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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村落。
历史人文型村落风貌要素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

行不同层面和深度的配置。宏观层面遵从美学规律，塑
造有标识性的天际轮廓线，注重村落肌理的延续，打造
有序的空间序列，并与周边山水田园景观相结合，打造
村绿相依、虚实有变的空间层次。微观层面着重修缮古
民居，并结合古井、古树、戏台及传统街巷等要素来打
造公共活动空间，通过雕塑标志、指示牌、花坛树池、
照明等景观小品注入传统文化要素。

3.3.3  生态环境型村落

生态环境型村落属于自然风貌较为明显、生态景
观条件优越的村落，未来应利用好生态景观资源，重点
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拓展休闲观光、民宿度假、养生养
老、康体健身等新业态，打造成生态闲适的原生态村落。

风貌建设重点是梳理彰显绿水青山、田园景观、小
桥流水等四季景观的自然生态要素，在风貌建设要素选
择时，重点强化自然景观要素的建设，在完善村落人居
环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充分利用
山水林木、农园田野等资源，并结合古树名木、道路绿
化、绿地游园、庭院绿化、滨水景观等绿化景观要素，
彰显乡土特色，并重点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农家乐等设
施建设。

3.3.4  社区服务型村落

社区服务型村落一般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出行便
利、发展基础较好的村落，有的靠近城镇，有的属于中
心村驻地，有的甚至为周边自然村落提供服务。这类村
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好，但未来需进一步完善配套设
施，为村民提供更便捷有效的服务。

风貌的塑造应体现完善设施所带来的舒适宜居生活
场景，通过加强人文环境要素和基础设施要素的建设，
打造活力多元的样板社区，但避免出现明显的城镇化风
格。在人文环境要素方面，应配套建设综合公共服务平
台、便民超市和村民活动小广场等基本服务设施，同时
完善农家书屋、幼儿园、小学、健身运动场所、卫生室
等文教体卫设施和路灯、村委宣传栏、公交站、公共座
椅、花坛树池、指示牌、雕塑标志等景观设施。基础设
施要素作为支撑体系也需建设完善，提升水系净化、污
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厕及粪污处理等设施的建设。

4  结论
本文围绕构建一般村落风貌建设体系这一目标，结

合樟树市一般村落风貌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村落风貌建
设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基本达到对不同类型村落风貌建

设科学引导的目的。然而由于研究的局限性，尚存在研
究对象样本少、分类模型简单等不足，另外由于风貌建
设体系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村落发展特色、政策
引导、村民意愿、管理者的决策息息相关，在实际建设
中，相同类型的村落风貌要素选择的侧重点及风貌改造
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如何建立一套更加易于落地的村
落风貌建设引导体系，实现村落风貌建设引导与具体村
落建设之间的“无缝对接”，指导大规模乡村风貌整治
工作，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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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正义视角下粤东县级无障碍设施建设研究

□ 钟浩忠   李文静    陈佳璇     郭   浩

[摘   要] 本文基于空间正义理论，对广东省粤东地区无障碍设施的数量及其分布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粤东地区各空间的无障碍数
量及类型整体水平较低，不同性质的空间差异较大，其中经济空间数量类型分布高于其他4类空间；社会公众对同一空间内部无障
碍设施“重建设，轻维护”现象的不同评价层面得分也存在差异。有鉴于此，建议推动无障碍设施空间供给均衡，规避空间错配现
象；整改“重建设、轻维护”的管理缺位问题，建立问责制度；提高无障碍设施的有效供给，以残障人士为主体思考无障碍建设。

[关键词] 无障碍设施；空间正义；粤东

1  研究缘起
目前我国残疾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6%，但

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与现代死亡率的下降，未来的社
会中，特殊群体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健
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服务设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建设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

201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通过《广东省无障碍环
境建设管理规定》，在法律层面上对无障碍设施管理与
建设、无障碍服务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
政府建设无障碍设施的主体责任。据广东省残疾人联合
会“十三五”事业发展成果显示，全省各级残联累计投
入资金17477.82万元用于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
为4万多个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总
体上广东省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迈上了
新的台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解决各地区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迫在眉睫。粤东地区作为广东省第
二大经济区，对无障碍设施的现状与公众评价研究具有
可探讨、可实践的空间，因此本文以粤东地区揭阳市普
宁市为例，对不同性质空间中无障碍设施的分布及公众
对无障碍设施的评价两方面调查粤东地区无障碍设施的
建设现状，并从空间正义视角，分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2  文献综述
“无障碍”一词源于国外建筑设计领域，研究以设

