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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in Residential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洪  江   周  俊   钱家潍    HONG Jiang, ZHOU Jun, QIAN Jiawei

依据《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的要求，探索浙江省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规划和建设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的

标准。通过“自上而下”地衔接各级法规标准，以及“自下而上”地对接地方实际情况，将标准适用对象聚焦于“住宅地

块”层级，以期在基层文化设施配建方面对现有分级配置标准有所补充。尝试以省级建设条例的形式，要求和引导开发商、

政府、居民等多方共同参与，重点进行3方面探索：一是平衡需求与成本之间的关系，确定适中的配建指标；二是为满足日

常活动开展的需要，合理引导功能配置；三是为提升设施服务效用，促进设施的共享开放。同时，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定

义、供给模式、产权安排等方面作开放式讨论。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Zhejia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gula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rough 

interlinking current standards as well as local condition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sidential block” level as the standard 

applicable objects to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standards in the aspects of basic cultural facilities.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in order to requir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o build a certain amount of facilities as well as to guide local governments, resid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 of a provincial construction regulation. Firstly, 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indicators 

are determined through balancing demand and cost. Secondly, guides of the reasonable function composi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daily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elucidated. Thirdly, strategies to promote sharing and open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utility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s are elaborated. In addition, arguments on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different 

supply models, and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s are open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0　引言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提出“八八战略”，其中一项即“发挥浙江

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之后十多年

来，浙江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

推进文化浙江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2017

年11月，《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以

浙江省居民住宅区公共文化设施配套建设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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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保障条例”）审议通过，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施行以

来的第一部省级地方条例。保障条例第十二条

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①，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标准，规划和建设配套

的公共文化设施。具体办法由省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省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体育等部门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9）04-0104-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90416

① 居民住宅区在学术上尚无明确的定义，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广义上可以涵盖居住区甚至更大的居住单位，狭义上也可以是指居住街坊甚至更小的居住单位。考虑到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基层的居住单位展开工作，参考住宅小区的定义，将“配建标准”中的居民住宅区特别限定为“由城镇道路、自然分界线或其他地块用地红线所围

合，并不被城镇道路所穿越的完整住宅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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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1]。本文依此展开，为完善浙江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提升居民住宅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套，

探索制定《浙江省居民住宅区公共文化设施

配套建设标准》（以下简称“配建标准”）。

居民住宅区公共文化设施配建标准多见

于政府对居住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的相关要求领域，如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等国家标准，一般要求分级、分类配置[2-3]。根据

近年兴起的生活圈等规划理论，相关学者进一

步提出推动设施配置均等化的措施与建议[4-5]。

目前涉及社区层级以下的标准和研究相对较

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上海、杭州等

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建问题开始

为研究者所关注[6-7]。

本文从省级条例要求出发，针对浙江省城

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相对缺失的情况，重点探

索社区层级以下的设施配建要求，以期强化

基层的设施配套，对现有相关标准的分级配

置有所补充。试图以省级建设标准形式，探索

通过强制要求开发商配建以及引导政府、居

民等共同参与的途径，落实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配建，探索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可持续发展

的现实路径。

1　研究思路：上下对接，兼顾刚性规定与

      实践需求

1.1   自上而下, 衔接各级相关法规与标准

省级建设标准首先要符合国家、相关部委

及浙江省涉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相关法规、

条例、政策和行动计划的要求。目前，涉及广义

概念上居民住宅区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的国家

和省级规范、标准主要包括《国家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指导标准》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表1），其对象主要以城镇社区及以

上（在农村则为村级及以上）层级为主，覆盖

内容已相对完整。本文从现有相关规范、标准

中梳理出设施配建的目标、原则和核心要求，

特别是其中的约束性要求，作为“配建标准”

具体内容制定的重要依据。

1.2   横向参考, 借鉴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

横向比较各地实践，国内4个直辖市及广州

等城市根据各自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均制定了相

关规定、标准或专项规划（表2）。这些规定、标准

或专项规划大多基于《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等规范中分级分类配置设施的框架制定。

不同于国内大多自上而下分级分类统筹

配置的模式，国外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社会

的互动性更强。如美国社区图书馆等基层公共

文化设施与当地读者情况密切相关，在社会力

量的支持下可持续发展[8]。虽然国外城市相关

配套建设与国内差异较大，但是其组织运营模

式对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具有一定

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1.3   自下而上 , 对接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目前，在公共文化设施与社会力量合作

