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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Planning Based on Residents'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Dingshan Sub-district, Jiangbei New District in Nanjing

基于居民需求特征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实施策略研究——以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为例

方  遥   卜凡海   祁  凡    FANG Yao, BU Fanhai, QI Fan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入成熟期，城市各级社区均配置了相应规模的公共服务设施。除必要的行政服务、医疗卫生等功能

外，各社区在区位条件、用地类型、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公共服务的功能需求不尽相同。这对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的规划实施层面提出精细化的要求。选取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为研究对象，在现状要素分析的基础上，

将社区分为传统街坊式、过渡演替式、中低收入商品房和高收入商品房4种类型；以居民为主体展开使用需求调查；并从

“规划—建设—管理”3个阶段提出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实施策略。

 As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the mature period, communities at all levels in the city have been equipped with a corresponding 

scal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medical and health functions, communities have 

large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conditions, land use types,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ch requires different functional public services 

and more refined requirements for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is paper selects 

Dingshan Sub-district, Jiangbei New District in Nan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it divides 

communities into four types: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style, transitional style, middle-low-income commercial housing and high-

income commercial housing. The paper carries out a demand investigation of residents and puts forward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rom three stages of "planning-construc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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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6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提高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更

有获得感[1]。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

和社区类型的持续分化，导致空间分异和群体

分化的现象日益显著，使得社区居民对公共服

务设施的需求存在差异性，造成公共服务设施

存在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等问题[2]，从而难以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的需求。因此，需要

从居民需求视角探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差

异化配置策略。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置标准、空间布局、设施可达性、社会分异、居

民需求和满意度等方面[3-5]。最早开始的是关于

配置标准的研究，立足设施配置现状和居民需

求，汲取其他城市经验，探索城市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标准和配建指标体系[6-7]。然而随着

社会的发展，区域差异、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

特征逐渐得到广泛重视，社会分异是城市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8-9]；一些学者从社会分异视角分

析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优化空

间布局的策略[10-11]；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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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局优化模型，以保障设施配置的公平性[12-13]。

基于设施配置的公平性和人性化考虑，从居民

需求视角探索公共服务设施的差异化配置成

为研究热点。此外，还有研究探讨特定群体对

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特征，并提出针对性的优

化策略[14-15]；分析传统社区人口结构和居民需

求，明确供需之间的矛盾[16-17]；提出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考虑居民需求，推进公共服

务设施的差异化供给[18]，[19]7。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需

求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从居民需求视角

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尚不成体系，关于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在规划实施层面的研究较少。

潘鑫[20]以济南为例，构建基于绩效的公共服务设

施规划实施评估框架，明确各维度评估核心指

标。邓凌云等[21]77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针对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现状提出实施层面的对策与建议。

