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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act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on the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Based on Child-friendl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Xicheng 
Community in Zhuhai

儿童友好理念下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
影响研究*——以珠海市西城社区为例

张  帆   李敏胜   李  郇   陈思宁    ZHANG Fan, LI Minsheng, LI Xun, CHEN Sining

在当前城市存量规划和公共空间公共性缺失的背景下，参与式社区规划与公共空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已有研究

多聚焦于依托公共空间建设的公众参与模式，对于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影响的关注不足。基于参与式规划理论，

选取“可达性—功能—互动性”作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维度，构建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

架。以广东省珠海市西城社区为例，讨论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响内容和机制。结果

表明，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和以公共空间作为建设对象，参与式社区规划促使公共空间公共性在“功能”和

“互动性”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urban regeneration planning and the lack of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has establish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 space.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 re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on public spa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is paper selects accessibility, fun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as the component dimension of public space publicity,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estructuring 

public space publicity by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The paper takes Xicheng Community in Zhuhai Cit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on the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under 

the concept of child-friendlines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y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aking public space as the object of construction,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promote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ublic 

space publicity in the dimensions of fun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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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场所，承载着社区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的公共

性属性。近年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的影响，社

区物质环境有了明显提升，但公共空间的公共

性却呈现衰退的态势。在市场的影响下，不少

公共空间被开发为景观式假山、喷泉等商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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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陪衬品，而本应建立在公共空间上的公共

生活日渐式微。同时，在当前城市存量发展的

背景下，公共空间与社区规划建立了比以往更

为紧密的联系。以公共空间为建设和改造对象

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不仅关注物质空间的环境

提升，更是依托公共空间从规划设计到建设管

理的持续渐进过程来重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

系[1]。通过引导多方参与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

过程，并以此构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已经成

为当前规划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之一。

本文基于参与式规划理论，构建参与式社

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结合

儿童友好社区规划的内涵，以珠海市西城社区

为案例，分析儿童友好理念下参与式社区规划

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响，总结公共空间公共

性重构的机制，旨在为我国当前参与式社区规

划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研究综述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源于20世纪60年