方面，浙江部分地区“自下而上”开展了相关

探索。如温州地区“城市书房”探索“企业联

建”“馆舍改建”“社区联建”等新模式。类似国

外以志愿者、义工相结合的管理人员构成，以

及政府拨款结合社会捐赠等形式的资金来源

等在浙江也有萌芽。此外，互联网时代、老龄化

社会等因素对新时代公共文化设施配套建设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省级标准，研究应充

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及相关发展新趋势，根据

地方特点、使用要求，提出配建指标、功能、空

间、设备和环境的具体要求（图1）。

2　研究重点：聚焦城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2.1   现状问题: 城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缺失

随着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稳步推进，浙江

省各城市地区内市、区县级的图书博览类、文

化活动类、体育类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

层级 名称 涵盖层级 备注说明

国家级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县级及以上—乡镇（街
道）—村（社区） 未细分功能、指标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建标160-2012） 乡镇（街道） —

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
（建标167-2014） 社区 —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

15 分钟、10 分钟、5 
分钟居住区，居住街坊

对居住街坊仅有儿童、
老年人活动场地和室外

健身器械的要求

省级 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2015―2020年）

县级及以上—乡镇（街
道）—村（社区）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标准整理绘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相关规划与标准整理。

表1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配建的国家级和省级相关规范和标准

表2  国内有关城市涉及配套文体设施的规定、标准或专项规划情况

城市 名称 涵盖范围

北京 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
（京政发[2015]7号） 建设项目级；社区级；街区级

上海
上海市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

设置标准（DGJ0855-2006）

居住地区级（20万人）；居住区级（5万
人）；居住小区级（2.5万人）；街坊级

（0.4万人）
上海市文化设施规划（2016—2040） 市区级；社区级

天津 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
（DB/T29-7-2014） 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居住组团级

重庆 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DB 50/T 543-2014） 区（县）级；居住区级；居住小区级

广州 广州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2014） 社区（街道级和居委级）

青岛 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
规划导则（2017） 市级；区级；街办级；社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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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和数量方面都已相对完善；乡村地区以综

合文化站和村级设施（农村文化礼堂）为重

点，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与居民住宅区配建直接相关的公共文化

设施，主要是乡镇、街道层级的综合文化站和村

（社区）及以下层级的文化服务设施，其实际的

建设情况呈现出“乡强城弱”的特点。根据浙

江省文化厅统计，2017年全省的文化站（以

乡镇综合文化站为主）覆盖率已达99.33%，

2018年全省500人以上村的文化礼堂覆盖率已

达52.4%，覆盖率最高的嘉兴地区达89.46%。相

比之下，城镇的社区层级文化设施的供给问题

普遍较大，尤其是建成年代较早的老城区，受空

间场地等条件的限制，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数

量存在较大缺口，服务质量不如人意。

2.2   时代需求: 就近、便利等要求增强

从需求侧角度看，老龄化进程加快、互联

网发展、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居民住宅区配套建

设公共文化设施（以下简称“配建设施”）提

出新要求。不同于高层级文化设施，基层文化

设施需要强化便利性、均好性、兼容性，强调为

居民提供就近、方便的服务。

例如，从不同年龄段使用人群的角度分

析，老年人闲暇时间相对较长，是使用配套公

共文化设施时间最长、需求最广泛的人群类

型。“配建设施”需要至少符合健康老年人的生

理和活动特征，达到相应的老年人设施标准。

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在布局上应该让老龄使用者更加方便可

达，在形式上更加适应新一代老年人的文化生

活习惯。

此外，信息化时代下，适应快节奏生活的

数字化无线通信技术对居民的文化娱乐方式

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配建设

施”需重视数字化服务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更

好地满足新时代居民的文化需求。

2.3   细化落实: 以“住宅地块”为单位强化

        “配建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通常被认为

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行政级别越高的

政府掌握的公共文化资源越多。在现行城镇居

民住宅区社会管理采用“街道—社区”体系的

框架下，与之等级对应的居住区（如新版《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中的15 分钟、10 分

钟、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②，其配套建设相对

有所保障。而对于更加“基层”的“配建设施”，

街道、社区等社会管理组织则往往显得“有心

无力”。这也是相关分级配置标准中最基层的

“配建设施”在实际建设中相对缺失的重要原

因之一。

针对浙江城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相对缺

失的现状，结合人民对“配建设施”“就近、便

利”等需求增加的趋势，以“住宅地块”为

单位，强制开发商按一定要求配套建设，可能

是落实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建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本标准研究在现行相关标准的体系框架