王慧莹[22]分析居住空间分异过程中设施表现出

的不同问题，从规划实施视角提出优化策略。

基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为研究对象，从居民需求视角出发，以空间

分异和群体分化为着手点，将其所辖的10个社区

分为4种类型，通过分析规划实施现状问题和居

民需求特征，总结出4种类型社区对公共服务设

施的差异化需求；并从“规划—建设—管理”3

个阶段提出相应的策略，通过针对性引导、差异

化配置和衔接性管理等手段，提升规划实施的适

应性和可操作性，以有效满足居民的现实需求。

1   顶山街道的人口特征与社区类型

1.1   顶山街道社区的人口特征

1.1.1    人口密度

顶山街道社区之间的人口密度存在明显

差异，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南苑和珍珠路社区

（过渡演替式社区），约2万人/ km²；人口密度最

低的是临泉社区（高收入商品房社区），约640

人/ km²。人口密度的极化现象导致如果公共服

务设施按照传统标准配置，会存在供给不足或

供给过剩等问题。

1.1.2    人口结构

通过对人口结构中的年龄、学历、职业和

弱势群体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龙虎巷、金汤街、

临泉和南苑社区的老年群体占比均超过35%，

残障群体人数相对较多，其中金汤街社区残障

群体最多，约占6%，因此应注重老弱群体的需

求。七里桥社区中青年群体占比约80%，珍珠路

社区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75%，石佛、大新和吉

庆社区的人口密度、老年人占比、文化程度均不

高，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50%，因此应注重中青

年群体对设施的需求，同时考虑未来养老设施

的需求。临江社区的人口结构以中青年人群为

主，占比超过75%，文化程度较高，因此应注重

设施配置的多样化和文化空间的塑造。

1.2   顶山街道的社区类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南京市城区内的新

旧社区更迭并存，社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

顶山街道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核心区，其范围内

各个社区建设时序不一，存在多种社区空间类型

（见表1）。如龙虎巷、金汤街社区建成于20世纪，以

低层建筑为主，其中龙虎巷社区主要为院落式住

宅，建筑密度大、容积率低。又如临江、大新、临泉

社区主要建成于2010年之后，以高层建筑为主，

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空间品质较高；其中临江

和大新社区东临长江，具有良好的环境。

综合分析顶山街道社区人口特征和空间

特征，结合原珂[23]关于特大城市社区的类型研

究，其社区类型可分为3种类型（见图1）：传

统街坊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区①和现代商品

房社区。其中现代商品房社区又分为中低收入

商品房社区和高收入商品房社区[24]。

 2   顶山街道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特点

及问题

2.1   顶山街道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特点

2.1.1    整体分布特征

顶山街道是位于江北城市发展轴上的生

活组团，其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分布呈现“两核

四节点”的空间聚集特征（见图2）。在浦珠路

与过江隧道交汇处附近的七里桥、吉庆社区两

处形成明显的聚集中心；在龙虎巷东部、大新

东部、七里桥东部、临江北部各形成一处次级

中心。现状表现为“大集中小分散”的形态，

整体呈现出“两核四节点”的空间集聚特征。

2.1.2    供给密度分析

根据各社区设施数量、用地面积和人口数

量，分析设施现状供给密度特征，包括地均供给

密度和人均供给密度（见表2）。分析发现，地均

供给密度最高的是珍珠路社区（130个/km²），

最低的是临泉社区（2个/km²），与人口密度分布

保持一致；人均供给密度最高的是金汤街社区

（21个/千人），最低的是南苑社区（1个/千人），

与人口密度分布不一致，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南

苑社区对应的人均供给密度最低。比较发现，南

苑和珍珠路社区的地均供给密度远大于人均供

给密度，表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未能有效考虑人

口分布的差异性，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金汤街、

吉庆、七里桥社区的地均供给密度和人均供给密

度均较高，表明存在供给剩余的现象。

2.1.3    覆盖率分析

南京市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

为500—600 m，笔者选取600 m作为缓冲区分

析计算的影响半径，通过对顶山街道7类公共

服务设施的摸底调查，采用缓冲区分析法计算

设施的整体覆盖率。结果表明，顶山街道公共

图1  顶山街道社区类型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community types of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① 过渡演替式社区一般指具有过渡性、演替性等动态特性的社区，主要涉及“城中村”社区、“村改居”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3种类型。



26 | 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

服务设施的地区覆盖率约为47%，住区覆盖率

约为54%，存在较大的配置缺口且分布不均。

2.2   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问题分析

2.2.1    配置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通过对顶山街道7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覆

盖率进行计算，并以60%、30%作为衡量配

置情况较好与较差的分界线[21]78，分析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如表3所示，行政管

理与社区服务设施（65.7%）、公共文化设施

（66.8%）、商业服务设施（83.3%）的覆盖率

超过60%，配置水平较好。体育设施（38.6%）

和医疗卫生设施（38.8%）的覆盖率介于

30%—60%之间，且更接近30%，设施配置水

平一般。教育设施（29.9%）的覆盖率低于

30%，配置水平较差。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覆

盖率为0.0%，街道范围内无相应配套设施。

2.2.2    空间分布不均，服务能力有限

从各类设施现状覆盖范围图可知（见图3-

图8），街道范围内的教育、体育、医疗卫生设施

覆盖率较低且分布不均，应重点评估并补充；社会福

利与保障设施存在空白现象，应规划配置相应设施。

具体而言，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空间

分布较为均匀，基本覆盖每个社区，服务能力较

好。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分布较不均匀，主要分布

在七里桥和大新社区东侧，其中美术馆只有1个。

体育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匀且数量较少，主要分

布在七里桥社区的高校内，对外开放性较差，其

中健身中心只有4个。教育设施空间分布较不均

匀，主要分布在顶山街道的南北两侧，中心片区

几乎没有相应设施，其中小学有3个，中学有2个，

幼儿园数量严重不足。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分布不

均匀，主要分布在顶山街道的西北两侧，其中临

江社区内无相应设施，此外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

的药店和卫生院设施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居民的

现实需求。商业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匀且数量较

多，主要集中分布在顶山街道的西北两侧。

2.2.3    均质化供给，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区群体分化

与空间分异现象日益突出，受教育程度、职业

类型与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导致对公共

服务设施产生差异化需求。一是社区居民群体

分化。如年龄分化，由于居民对社区的区位、环

境、配套需求不同，导致社区居民年龄结构的

分化。一般而言，传统社区以老年人口居多，新

建的商品房社区以中青年居多。二是住区类型

的分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房地产开发，建

设具有品质差异、房价不等的住区类型，一定

程度上影响居住群体的分化，进而导致住区类

型的分异。三是居民需求的差异。由于社区居

住群体、住区类型、住区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

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具有不同需求。

目前公共服务设施主要以“千人指标”