代特定的社会思潮和实践。学术界对现代建筑

运动主导下城市规划忽视多元主体诉求的反

思，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复兴和民权运动影响下

公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共同推动了参与式规划

理论的形成[2]。随着规划思潮逐渐向互动性和

沟通性转变，规划被作为多方主体沟通、协商、

协作寻求共识的社会互动过程[3-4]。

当前我国转型期下城乡规划的发展也与

规划思潮的转向相契合。城乡规划的重心从以

往大尺度的新城新区下移到微观尺度的社区，

参与式规划成为社区层面城乡规划的主要实

践形式。以2010年《云浮共识》①提出的“美

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为行动纲领，近

年来厦门市、云浮市、广州市、珠海市等地开展

了以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代表的参与式社区规

划实践探索[5]。新时期的社区规划从物质空间

建设逐渐转向以人为本的社区全面发展。通过

引导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建设和改造的实践

过程，以此形成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

会生活，赋予公共空间以公共性，已经成为当

前社区规划的重点关注内容之一[6]26。

聚焦参与式社区规划和公共空间公共性

构建的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3方面展开

探讨：（1）讨论公众参与和公共空间公共性的

关系。从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出发，公众参

与本就是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的一个重要维

度[7]。同时，公众参与也是构建公共空间公共性

的有效途径[8]。（2）讨论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

的多方参与模式。较多研究认为，公共空间的

营造需要依托政府、居民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

体间的相互合作，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

结合的多方参与模式[9-11]。（3）讨论多方参与

下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多方参

与的公共空间营造过程不仅要关注物质空间

环境的提升，更要以此为载体形成社会关系、

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构建[12-13]。

可见，当前研究较多地探讨依托公共空

间建设形成的公众参与模式，并逐渐关注到参

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社会层面的影响。然

而，在此基础上，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了公共

空间公共性的哪些内容，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

怎样，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2  分析框架

2.1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

的分析框架

以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

响内容和机制为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了参与式

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见

图1）。结合参与式社区规划将公共空间作为建

设和改造对象的特征，分析多方主体的参与过

程，关注在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影响下公共空间

公共性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

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机制。

基于参与式规划理论和当前我国广泛开

展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实践，解读参与主体和参

与过程的特点。不同于西方由公众自下而上兴

起的公众参与，我国公众参与的明显特征是政

府、公众和规划师多方合作的参与模式[6]30。同

时，沟通、共识、行动作为关键要素，贯穿于参

与式社区规划的全过程，以动态循环的形式推

动规划阶段的进行，实现整个规划过程的动态

螺旋上升[14]。

本文选取“可达性”（accessibility）、“功

能”(function)和“互动性”（inter-subjectivity）

作为讨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维度（见表

1）。这是因为，首先，“可达性”是已有研究提

及频率最多的一个维度，将其作为评判公共空

间与私人空间区别的重要维度。虽然有学者认

为广义的可达性就是公共性[15]48-49，但比较多

的观点还是认为可达性包括实体和社会意义

层面的可达[16-17]。这本身包含了公共空间在权

属、管控、功能和活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本文

认可后者的观点，即可达性是确定公共空间是

否满足公共性基本要求的必要条件。其次，在

满足可达性的基础上，公共空间还应具有促

使人们开展社会活动的潜力。这体现在物质和

社会两个层面。“功能”维度强调了空间应具

有满足不同人使用需求的物质空间环境和设

① 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科学依据，云浮市通过一系列的“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其间云浮市多次

召开专题研讨会，总结云浮市发展经验，形成《云浮共识》。

注释：

图1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by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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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与Carmona[18]提到的“功能”、Varna和

Tiesdell[19]提到的“空间布局”和“活力”含

义是一致的。在满足“功能”维度的基础上，

“互动性”维度强调公共空间还应能够促进人

们开展社会活动，尤其强调了人们之间的社会

互动[20]。

2.2   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

儿童是城市发展中应当关爱的弱势群体，

儿童群体的空间需求在公共空间建设中更需

要受到关注。从儿童的特征和空间需求出发，

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中为儿童创造更高品质

的健康生活环境是公共空间公共性研究需要

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关爱儿童各项权益为导向

的儿童友好社区规划，是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公

共性的有效途径。“儿童友好城市”理论认为，

家庭、社区和城市应以保障儿童利益为优先，

通过促使儿童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倾听、采纳

儿童的建议，以政策、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营

造儿童友好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从而保障和推

动儿童权益的最大化[21]。

其中，儿童参与不仅是儿童友好城市理

论强调的基本权利，也是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

建设的核心方法。城市规划中的儿童参与，以

Hart[22]8基于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提出的儿童

参与阶梯理论模型为代表（见图2）。不同于

公众参与阶梯，该模型虽然划分了儿童参与的

不同等级，但并不以此评判儿童参与程度的优

劣。由于儿童参与能力受年龄、教育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模型中的参与阶段可能会在

同一个活动中共存，儿童参与的程度也可能会

伴随着活动的开展而变化，并非所有活动的目

的都需要达到最高级别的参与[22]11。可见，儿童

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除了考虑儿童

的积极参与以外，更是以儿童参与来促进家庭

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本文基于构建的分析

框架，以珠海市西城社区为案例，讨论儿童友

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是如何实现公共

空间公共性重构的。

 

3   西城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构

珠海市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提出以儿童

友好理念完善和提升儿童成长环境，吸引高层

次人才家庭，以此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战略。2019年6月，珠海市发布的《金湾区

少年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工作方案》中将

西城社区作为试点社区，在全市率先开展儿童

友好社区试点建设。在此背景下，由金湾区政

府牵头，联合规划团队、高校、社区居委会、居

民、儿童等多方主体共同组建西城社区共同缔

造工作坊，依托儿童及居民的广泛参与，开展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探索。

3.1   社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西城社区成立于2014年，占地面积约

40 km²，总人口约3.7万人，位于珠海市金湾

区三灶镇（见图3）。由于社区辖区范围较大，

且社区内尚有大片未建设区域，考虑到规划

实施效果，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居民日常活动

较为集中的核心区域，具体范围为：北至珠海

大道、南至中心河、东临机场东路、西至双湖

路，总面积约7.3 km²，总人口约1.36万人。本文

选取该范围主要是因为该区域聚集了社区内

主要已建成的居住小区，且已建成各类相对完

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满足居民主要的社区

日常生活。

选择西城社区作为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

因。首先，西城社区所在的金湾区是珠海市的

西部城市中心，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港珠澳节点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探索和创新方面