下，以城镇的社区以下层级的基层设施作为重

点，将 “配建标准”的适用对象框定为“住宅

地块”——由城镇道路、自然分界线或其他地

块用地红线所围合，并不被城镇道路所穿越的

完整住宅地块。希望以省级建设标准的形式强

化地块层级的“配建设施”，细化、落实现行国

家相关标准中对基层设施的配置要求，弥补浙

江省城镇基层设施不足的短板。

3　探索要点：增强基层设施的服务能效

 “配建标准”通过配建指标、功能配置、布

局与管理、使用兼容性等方面的约束和引导，

在保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相对完善的同时，增

强其综合服务能力，尽可能发挥其作用，增强

服务能效。

3.1   确定适中配建指标, 平衡需求与建设成本

在居民住宅区主要由市场化方式开发建

设的背景下，因“配建设施”会影响开发商利

益，其规模相对受限。研究主要综合两方面的

因素来确定“配建设施”的规模指标。一是综

合考虑各类标准、规范、文件的相关要求。在系

统梳理国家、部委的相关规范标准刚性要求的

图1　 研究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 根据笔者对浙江省居民住宅区情况的调研，《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1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大致对应街道层级，其中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介

于街道和社区层级之间，而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基本相当于社区层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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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重点分析浙江省杭州、温州、嘉兴、金

华等地关于基层文体设施的相关规划或配建

要求（表3）。二是根据主要的使用功能，按其

所需的空间要求考虑适宜的配建指标。以信息

阅览空间为例，参照《图书馆设计规范》开架

阅览室标准，一般图书贮藏 2 000—3 000册、

满足10人使用、无管理人员的阅览室，适宜的

建筑面积需46—50 m²。

研究确定采用套均指标计算配建指标，既

能与人均指标对应，保障设施配套的公平性，

也便于方案设计和审查验收过程中的计算。配

建指标包括公共文化设施用房、体育健身用房

或场地、独立的文化活动场地3部分内容。

（1）配建公共文化设施用房，建筑面积不

少于0.12 m²/套（按套均居住人数3.0人折算，

为 0.04 m²/人），且最小建筑面积不少于50 m²。

（2）配建体育健身用房或场地。体育健身

用房（不计入上述的公共文化设施用房面积）

不少于0.3 m²/套住宅（按套均居住人数3.0人

折算，为0.1 m²）；如果为室外体育健身场地，

不少于0.9 m²/套（按套均居住人数3.0人折算，

为0.3 m²/人）。

（3）配建独立的文化活动场地，用地面积

不少于100 m²（不与室外体育健身场地相互

计入）。

此外，考虑小户型住宅（如单身公寓、老

年住宅等）的居住人数为1—2人，对住宅套内

建筑面积不大于50 m²的，该部分住宅所对应

的配套设施用房和场地面积可减半配建。

按此标准，一个1 000套住宅（按平均

100m²/套折算，住宅总建筑面积约10万m²）的

居民住宅区，需配建不少于120 m²的公共文化

设施用房。对比需配建的物业管理用房（住宅

总面积的7‰）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用房（住

宅总面积的2‰），公共文化设施用房面积相对

不会对开发商的建设成本和相关指标产生较

大影响。

3.2   引导合理功能配置, 满足活动开展需要

参照《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2015—2020年）》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