分级配置标准进行统一配置，忽略区域群体特

征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供需不匹配，难

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19]11。以顶山街

道社区设施的现状研究为基础，结合社区的人

口特征，发现目前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社区

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应进行公共服务设

施现状调研分析，结合社区人口结构、社区类

型和需求特征，针对不同类型社区采取差异化

补充配置，优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配置

和空间布局。

2.2.4    规划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已有的规划措施延展性较弱，对于多元社

图2  顶山街道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分析图
Fig.2  Density analysis of current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顶山街道社区类型及公共设施现状情况与需求层次表

Tab.1  The community typ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in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社区类型 社区名称 建成时期 人口构成 空间类型

传统街坊式社区 金汤街
龙虎巷 20 世纪 本地居民

老年人居多
建筑密度大
容积率低

过渡演替式社区 吉庆、珍珠路
大新北、南苑

2000 年—
2010 年

本地居民
城镇中低收入者

建筑密度大
传统布局方式

中低收入商品房
社区

七里桥
石佛

2010 年
以后

城镇居民
城镇中高收入者

建筑密度大
传统布局方式

高收入商品房社区 临江、大新
临泉

2010 年
以后

城镇居民
城镇高收入者

建筑密度大
容积率高

社区 金汤街 临泉 龙虎巷 南苑 珍珠路 吉庆 石佛 大新 七里桥 临江

地均供给密度 /
（个 /km2） 80 2 36 30 131 88 9 15 56 23

人均供给密度 /
（个 / 千人） 21 3 5 1 5 17 5 12 14 7

表2  顶山街道各社区供给密度表
Tab.2  Supply density in each community of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分类 行政管理与社区服
务设施 公共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 教育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

覆盖面积占比 56.1 54.4 32.7 26.6 29.4 81.8
覆盖住区占比 65.7 66.8 38.6 29.9 38.8 83.3

表3  顶山街道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
Tab.3  Coverag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社区规划的尺度与内容 | 27 

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设置不够灵活，难

以对复杂问题做出弹性应对，容易出现功能与

布局不协调、规划缺乏弹性的问题[26]34。一是规

图3  行政与社区服务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3  Coverage of administrative and community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文化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4  Cultural facilities coverag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体育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5  Sports facilities coverag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教育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6  Education facilities coverag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医疗卫生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7  Coverage map of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商业设施覆盖范围图
Fig.8  Commercial facilities coverag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划配置标准弹性不足。标准的制定往往滞后于

社会发展，实施滞后于规划的编制，因此要与

时俱进地考虑社会发展趋势，预留公共服务设

施的弹性发展空间。二是缺乏对个性化需求

的考虑。目前公共服务设施仍是采用统一的

标准进行配置，由于缺乏对区域人口分布、人

口结构差异的考虑，造成设施配置与差异化

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在规划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时应考虑人口结构和需求差异，实行

差异化配置。

2.2.5    规划与管理脱节，造成实施错位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实施涉及多个

政府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的过程

中，缺乏对市场和居民需求的了解，以统一的

标准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均质化供给。实施单

位、管理部门与政府部门衔接性较弱，缺乏统

一平台的协调与沟通。在设施的建设过程中，

负责实施的卫生、民政部门自行决定设施的具

体位置，缺少与规划部门的沟通，未能很好地

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导致规划与实施的错

位。没有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的特点，缺乏

跟踪监督管理制度，且具体使用情况监管不到

位，难以应对后续长期管理与服务工作[26]34。

3   社区居民的需求特征调查

随着社区类型的多元化发展，“千人指标”

分级配置标准缺乏对社区分异和群体分化的

考虑，忽视了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和需求偏

好。通过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偏好，并结合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现存的问题，总结不同类型社

区的需求特征。

3.1   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计发放900份问卷，回收

810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0%。问卷调查

对象主要为户籍人口，涵盖不同年龄段群

体。问卷内容主要对社区级28项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需求度评价，包含南京市配套分类中

部分设施（21项），并结合其他城市设施分

类增加了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社区议事厅、

社区艺术展览中心、文化广场、社区学校、四

点半书房、婴幼儿托管点7项。调查目标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需求情况；二是了解不同属性群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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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学历、职业、政治面貌）的需求偏好（见图9）。