同样走在国内前沿，对该案例的探讨能为国内

相关规划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其次，不

同于乡村公共空间内生性和自发性的特征，城

市社区公共空间多是由外界统一规划建设的，

往往没有与居民社会生活建立密切关联。西城

社区作为建成7年的商品房社区，具有城市社

区的典型特征，其公共空间公共性的议题更值

得关注和探讨。

本文以参与式观察作为核心研究方法，

结合非结构访谈、问卷调查，对案例展开长时

间、多次、连续的追踪驻地调查，时间跨度从

2019年3月到2020年1月。其中，问卷调查涉

及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出行活动意愿等；参与

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主要对居民、规划团

队、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和记录，并

通过图片、声音、文字和视频等形式详细记录

过程信息。

3.2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缺失

当前社区居民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呈现以

下特征。首先，社区人口结构整体偏年轻化，据

调查问卷统计，18岁以下儿童占比高达22%，

19—64岁人口占比为75%，儿童和年轻居民是

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人群。其次，居民活动以

必要性的活动为主，多发生在航空新城小学街

道（以下简称“航小街道”）周边，该空间在

儿童上下学时间段集聚了大量儿童和家长。此

外，居民的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相对较少，但

在周末和节假日时段较多地集中在金山公园。

总体来看，航小街道和金山公园是居民社会活

动发生较为频繁的公共空间（见图4）。

从“可达性”“功能”和“互动性”3个维

度来讨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基础。航小街道和

金山公园都面向社区所有居民开放，没有限制

居民进入的相关措施，并且允许居民多种类型

社会活动的发生，具有较好的可达性基础。但

在“功能”和“互动性”维度上，面对以儿童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维度 具体内容

可达性

实体意义：空间是否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是否有限制人们进入该空间的
设施和规划设计手段
社会意义：是否允许不同人的进入和多样社会活动的发生，是否限制人们进入
该空间的政策、规则等措施

功能 空间具有满足不同人使用需求的物质空间环境和设施
互动性 空间能够促使人们展开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维度

Tab.1  The composition dimension of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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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空间使用群体，公共空间欠缺完善的功

