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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连，在建筑内形成环形灰空间，可以用作课间活
动空间，还可种植绿植。右侧贯穿南北的廊桥既在建筑
上形成体量感，也使得在其中行走的人能在不同的内部
角度体验和感受这栋建筑。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公共空
间、连接空间，也成为教学综合楼空间规划的亮点。这些
空间加上半室外的楼梯构造既展示出结构美，也能更好地
向外表达建筑内的空间，增强建筑的透明感（见图2）。

图2  综合教学楼鸟瞰图（作者自绘）

3.6  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规划拟建建筑面积64080㎡，其中包括2栋综合

教学楼、1栋实验教学楼、3栋宿舍楼、1栋食堂、1栋行

政楼。单体设计的教学综合楼的建筑面积为10428㎡，
总用地面积为121845㎡，建筑密度为13.3%，容积率为
0.52，绿化率为55%，停车位48个。建筑密度低，绿化
怡人，此经济技术指标，既保障了基本的经济效益，又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打好了深厚的基础，具有新时代
的经济指导思想。

4  结语
项目教学综合楼设计本着“绿色校园，绿色建筑”

的设计理念，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化、科技化、智能化的
校园。优美的绿色景观节点和丰富的交流空间，使得校
园在清香满溢中书声琅琅；在校园和建筑文化性的催生
出自强不息、热爱祖国的校园文化，在美好的校园内，
增强青少年自信心和提升校园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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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设计在厦门市保障性住房中的重要性

□ 罗海燕

[摘   要] 本文分析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发展现状，论述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设计政策，提出精细化设计在厦门市保障性住房中的应
用对策。同时，保障性住房采用精细化设计，可提升房屋空间的利用率，满足人们居住需求，为人们提供舒适、合理的住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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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下，针对国内大型城市的
住房问题，国务院办公厅针对住房建设提出了若干措施
与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
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加大经济适用
住房、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建设节约型社会。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厦门市产生了大量的住房需
求，住房价格也经历了快速上涨的过程，城市住房建设
出现了供给结构不合理、价格上涨过快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城市社会
的健康发展。为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精神，厦门市相关部门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展专
题调研，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工作思路。厦门市委
常委会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保障性住房工作，会议
明确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举措，率先在全国推出了调整
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新机制、新办法，对构
筑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稳定商品房价格、构建
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设计政策分析
保障性住房以打造公共交通便捷、生活配套齐全、

基础教育完善、医疗设施完备的居住环境为目标，以高
起点、高标准统筹推进保障房住房建设，让市民不仅
“住得进”，而且“住得好”。保障性住房设计应满足
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设计规范、法规、规定和《厦门市
保障性住房建设技术导则》（DB3502/Z 5034—2018）
的要求。住房主要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和保障性商品房等。目前厦门市已建、在建保障性
租赁住房、保障性商品房产权面积多为70m2、60m2、
45m2，公共租赁住房产权面积为30m2。 

2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发展现状与规划
2011—2015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总需求量

约15.8万套，考虑实际的建设周期与房源筹集的多样
性，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扣除安置房源）的总用地
面积约137.60hm2，总建筑面积约322.20万m2。2016年
以来，厦门在建与开建的保障性住房4万多套，推进力
度前所未有。厦门市相关部门强调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低收入家庭、新
就业大学生等住房困难群体住有所居。至2020年，厦
门市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不含新增棚改、安置房
等项目）总计23万套。2021—2025年，厦门市新增住
房量目标中保障性供应量约占总量的20%，在厦门市住
房结构中占重要位置。

3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精细化设计分析
3.1  住房单元公共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3.1.1  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目前，厦门保障性住房以高层为主，并呈现出集约
化住区形态。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居住密
度都高于普通住宅小区，因此，建筑周围的空间合理化
设计尤为重要。公共空间分为中庭空间和架空层空间，
对公共空间进行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公共空间的易达性和安全性[1]。公共空
间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应设置在人员通行方便的位置。
同时，公共空间在设计时应增加无障碍设计，以加强对
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关怀。

第二，预留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应根据其使用功
能及要求，预留足够的空间和尺寸，避免后期因功能
置换而产生空间面积不足的问题，保证后期使用的便
利性。

第三，注重空间互动与使用便利。如，生活中大部
分的家庭是由老年人照看小孩，因此，老年人活动空间
与幼儿空间应相邻设置，且两者之间要避免过多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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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活动时视线可及，使老年人照看小孩、参与活动
两不误。

第四，注重公共空间功能设置的合理性。保障性租
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商品房的住户对公共空
间的需求不同，因此，功能设置也有所差异：公共租赁
住房的住户相对年轻，大部分为单身人士、年轻情侣或
夫妇，社交活动较多，公共空间应设置共享客厅、共享
厨房、阅读区、健身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保障性商品
房多为三代家庭居住，考虑老年人、儿童生活和娱乐的
使用需求，公共空间可设置四点半学堂、老年人活动空
间、儿童活动空间等。

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设
计原则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重视。同时也结合现代人的生
活方式，把居住空间打造成生机盎然、自然和谐、经典
时尚的人居生态环境。