计能满足大众需求最为丰富。如Rahman等在研究探讨
坎拉普尔火车站和台湾火车站的无障碍建设时，提出无
障碍设施的受众不应局限于残疾人，也要重视各种行动
不便的人群[1]；Lee Y C等在关注有形方面的无障碍建筑
时，强调应重视个人心理的无障碍地位[2]。

随着无障碍设施的研究迈入地理学、城市学和社
会学等学科研究范畴，空间成为无障碍设施的重要分析
视角，其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取某一具有特
殊性质或特征明显的场所，分析无障碍建设的不足。如
Mingbin Y等对特殊性质空间如医院进行分析，认为其
建设应充分注重独特功能的实现，对于无障碍设施的施
工，可通过审查、验收、维护管理等对其进行妥善保
养[3]。二是从我国对无障碍建设的整体立法或思想形态
方面进行研究，如黎建飞等从立法角度出发，认为应将
我国无障碍权益保障的最新发展成果——无障碍检察公
益诉讼纳入立法内容，保证无障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
效衔接[4]；刘波通过横、纵向的比较发现，第三卫生间
和无障碍卫生间设立出发点所涵盖对象不同，随着我国
社会文明的发展，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由功能单一型转为
功能多样型，由关爱老年人、残障人到关爱弱势群体及
其家庭[5]。

国内外关于无障碍设施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多数研
究侧重于无障碍设施本身，探析其意义与设计等方面，
较少从空间正义视角分析无障碍设施的空间分布以及社
会公众的评价。既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在列
斐伏尔等学者看来，空间并非单一性质的存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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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生活活动形塑了不同性质的空间，因此有必要结
合残疾人的出行与活动，全面分析不同性质空间的无障
碍设施状况。二是以往研究多采用单一方法对无障碍设
施进行分析，本文将使用实地踏勘法、问卷调查法和半
结构式访谈法对特殊群体无障碍设施使用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研究。

3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探讨粤东县级

无障碍设施分布的差异，对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
居住4类空间进行考察。在政治空间中主要考察乡镇人民
政府，经济空间主要考察医院、购物广场、银行，文化
空间主要考察公园、图书馆，居住空间主要考察小区。

实地考察法。根据我国2012年颁布的《无障碍设施
规范》（GB 50763—2012），制作了考察记录表辅以调
研，考察揭阳市普宁市4类空间共14个地点，考察记录
如表1所示。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问卷调
查，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从可用、易见程度
多维度展开的无障碍设施的评价。共收回有效问卷178
份，随后采用SPSS 25软件进行分析。

半结构式访谈法。本研究对障碍群体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通过面对面深入的访谈进一步了解特殊群体对当
地无障碍设施的评价与看法，为研究的结论与建议提供
基础。

4  揭阳市普宁市无障碍设施分布状况
如表2所示，揭阳市普宁市无障碍设施整体建设水

平不高，平均每个空间设有2.5个无障碍设施，其中经济
空间无障碍设施数量最多，居住空间最少，不同类型的
空间中数量差异较大。

表2  粤东不同区域四类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平均水平

区域 政治空间 经济空间 文化空间 居住空间

粤东 1.75 5.07 2.80 0.60

4.1 揭阳市普宁市政治空间的无障碍设施类型单一
揭阳市普宁市政治空间的无障碍设施类型单一，主

要以缘石坡道、轮椅坡道为主，缺乏无障碍出入口及卫
生间等设施。在乡镇人民政府的调查中，缘石坡道和轮
椅坡道较为常见，但未发现有盲道、残疾人标识及相关
无障碍设施，且多数轮椅坡道被非机动车占用。此外踏
勘的地点均未配备无障碍电梯，乡镇政府机关周边配备
志愿者服务站的程度较低，在帮扶服务方面存在不足。

由于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的公务员、雇员及实习生多

表1  粤东揭阳市普宁市四类空间无障碍设施观察记录表

地
区

空间
类型

地点

无障碍设施

志愿
者服
务站

备注
无 障 碍

缘石
坡道

低位
服务
设施

公共
厕所

轮椅
坡道

盲道
轮椅
席位

扶手出入
口

通道/门
楼梯/
台阶

升降
平台

机动
车停
车位

标识
系统

粤
东

政治
空间

占陇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南径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经济
空间