容要求，结合配建设施的规模区别，“配建标

标准
（规划） 

名称

服务人口
（人）

设施
类型

一般建筑面积
（m2/处）

人均建筑面积指标
（m2/人）

一般用地面积
（m2/处）

人均用地面积
指标

（m2/人）
备注

杭州市城市
规划公共服
务设施基本
配套规定（

修改）

4 500—7 500

文化活动室 300 0.050
（15 m2/百户） — — 按户均

3人

体育健身点 400—600 0.080
（25 m2/百户）

800—1 400 0.18
（55 m2/百户）

按户均
3人

嘉兴市社区
公共服务设
施专项规划

7 000—12 000
室内设施

≥650
（人口≥10 000）； 

≥450（人口＜10 000）

0.065
（人口≥10 000） 

0.045
（人口＜10 000）

— —
与基层社
区服务中
心合建

室外场地 — — — — —

金华市城市
公共服务中
心等级体系

研究

5 000—15 000

社区综合文化
中心 400—1 200 0.080 500—1 500 0.10 —

室内体育活动
中心 — — 1 000—3 000 0.20 —

室外体育活动
场地 — — 2 000—6 000 0.40 —

温州市基层
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
指标标准

5 000—15 000
老人活动中心
和青少年活动

中心

1）老人活动中心：＞250； 
2）青少年活动中心：

＞250
— — — 可设文化

活动站

— 文化活动室 400—600 0.040—0.080 ≥1 000 0.07—0.20 —
— 室外活动场地 — — 400—500 0.20—0.30 —

1 000—3 000 居民健身场地 170—280 0.100—0.260 650—950 0.30—0.65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浙江省内杭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城市相关规划与规定整理。

表3  浙江省部分城市文体设施配建要求（社区及以下层级）

准”以保障基本活动开展为出发点，对设施用

房和室外场地的功能设置进行合理化引导。

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用房内适宜安排信息

阅览、文化交流、广播影视、宣传展示、体育健

身等功能空间，并鼓励功能空间的整合使用；

如空间有余，也可设置卫生间、饮用水供应、储

物或设备等辅助功能空间或设备。随着设施用

房面积的扩大，可增加更为丰富的功能活动空

间（表4）。

配套公共文化设施室外场地可由文化活

动场地和体育健身场地组成。文化活动场地主

要供文化观演、信息阅览、宣传展示等室外文

化活动使用。参照《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

地指标》中体育健身场地的各类项目和用地

要求，考虑居民住宅区内可以普遍开展的体育

健身活动，确定体育健身场地，主要包括器械

健身点、各类球场、游泳池、儿童游戏场等室外

体育健身活动空间（表5）。

3.3   促进设施共享开放, 提升设施服务能效

目前，由于历史建设等各方面条件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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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套数，H（套） H≤1 000 1 000＜H≤1 500 1 500＜H≤2 000 H＞2 000 备注
设施用房建筑面积，

S（m2） 50≤S≤120 120＜S≤180 180＜S≤240 S＞240

功
能
配
置

文
体
活
动
用
房

图书阅览 ● ● ● ● 配图书、书架和阅览桌椅

数字化阅览 ● ● ● ● 1）配数字化阅览设备
2）可与图书阅览功能空间整合

广播影视 ● ● ● ● 1）供广播影视使用，配视听设备
2）可与数字化阅览功能空间整合

宣传展示 ● ● ● ● 1）配实体展示或数字化显示器具
2）可与其他文体活动功能空间整合

其他文化
活动* 〇 〇 〇 〇

1）供教育、培训、科普、绘画、书法、音乐、
舞蹈、曲艺、茶艺、花艺或其他特色文化活动
使用
2）配相应设备

多功能室* — — — 〇
1）供讲座、小型集会、影视播放、文艺表演等
多种活动使用 
2）配音响、投影或显示设备

棋牌* 〇 〇 〇 〇 配桌椅
器械健身* 〇 〇 〇 〇 配健身器械

其他体育
活动* — — 〇 〇 1）供其他室内体育健身活动使用，配相应器械

2）可与器械健身功能空间整合

儿童游戏* — — 〇 〇 配儿童游戏器具
辅
助
用
房

卫生间 〇 ● ● ● 面积小于60 m2时可借用附近的卫生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1.“*”表示该功能宜分隔为独立的功能空间。2.“●”表示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表示基本功能之外可以增加（非必须增加）的功能。3.此表中的体育健身用

房为额外配置（不计入体育健身用房配建指标）的体育健身用房。

注： “●”表示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表示基本功能之外可以增加配置（非必须配置）的功能。

表4  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用房功能配置参考一览表

表5  配套公共文化设施室外场地功能配置参考表

制，部分旧城区块及周边短时间内无法配建社

区层级的公共文化设施。因此，如果居民住宅

区的配建公共文化设施能够向周边地块开放

和共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社区层级设施

不足的遗憾，方便周边居民获得基本的公共文

化服务。此外，通过共享开放，可以在邻近的住

住宅套数，H（套） H≤1 000 1 000＜H
≤1 500

1 500
＜H≤2 000 H＞2 000 备注

功
能
配
置

文化
活动
场地

用地面积， 
S（m²） S≤100 —

文化活动 
（多功能场地） ● ● ● ● 供露天文艺表演、露天电影使用；可兼为武术、体

操等综合健身场地

信息阅览 ● ● ● ● 1）配置实物或数字化信息展示设备 
2）可与其他文化活动或体育健身场地结合

宣传展示 ● ● ● ● 1）配置实物或数字化宣传展示设备 
2）可与其他文化活动或体育健身场地结合

体育
健身
场地

用地面积，S 
（m²） S≤900 900＜S

≤1 350
1 350

＜S≤1 800 S＞1 800 此面积为按室外体育健身场地指标配建的用地面积

器械健身点 ● ● ● ● 配置室外健身器械

球场 〇 ● ● ●
供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排球、5人制足
球、门球等球场和器械设置（可设置一种或多种球
场）