3.1.2  单元优化设计

保障性住宅的单元设计，一是应规整建筑外形轮
廓，减少体表面积比。二是应合理规划楼梯间、前室、
合用前室、电气管井等位置，减少公摊面积，增加套内
使用面积。三是应丰富入口门厅的空间层次。入口门厅
不仅是住宅内部的通行空间，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节
点，一般设有公告栏、信报箱、多媒体电视等基础服务
设施，同时还应该设置一些休闲设施来为住户创建一个
轻松便捷的交往空间和交通空间[2]。

3.2  住房套内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3.2.1  居室各个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居室空间的精细化设计可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1）入户空间。在保障性住房的设计中，应在入户

空间预留玄关。一方面，玄关实用性强，方便住户进门
即可换鞋脱帽，实现内外洁污分离；另一方面，玄关还
兼具私密性和装饰性，既避免产生户内外视线干扰，又
起到美化入口的作用[3]。

（2）餐客厅。起居室设计要将自然采光与通风充分
结合，以保证为住户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由于保障性
住房面积较小，餐客厅阳台采用一体化设计，既可增强
空间整体性，又可增加小户型可利用空间。

（3）卧室。卧室设计要合理选择墙面尺寸，并充
分考虑开关插座、空调室内机、空调室外机等位置的设
置，以满足床位及其他家具摆放的多样性。同时保证卧
室有良好的采光通风等物理环境。

（4）厨房。厨房空间在设计时应注意洗、切、炒
流线的合理性，减少流线交叉，提高厨房的使用效率。

厨房需储藏的物品较多，应注意可使用台面和柜体的设
置。厨房内的排气道、燃气管和燃气表等的设置应合
理，避免出现影响柜体的使用和引起燃气的不完全燃烧
的问题；在墙面预留插口时，应远离洗菜池，保持与火
源的安全距离，以防造成电事故[4]。

（5）卫生间。设计时应满足人体工程学原理，将洗
手盆、马桶、淋浴设备设置于合理位置，尽量采用干湿
分离的方式，提高使用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有上下水的
洁具（如坐便器）应考虑噪音对卧室的影响，尽量避开
卧室墙体布置。洗脸台应预留空间来设置镜子，并避开
窗户位置。卫生间空间一般都较为局限，应扩大空间的
使用范围，可以考虑在墙面上设置一些毛巾架、晾衣架
的位置，以提高卫生间的容纳空间。

（6）阳台。在生活阳台处要预留出洗衣机和洗衣池
的存放位置，同时可以在洗衣机上设置储物柜。生活阳
台处的晾衣空间大小，应考量居住人口数量。设计时还
应注意阳台门和洗衣机、洗衣池的关系，避免门的开启
影响其使用。

（7）空调机位。厦门属于夏热东暖地区，空调的使
用率极高，合理设置空调室内机的位置尤为重要。室内
机不应直接吹向床头，且不宜设在电视机及床头的正上
方；室内机位置不宜远离空调机位，且不宜暴露较长段
的空调管。

3.2.2  灵活空间的精细化布置

灵活空间的精细化布置是为了适应人们的多种居住
形态，其精细化布置主要从建筑结构、使用设备、电气
等方面内容与空间进行互用与分合，从而不断满足各种
居住需求。灵活空间的精细化布置也是在对设计进行优
化，合理设计一些可以变换使用的空间。各种用电设备
与电气应建立密切的联系，使建筑空间得到有效的利用
与开发，进而不断完善精细化布置。灵活空间精细化布
置还体现在家具的摆放上，墙体的长度应为住户提供多
种家具摆放的可能性，以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例如，
为满足适老化改造要求，厨房、卫生间、卧室等墙体长
度应考虑使用轮椅的场景。科学、合理地设计，才能更
好地开展施工工作，将建设中的问题进行合理控制，这
是建筑可以顺利开展的基础[5]。精细化保障性住房以设
计为基准，为住房合理增加建筑使用功能，这种精细化
布置深受住户喜爱。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住房有了新的使用

需求。厦门市为解决市民的居住需求，加强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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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海信广场的“文和友”，不仅是老长沙文化的博物
馆，更是由老长沙文化衍生的文创空间。设计者创新地
将老长沙完整的市井社区，通过建筑的空间构建竖立起
来，还原了记忆中的湖湘民俗文化，展现了长沙的城市
韵味与烟火气息，成为省内外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必去的
打卡点。第三，设计多元个性化服务，推动产业融合，
提升主客行为意象感知。比如北京首钢工业区首家入驻
品牌为星巴克，其店铺不仅以工业风与现代风成为“京
城最酷星巴克”，还以个性化服务吸引了酷跑人群，吸

引极限运动和电子竞技等新兴业态相继入驻，在政府扶

持下，园区不仅成为冬奥组委办公地，还逐步成为文化

产业、电竞产业和体育产业融合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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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不断满足其个性化的居住需求，将有限空
间进行合理规划，使空间得到最大化地利用，从而为
住户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此外，保障性住房周围环
境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使住户出行更加便利，并且
通过环境设施增强人文关怀，进而体现建筑的时代意
义。保障性住房作为厦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事关
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建设既要保时又要保质保
量，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
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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