普宁市华侨医院 √ √ √ √ / √ √ √ √ √ 外围 / √ / —
建行（占陇支行） / √ / / / √ 外围 / / √ / / √ / —

交行（占陇支行） / √ / / / √ √ / / √ / / / / 导盲犬可
进入

农行（占陇支行） / √ / / / / √ / / √ / / / / —
普宁农商银行 / / / / / / 外围 / / / / / / / —

CoCo City / / 直梯 √ / √ 外围 / / / 外围 / √ / 盲道占用
占陇镇美佳乐 / / 直梯 / / / 外围 / / / / / / / —

文化
空间

普宁市图书馆 / / / / / / √ / / √ / / √ / —
朴兜人民公园 / / / / / / 外围 / / √ √ / / / —

居住
空间

汇润吉祥里 / / / / / / 外围 / / √ / / / / —
锦绣园 / / / / / / / / / / / / / / 老旧小区

俊景园 / / / / / / 外围 / / / / / / / 坡道作
它用

注：“√”代表观察到相应的无障碍设施，“/”代表未观察到相应的无障碍设施。

为健全人士，因此相较于政府内部，对外服务场所的无
障碍设施建设相对完善。

4.2  揭阳市普宁市经济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分化较大
揭阳市普宁市经济空间的无障碍设施与其他空间对

比，数量与种类最多，其中医院与银行完善程度最高。
由于医院受众的特殊性，在设立无障碍设施时考虑较为
全面，故无障碍设施较齐全，但轮椅席位和志愿服务站
的设置仍有欠缺。

经济空间中银行多有设立指引标识、无障碍通道与
缘石坡道，但后两者均未发现扶手。在走访的银行中，
仅有交通银行允许导盲犬进入；农业银行无障碍通道被
车辆占用；农商银行虽有缘石坡道，但坡道与乡道中存
在较大沟壑，轮椅正常通过阻力较大，进入该支行中未
见其他无障碍设施。

相较于医院和银行，购物空间的无障碍设施显得
稀缺，这与地方购物广场的逐利性有关。购物广场中的
盲道均被共享单车或电动车占用，在普宁广场与COCO 
CITY中发现无障碍电梯，后者虽设有母婴哺乳室，但并
无引导标识。

4.3  揭阳市普宁市文化空间的无障碍设施较为匮乏
相较于经济空间，揭阳市普宁市文化空间的无障碍

设施偏少，建设情况一般。普宁市图书馆并未配备无障
碍厕所，也未提供方便聋哑人士阅读的无障碍阅读室。
朴兜文化公园缘石坡道较陡，不便于残疾人出行，无障
碍设施健全度偏低、覆盖率不高，且各文化场所的公共
厕所的卫生水平一般，并未设置无障碍厕所等其他无障
碍设施。

整体而言，由于建成年代久远，管理人员年龄偏
大，对无障碍设施的认识滞后，对更新升级无障碍设施
的意识不强。

4.4  揭阳市普宁市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施配备落后
揭阳市普宁市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施情况较差，只

配备有轮椅坡道，并存在被非机动车占用的情况。无障
碍设施在居住空间比政治、经济、文化空间更匮乏，无
论老旧小区还是新建小区均未发现无障碍设施。居住空
间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低主要是由于老旧小区建成年代
较早，其早期的规划建筑图纸与公共器材采购并未考虑
到无障碍设施因素；新建成的小区由于开发商与设施设
计师无障碍意识低，在建设前期并未对特殊人群进行充
分考虑，其次是开发商为了节省材料经费与设计支出，
有意地避开或忽略无障碍设施建设。无论是老旧小区还
是新建居住区，负责人对无障碍设施的升级维护意识都

不高，同时缺乏反馈机制。
5  社会公众对粤东无障碍设施评价
5.1  无障碍设施呈现空间分布的不平等
粤东地区的无障碍设施平均分布水平在经济、文

化、政治、居住空间中依次递减。调查数据如表2所
示，经济空间无障碍设施水平为5.07，居住空间水平为
0.60，各空间的无障碍设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此外，
访谈对象陈婆婆表示其在经济空间的活动频率远小于居
住空间，这种经济、居住空间无障碍设施和障碍群体实
际需求的反向配置实际是无障碍设施建设非空间正义的
体现。

