满的并影响出行使用的

主要原因。与2005年相比，2018年更多

居民在使用文化、体育、大型综合医

院、大型综合体、电影院等设施时由于

交 通 体 验 差 而 认 为 出 行 距 离 过

远（图9）。

4.3 设计及建设方式缺少弹性

社会、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促

进了居民使用需求的不断更新。这就要

求设施的功能更加多元，相互联系更加

密切，设施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不断加

强，结合方式也需要相应改变 （席广

亮，甄峰，2016）。许多现有设施的形

态及布局已经难以满足新的发展需求，

而基于以往经验的规划、建筑设计思路

和建造方式弹性不足，影响设施的更新

发展。案例社区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学龄人口总体减少；小汽车停车紧张，

部分绿地分散低效，但原有的建筑结

构、场地布局难以实现教育养老之间、

停车绿地之间的相互转换。新出现的共

享单车停放、快递柜等设施也难以结合

原有设施选址落点。

4.4 设施选择缺少必要的引导

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源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着居民

对设施使用的态度、决策方式及具体行

为。通过社交媒体，居民对设施的使用

行为更容易受到网络的影响。原本自发

形成的随机行为，成为网络助推的大量

同类行为 （Zheng，Gretze，2010）。然

而，这样的行为选择有可能与社会倡导

的方向相悖。例如，网上娱乐的发展看

上去缓解了传统社区等室外活动场地缺

乏、公园密度不足的矛盾，但将居民尤

其是儿童长时间留在家里或虚拟世界，

绝非健康的生活方式；网上预约挂号使

居民更多地选择高等级医院就医，与医

疗资源社区化的倡导背道而驰；网约车

的出现减少了更低碳的公交、地铁出行

方式（表1）。

图6 案例社区较低等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
Fig.6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t lower-levels in case communities

注：基础教育设施、养老院为居住区级设施，其余为街坊级设施。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情况绘制.

图7 案例社区周边饮食店、餐饮店实体与网络分布情况
Fig.7 Distribution of entities and networks of restaurants around the case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绘制.

图8 居民对各类设施的总体满意度
Fig.8 Overall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with various facilities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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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策略

5.1 广泛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提

供了更多宣传、监测、干预、引导配套

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的手段。对于公益设

施，需要提升信息化水平，积极利用互

联网营销，扩大网络影响力。帮助居民

了解各个层级设施的特点、位置等信

息，方便居民使用。更重要高的是从

“满足行为需求”向“管理行为需求”

革新（柴彦威，申悦，陈梓烽，2014）。

通过公益性设施提供的服务模式，引导

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与普适的行为选

择，进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5.2 构建自下而上的共享平台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建设自

下而上的信息共享平台成为可能，为居

民公众参与和社区自组织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使用数据上传至平台，可实

时跟踪居民需求的变化，进而更有针对

性地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调整，以

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设施管理者与

居民、以及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有利

于促进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解决

当前部分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居民社

区自组织是协调、应对新生设施发展问

题的有效途径。

5.3 制定有针对性的设计导则

根据人口结构、居民需求、设施状

况的发展趋势，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传统

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设计导则。高等

级设施适宜相互结合，功能复合多样。

空间上适当集中，并能较好地与轨道交

通站点衔接。低等级设施需要增强规

划、建筑设计的弹性。充分考虑用地及

建筑形态结构的兼容性、混合性和可转

变性，以便于设施功能的流动。对街坊

内部道路、绿化、闲置设施、非住宅建

筑进行梳理，依据未来发展趋势制定精

细化设计指引，以营造更多人性化公共

空间。

5.4 以时代思维丰富设施内涵

设施本身只是一个空间实体，设施

的根本意义在于其所提供的服务。设施

使用问题的本质也是其所提供的服务与

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不增

建、不扩建、不改建设施的前提下，仍

然可以通过服务内容与质量的提升改善

设施使用状况。从居民使用需求发展趋

势看，传统的单一服务模式难以为继。

而利用文化、科技资源，丰富服务内

容，则可重新激发设施尤其是公益设施

的活力（何凌华，2016）。

6 结语

通过对2005年与2018年传统社区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数据的对比分

析，展现出在社会、经济、科技快速发

展背景下设施的发展趋势。由此可以相

对清晰地把握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

居民使用需求之间的主要矛盾。除了人

口结构、收入水平等传统因素以外，信

息与通讯技术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使用

所产生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信息与通讯

技术的发展，解决或缓解了原有的一些

矛盾。例如，体验式导向改善了设施层

级配置偏差的问题；信息传播，使市场

竞争更加充分，解决了部分设施收费、

服务方面问题；共享单车等新型设施的

出现解决了设施密度的问题等等。但同

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是技术

发展推动的需求变化与设施固有状态之

间的矛盾，有些是技术产生的新生事物

及行为选择与城市秩序之间的矛盾。毋

庸置疑，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手段，来满

足居民实际使用需求，是未来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优化城

市空间结构、促进社区平衡发展的重要

途径。

感谢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自2005年

起对本研究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殷

行街道、长白街道及各居委同志在调研

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议。

注释

① 根据2004年地形图测量，当年杨浦区单位

公房社区用地面积占杨浦区居住用地总面

积的72.4%；根据谷歌地球软件测量，2018

年杨浦区单位公房社区用地面积占杨浦区

居住用地总面积的64.1%。

② 根据杨浦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数

据统计，2004年杨浦区单位公房社区常住

人口占杨浦区总常住人口的46.5%；2018

年杨浦区单位公房社区常住人口占杨浦区

总常住人口的35.6%。

③ 调研中设施级别分类依据《上海市城市居住

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

（DGJ08-55-2006）和《上海市城市居住

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征

求意见稿）》确定。

④ 国家建设主管部门先后颁布《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城市居住

区 规 划 设 计 规 范 （2002 修 订 版） 》

(GB50180-9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2016年版）》 (GB50180-93)、《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对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做出规定。上

海市则先后制定《居住区公共建筑定额指

标》（1973年）、《居住区(含小区)公共建筑

项目和指标》（1989年）、《城市居住区公共

服务设施设置规定》（DGJ 08-55-96）、

《上海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

图9 居民对设施不满原因的变化
Fig.9 Changes in the causes of residents' dissatisfaction with facilities

注：前列为2005年居民对该项设施最不满的方面及此类不满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比例；后列为
2018年居民对该项设施最不满的方面及此类不满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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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J08-55-2002）、《上海市城市居住地

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

（DGJ08-55-2006）、《上海市城市居住地

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征求

意见稿）》（2018年）指导居住区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

⑤ 问卷调查显示，案例社区2005年月收入

3000元以下的家庭占78.5%；2018年月收

入5000以上的家庭占71.6%。

⑥ 杨浦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数据

表明，杨浦区户籍人口平均出生率在1980

年至1990年间为14.42‰，而在1995年至

2005年间为3.04‰。杨浦区教育局提供的

数据表明，2005年调查范围内约有20%的

幼儿园，29%的中小学生源不足。

⑦ 根据社区居委会提供的数据计算，案例社

区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在2005是

27%，在2018年是30%。

⑧ 2006，杨浦区人民政府印发《进一步推进

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

探索“步行15分钟即可达到就近医疗机构

就诊”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其后“卫生

服务站”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

⑨ 访谈了解到，案例社区附近共享单车曾经

因投放过量影响步行环境。但2018年调查

工作正值ofo事件刚刚爆发，案例社区附近

共享单车数量迅速由过剩变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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