 

3.2   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度评价

以60%、30%作为衡量需求度较高与较

低的分界线[21]78，需求度＞60%表明需求度较

高，必须设置； 30%≤需求度≤60%表明需求

度一般，可选择性设置；需求度＜30%，表明需

求度较低，可不必设置。

问卷结果表明（见图10），顶山街道所有社

区对中小学、幼儿园的需求度较高，且没有对设

施需求度低于30%的情况。具体而言，金汤街社

区的设施需求度均超过60%，对中小学、幼儿园、

生活服务商店、社区服务中心的需求度较高。龙

虎巷社区的设施需求度均超过60%，对幼儿园、

社区服务中心、生活服务商店、社区食堂、四点半

书房的需求度较高。临泉的设施需求度均超过

60%，对文化广场的需求度最高。南苑社区对多

数设施的需求度超过60%，但对社区议事厅、四

点半书房、亲子园的需求度较低。珍珠路、吉庆和

七里桥社区的设施需求度均超过60%。石佛社区

的设施需求度均超过60%，对菜市场、中小学、幼

儿园、社区服务中心、生活服务商店等设施的需

求度较高。大新社区对多数设施的需求度超过

60%，对四点半书房等设施的需求度较低。临江

社区对多数设施的需求度超过60%，对社区议事

厅、四点半书房的需求度较低。

3.3   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偏好

3.3.1    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偏好

结果表明，18岁以下群体对中小学、生活

服务商店的需求较高；18—30岁群体对就业创

图9  居民需求特征调查技术路线
Fig.9  Technical route of survey of residents' demand 
characteristic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不同社区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度
Fig.10  Demand degre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区养老院的需求较高（见图11）。

3.3.2    不同学历群体的需求偏好

结果表明，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群体对

a 龙虎巷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b 金汤街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c 临泉公共服务设施需求需求度 d 南苑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e 珍珠路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f 吉庆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g 石佛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h 大新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i 七里桥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j 临江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度

业指导中心、邮局快递点的需求较高；31—60岁

群体对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幼儿园的需求较高；

60岁以上群体对社区学校、社区服务商店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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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的需求较高；大专/本科学

历群体对中小学、幼儿园、社区艺术展览中心

的需求较高；研究生学历群体对中小学、幼儿

园、社区服务中心的需求较高（见图12）。

3.3.3    不同职业群体的需求偏好

结果表明，对就业创业指导中心需求较高

的是无业失业群体；对亲子园、四点半书房需

求较高的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群体；对婴幼

儿养育托管点需求较高的是非公企业群体；对

社区养老院需求较高的是退休人员和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群体（见图13）。

3.3.4    不同政治面貌群体的需求偏好

结果表明，党员群体对社区议事厅的需求

较高；所有群体对生活服务商店均有较高的需

求（见图14）。

3.4   需求特征总结

顶山街道社区对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服

务中心的需求较高。具体而言，传统街坊式社

区对幼儿园、生活服务商店、社区服务中心的

需求较高；过渡演替式社区对幼儿园、菜市场

的需求较高；中低收入商品房社区对中小学、

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文化活动中心的需求较高；高收入商品房

社区对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文化广

场的需求较高。

4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实施策略

规划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规划、建设、

管理3个阶段[25]。根据顶山街道不同类型社区对

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特征，并针对顶山街道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现存问题，从“规划—建设—管

理”3个阶段提出规划实施策略（见表4）。

4.1   针对现状评估情况，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

根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调研情况，

以及设施配置评估结果，对各项设施进行相应

的功能、数量补充，解决居民需求与配置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针对顶山街道各项设施的空

间分布情况，应重点补充教育、体育、医疗卫

图11  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偏好
Fig 11  Demand preference of people in
different 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不同学历群体的需求偏好
Fig.12  Demand preferenc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不同职业群体的需求偏好
Fig.13  Demand preferenc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4  不同政治面貌群体的需求偏好

Fig.14  Demand preferenc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statu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生、养老服务和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尤其应

重点补充配置教育设施中的中小学、幼儿园，

具体实施路径可从建成区和未建区两方面考

虑。在建成区内可通过土地性质转变和建筑功

能置换等方式，结合设施现状空间布局完善建

成区设施配置；顶山街道存在一定的未建区，

结合现状评估与居民需求，综合考虑建成区和

未建区进行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完善顶山街

道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4.2   制定针对性配置导则，实行差异化供给

根据社区的人口结构、社区类型，以及社区

对应的需求特征，制定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差异

化配置导则。如传统街坊式社区老弱群体较多，

应充分考虑社区老年人群、退休人群和残障群

体的适老化设施需求，应注重生活服务商店、社

区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及医疗卫生等设施。对于

过渡演替式社区和低收入商品房社区，应当关

注幼儿园、中小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和四点半

书房的配置。对于高收入商品房社区，除增加中

小学、幼儿园、生活服务中心的配置，还应考虑

居民对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增加社区文化活

动广场空间，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4.3   设置弹性调节指标，预留发展空间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