5.2  无障碍设施存在“重建设、轻维护”
在社会公众对粤东地区不同类型空间的无障碍设施

评价中，其易见程度、易用程度、完备程度、维护程度
的评分依次降低。如表3所示，4类空间中，社会公众对
无障碍设施易见程度和维护程度的评分均有较大差异。
各类型空间中虽有设置无障碍设施，但也都出现了设施
维护不到位的问题。

表3  各场所类型评价得分表

      评价层面

场所类型
易见程度 易用程度 完备程度 维护程度

粤
东
地
区

政
治
空
间

得
分 77.41570 74.26970 64.04490 60.44940

标
准
差

16.74185 15.50561 15.38354 15.47078

经
济
空
间

得
分 77.75280 73.25840 62.58430 59.66290

标
准
差

14.71022 14.08411 13.61522 16.82808

文
化
空
间

得
分 75.84270 70.56180 62.47190 58.53930

标
准
差

16.82808 16.49239 13.55307 15.18627

居
住
空
间

得
分 71.91010 67.75280 59.66290 56.40450

标
准
差

15.18627 16.75701 15.69119 15.64054

5.3  无障碍设施建设缺乏规范性和健全性
样本数据中，社会公众对无障碍设施易用程度和完

备程度的较低评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粤东地区无障碍
设施的设计和配备缺乏人性化和健全性。虽各类型空间
都有常见的无障碍设施，但此类设施多存在使用难的问
题，难以满足特殊人群的真实需求。对于无障碍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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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完备问题，调查者均反映存在缺乏专门为特殊群
体设计的无障碍坡道的现象，给他们出行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踏勘法对揭阳市普宁市的14个地点

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现状进行研究，并辅之以问卷调查
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分析公众对当地无障碍设施的评
价，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揭阳市普宁市无障碍类型与数量存在严重的
区域不平等，在不同类型空间中，经济空间的数量与类
型最丰富；文化空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这与各空间
的具体经济发展和后勤管理有关。

第二，“重建设、轻维护”现象普遍存在，如封锁
的无障碍厕所、被占用的盲道等一系列管理缺位问题。
这也与问卷调查结果相一致，社会公众对无障碍设施的
可见性、易用性、完备度和维护度评价依次降低，最高
差值达到18分。

第三，揭阳市普宁市无障碍设施主要是以盲道、缘
石坡道等外围设施为主，此类无障碍设施易受外界占用
与干扰，形式单一。内部无障碍设较为稀缺，且存在指
引缺失与停用的情况。

6.2  建议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明确要健

全残疾人帮扶制度，加强残疾人服务设施和综合服务能
力建设，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维护政策体系，支持困
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
无障碍设施要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议条例》的建设
标准与规定，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监督，切实推进无障碍
设施建设到新水平、新高度。

6.2.1  推动无障碍设施空间供给均衡，规避空间

错配现象

为趋于空间正义，市级层面要深入贯彻《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因地制宜地将无障碍建设与城市“两
个文明”相融合，努力缩减各空间的无障碍错配与建设
不规范问题。揭阳市普宁市委、市政府要加大力出台无
障碍设施扶持政策及文件，从政治层面上进一步拉动无
障碍建设资源的及时供给。进一步促进县级城市协调发
展，城镇带动农村，使农村残障人士居民与城镇残障人

士居民平等地享有无障碍设施服务地权利，创造人人可
享的基本无障碍保障与公共服务。

6.2.2  整改“重建设、轻维护”的管理缺位问

题，建立问责制度

无障碍设施“重建设、轻维护”现象屡屡不断，
需要我们以法律与制度进行规制和治理。一是市级层面
要将无障碍设施的监督列入相关政策条例，提高其法律
地位，明确各方主体责任，以便在后期中做到有力的监
管，保障无障碍建设政策的有效执行与落实。二是完善
无障碍建设的督导管理，在信访与投诉机制上，要及时
处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相关部门抓好无障碍设施的维
护工作。对破坏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行为，给予严肃的批
评与处理。三是对于公众反应的无障碍建设维护效率
低下等问题，创新性推行类似“林长制”的管理责任制
度，设立各空间无障碍建设管理办公室，促进各空间的
无障碍建设、维护、升级等工作的执行与监督。