小型游泳池 — — 〇 〇 配相应设备
儿童游戏场 〇 ● ● ● 配儿童游戏器具

宅小区间通过不同特色主题的“配建设施”

的相互补充，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活

动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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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建标准”重点围绕“配建设施”共

享开放的可行性及相关保障措施展开研究。

考虑到目前商品住宅小区普遍采用的封闭式

管理的需要，以易于独立管理的配套公共文

化设施用房为重点对象，确定选址布局、建

筑设计、服务供给和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导控

要求，从而促进其能够向周边开放，增强设

施的服务能效，并尽可能减少因共享开放引

发的负面效应。共享开放的导控要求主要包

括选址布局、建筑设计、服务供给和管理3部

分内容。

（1）在选址布局方面，考虑物业管理的需

要，要求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用房毗邻城镇道路

或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设置，为共享开放奠

定基础。

（2）在建筑设计方面，要求配套公共文化

设施用房应保持相对独立性，设置直接通达城

镇道路或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独立步行出

入口，便于从外部进入设施用房，并能够保证

住区内部的封闭管理；住区内部的居民可通过

其他智能化门禁系统的入口进入设施用房，从

而实现开放共享。

（3）在服务供给和管理方面，明确配套公

共文化设施用房由当地街道（镇）等政府职能

部门统筹使用和管理，即设施用房除了由开

发商承担建设工作外，装修以及启用后的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管理均由街道（镇）等政

府职能部门统筹。通过此方式，分离所有权、

使用权和管理权，减少开发商和业主建设、维

护资金的投入，也保障服务的品质和供给的

长期有效性。

4　讨论与结语

本次研究成果形成《浙江省居民住宅区

公共文化设施配套建设标准》，经征求地方

意见后修改完善，并通过省级相关部门联合

审查，于2018年12月颁布实施。标准由地方

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落实于法定行政管理程

序中执行，即在土地出让过程中，按照标准

将配建要求写入规划条件，作为土地出让合

同的组成部分③。笔者认为，在当前居民住宅

区主要由“市场化”方式建设的背景下，对

“住宅地块”层级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套

建设进行强制性规定，国内尚无相应的省部

级规范和标准。在缺乏同类标准参考的情况

下，本文从选址布局、指标和功能设置、建

筑和设备及场地配建要求等方面进行探索。

“配建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是对浙江省完

成“持续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任务的

有力支撑，也为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中

的邻里特色文化、教育学习等场景落实提供

保障。

毋庸讳言，本标准仍可进行讨论，特别是

关于设施的产权安排方面。标准强制要求开

发商建设一定规模的设施用房及场地；根据

物权法及地方实践来看，标准涉及的设施用

房及场地产权归业主共有；而相关图书、资

料、器材等设备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

力量提供并进行管理。上述建筑物、场地、设

备共同构成文章所指的“居民住宅区公共文

化设施”。这一做法与通常认为的“公共设施

应由政府提供”的观念有所冲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四

条，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笔者认为，公共文

化设施定义的核心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并非必须是“公共设施”。目前并没有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明确规定上述建筑物、场

地、设备的产权归属。

目前，针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

配置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及其原因，公共管理领

域对政府主导型、市场分散型、英国“一臂之

距”等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模式有

所讨论[9]。在目前学术上还未完全取得共识的

背景下，浙江省的实践探索可为相关理论的发

展提供实证案例。在“住宅地块”层级配套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并开放共享，实质上也是居

民、开发商、政府及相关社会力量合作创新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探索。研究最终希望能够引

导多方参与，使居民住宅区的服务更丰富、高

效、便捷，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可持续

发展探寻新路径。

③ 经机构改革，执行该行政程序的职能已由“住建系统”划至“自然资源与规划管理系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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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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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规划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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