人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因

此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应考虑长远需求，预留弹

性发展空间，保证社区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是

制定弹性配置指标。要增强规划与时俱进的响

应能力，尤其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群体需求

特征的变化。二是预留弹性发展空间。在统一

标准的指导下确定基础性配置规模，然后结合

不同社区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

预留一定的弹性建设用地。

4.4   化整为零，多点灵活布置

该策略主要针对传统街坊式社区，因其建设

年代较早，配置标准偏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

结构和需求特征发生较大变化，配建的公共服务

设施难以满足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社区内亦无

预留空间进行补充配置。一是通过对内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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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策略 适用社区类型 公共服务
设施类型 实施要点

规划阶段

评估
补充

传统街坊式住区、过渡演替式住
区、低收入商品房社区、高收入
商品房住区

教育、医疗卫生
等 7 类设施

结合现存问题，补充教
育、体育、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设施

差异化
供给

传统街坊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
区、低收入商品房社区、高收入
商品房社区

教育、医疗卫生
等 7 类设施

根据居民需求，差异化
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弹性
指标

低收入商品房社区、高收入商品
房社区

教育、医疗卫生
等 7 类设施

新建住区预留弹性发展
空间

建设阶段

化整
为零 传统街坊式社区 教育、体育、养

老服务设施
对现状已有但面积不足
的，可多处分散布置

多元
兼容

传统街坊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
区、低收入商品房社区、高收入
商品房社区

体育、公共文化
设施

结合周边学校、政府等
的设施，协商分时段共
享设施资源

管理阶段 衔接性
管控

传统街坊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
区、低收入商品房社区、高收入
商品房社区

教育、医疗卫生
等 7 类设施

对所有设施明确责任主
体，划清多元主体责任
边界

绿化、闲置设施、非住宅建筑进行梳理，采用土地

性质转变和建筑功能置换，实现设施补充配置；

二是综合考虑传统街坊式社区、过渡演替式社区

和低收入商品房社区，建设功能互补、面积不等

的分散式活动场所，通过化整为零、分散式布置

弥补既有社区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

4.5   提高既有设施共享性，鼓励多元兼容

在设施落实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社区内

应尽可能实现设施共享以满足居民需求。一是

完善慢行交通网络。通过提高慢行交通道路的

连通性，构建以步行、自行车为主的慢行交通

网络，进而提高既有设施的共享性[19]11。二是提

高设施开放性。如提高校园内体育设施的开放

程度，实现其设施对社区居民的定时开放。三

是不同功能兼容并用，塑造功能更加复合的服

务空间。如将老年活动中心与四点半书房兼容

设置，针对活动场地的兼容性，探索不同类型

活动场地在活动空间上兼容，在活动时间上交

错，推动公共服务设施的多元化发展。

4.6   明确主体责任范围，以衔接性管控提高

可实施性

从根本上讲，公共服务设施是公共产品及

公共服务，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21]83，应明确政

府与市场的责任范围，以衔接性管控提高可实

表4  顶山街道公共服务设施实施策略汇总
Tab.4  Summary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Dingshan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施性。从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实施层面出发，

统筹供需、协同治理、动态实施、衔接管控，以

增强实施的可行性[26]36。一是构建全过程协同

治理体系。构建规划、建设、管理3个阶段的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全周期治理框架，加强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共同协作，强化社区治理

与反馈[27]。二是强调实施的动态监查。实施过

程中，加强管理部门与政府的沟通，动态监查

设施建设情况、调查居民需求，并及时在规划

层面做出优化调整。三是以衔接性管控提高

可实施性。通过构建全周期治理与管理的统

一平台，加强各层级部门在设施供给各阶段

的协同参与。

5   结语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规划配置过程中综合考虑社

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进行更加人性化配置以满

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是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的

重要途径。基于顶山街道人口特征和空间类型，

将所辖10个社区分为4种类型，结合公共服务设

施存在的现实问题、社区居民对设施的需求特征

分析，总结出4种类型社区的差异性配置需求：

①传统街坊式社区对教育、商业服务、社会福利

与保障设施的需求较高；②过渡演替式社区对教

育、商业服务设施的需求较高；③中低收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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