6.2.3  提高无障碍设施的有效供给，以残障人士

为主体思考无障碍建设

无障碍设施的供给并不是单纯性供给，而是要提供
能满足残障人士使用需求、在质量与效率上有保障的供
给。一是政府应以残疾人的视角出发进行设计，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提高无障碍设施供给质量，消除无效供给
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二是积极邀请残障人士及其亲属
代表为无障碍设施评测，让更多残疾人群体参与无障碍
建设环境中来。在无障碍的建设过程中，对建设不合理
以及不完善之处进行改进，让残疾人能参考无障碍建设
的全流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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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民出行视角的衡阳市道路空间重构研究

□ 彭   科

[摘   要]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以往治理经验表明一味地拆迁腾地、拓宽路面、划停车位不能有效地缓解交通压力，最根本
的解决方案在于让道路使用主体变得有序。本文以湖南省衡阳市主干路解放大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交通运行现状、市民出行方式
影响因素以及对慢行交通环境的期望，提出衡阳市道路空间重构策略。结果表明：确保出行安全、优化出行环境、完善出行设施是
引导市民选择慢行和公共交通的关键，为此衡阳市大力发展慢行交通，优先保障步行、非机动车、公交车的道路出行空间是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 城市道路；市民出行视角；道路重构；道路空间重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汽车产业得到发展，人们
的出行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急剧增长的私家车数量与
供不应求的城市道路容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交通拥
堵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疑难杂症”，并呈一线
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之势。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困境及其
催生的安全事故频发、噪声污染加剧、市民幸福感减弱
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世界各国开展了长约半个世纪的实
践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交通优化政策与道路改造措施：
交通拥堵诞生之初，人们最先想到的均是拓宽原有道
路，开发新的城区和街道，增加交通供给。然而新增的
交通供给又逐渐不能满足更大的交通需求，最终导致交
通拥堵程度的持续加重。这一尝试表明，单纯以增加道
路面积、修路架桥等“车本位”方式来解决道路拥堵问
题是行不通的[1]。近年来，有关“人本位”交通优化方
案的思考逐渐增多，徐孝川认为在市区道路拓宽重建过
程中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2]；成小芬建议将人行
道和非机动车道合并设计，从人行视角解决交通量严重
过载问题[3]。北京地安门外街道交通改造将车行空间缩
减，把更多的道路空间提供给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
成都在市区内建设多条BRT通道，与常规公交线路接驳
换乘，极大地缩短出行时间，缓解二环内的交通压力。
韩国首尔实施车牌限制的政策由来已久，这一试点大幅
度减少了私家汽车通行量，韩国其他城市先后效仿[4]。美
国波特兰的道路交叉口将进口收窄，使过街长度变短，
方便行人过街。英国实行交通拥堵费征收政策，其目的
是促进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限制小汽车的发展[5]。

综上可知，当前道路交通优化的研究和实践正步入

“以人为本”的时代[6]，且研究案例集中在一线发达城
市，对三线城市交通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衡阳市作为
湖南省最大的三线城市，已提前进入全国交通拥堵城市
前百行列[7]，而有关衡阳市交通问题治理策略的思考较
少，且多从优化道路交通规划、发展城市公共交通[8]、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市民出行素质[9]等方面提出，
少有关注市民出行心理与需求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提
出基于市民出行视角进行道路空间优化。从该视角看，
城市道路修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出行需求，而
不是解决车辆的拥堵问题，因此要优先保障步行、自行
车等慢行交通的舒适度，其次考虑公共交通的通畅度，
最后才是私家车的行驶[10]。根据这一原则重构的城市道
路，其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便捷度高于自驾汽车，市
民会逐渐优先选择慢行或乘坐搭载容量更大的公交车出
行，减少相对受限制较大的驾车出行。当道路上行驶的
汽车减少了，拥堵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重构”一词出
自计算机术语，可类比引申为在不新建拓宽路面的前提
下，通过调整道路的空间布局来改善质量与功能，使其
结构更满足城市当前的交通需求。通过重构道路空间，
引导市民回归慢速出行，减少机动车出行量，为缓解衡
阳市出行拥堵问题提供新思路。

1  研究区域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城区横跨湘江，多条重

要公路、铁路干线在此交会，是中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市区交通高速发展，机动车拥有
量急剧增加，已成为当地市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
城建历史悠久，早年交通规划的预见性与前瞻性不足，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9C02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彭    科，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教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