能和设施，未能完全满足儿童和家庭各种社会

活动的需求。

航小街道存在安全隐患和人性化设施不

足的问题，不能完全满足儿童上下学的必要性

的活动。该路段平时车流量较少，但在学生上

下学时间段机动车出行比例较高，缺乏交通秩

序管理。同时，由于珠海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

候，一年四季阳光强烈且多雨，街道缺少座椅、

遮阳棚等人性化设施，大大降低了儿童和家长

的舒适度。

金山公园在空间环境、使用设施方面未

能满足儿童游玩、休憩等需求。首先，儿童游

玩场地及设施不足。现有设施仅有跷跷板、沙

坑、羽毛球场等场地，且部分设施多已损坏。

其次，现有活动场地缺乏人性化设计。多处场

地设计时未充分考虑珠海降雨充沛的水文气

候特征，不少沙坑、休憩空间在下雨后积水无

法使用。

3.3   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规划过程

3.3.1   公共事务的营造

公共事务是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提

升社区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所在，是公

共性生产的载体[23]。针对两类公共空间公共性

缺失的问题，规划师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居民对

儿童友好公共事务的关注。首先，规划师对上

位规划和专项规划内容进行梳理，对社区进行

实地调研，同时结合现行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标

准，从自身规划专业视角识别社区在儿童友好

方面的问题。其次，规划师同政府、社区家长和

儿童等多方主体沟通，了解他们的现状诉求。

政府主要从社区整体层面对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儿童各类权益保障、社区发展资金

和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建议。家长和儿童从

自身日常生活出发，重点关注儿童户外游玩

场地和上下学通勤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通

过组织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动员大会，引

导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多方基于

对儿童友好的共同关注形成了建设儿童友好

社区的共识。

3.3.2   参与平台的搭建

在营造公共事务引导公众参与的基础上，

规划也为公众搭建了多方参与的平台，保证

公众参与的长期进行。针对社区居民普遍反

映的“想参与却不知道怎么参与”的问题，

从居民普遍关注的儿童友好议题入手，通过

儿童参与带动政府、居民、社区组织、规划师

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社区全方位的参与动员。

为此，通过组建儿童议事会这一社会组织，为

社区儿童和居民提供自主参与的渠道和搭建

协商议事的平台。

首先，儿童议事会以社区儿童和居民为

主体，成员选取秉承公平、公开的原则。首批成

员分为16组（每组由1名年龄6—18岁的儿童

及其家庭构成），通过社区儿童和家庭自愿报

名，并由来自政府、居委会、规划院等的相关

专家评委从中选举形成，代表社区居民向居委

会表达诉求。其次，儿童议事会不仅保障了公

众参与的长期进行，同时也作为政府、企业、社

区、高校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平台。在儿童议事

会中，社区儿童和家庭代表是儿童议事会的主

体，旨在从儿童的视角提出诉求，参与社区事

务和社区治理。儿童及家庭可参与空间建设、

图2  儿童参与阶梯

Fig.2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ladde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2]8绘制。

a 西城社区的位置 b 西城社区范围和研究范围
图3  西城社区的位置和研究范围
Fig.3  The location and research scope of Xiche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金山公园和航空新城小学街道在西城社区的

位置
Fig.4  The location of Jinshan Park and angkongxincheng 
Primary School in Xiche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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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规划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实践

Tab.2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lanning

主题活动、教育课堂等一系列与儿童发展相关

的公共事务，并向社区居委会表达诉求；金湾

区、三灶镇政府相关部门为儿童议事会提供政

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居委会、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等社区组织负责儿童议事会的日常运作，对

儿童议事会进行管理、监督和定期培训，开展

日常事务活动；高校、企业等规划专业团队为

儿童议事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3.3.3   公共空间规划建设过程

基于多方对儿童友好议题关注形成的社

区发展共识，依托搭建的儿童议事会平台，以

空间建设为载体整合服务友好、政策友好内

容，优化提升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塑造儿童健

康成长的社区环境。近期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以

为儿童提供舒适的活动场所和安全的上下学

道路为重点，包括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改造提

升项目。以近期空间改造提升项目为目标，规

划以结合儿童特征的多种参与形式，引导儿童

和家庭参与到需求表达、方案制定、决策公示、

空间建设、评估反馈的公共空间规划全过程

（见表2）。

需求表达阶段，规划意在了解儿童、居民

等多方主体的诉求，引导多方讨论形成对社区

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统一认识。规划师通过引导

儿童和家长参与“我们的草地真美丽”“我爱

我家、共绘西城”等主题活动，组织不同居民

群体之间面对面交流，使其对相互意见与想法

有更多的理解（见图5）。儿童充分发挥了自身

的想象力，表达了对西城社区的美好想象，家

长更关注儿童成长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如

日常生活体验和出行安全等。

方案制定阶段，规划师以儿童外出游玩、通

学出行等关乎儿童切身利益的议题为吸引点，

引导儿童和家庭参与方案设计过程。在“一起

做个白日梦”“社区学道齐参与”的主题活动

中，规划师、儿童、家长分组调研金山公园和航

小街道，借助游憩设施卡通卡片、纸上绘制涂鸦

等方式引导儿童表达自身的想法（见图5）。其

中，儿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如认为公园石子

滩趣味性不足，建议改造为戏水喷泉；植物景

观不太丰富，建议开辟城市菜地。家长则更关

注儿童日常出行体验和安全，如希望在公园增

种树木，避免儿童游玩时长时间暴晒，希望在

航小街道建设儿童专用学道，保障儿童出行安

全等。多方经过讨论形成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

的改造方案（见图6-图7）。

基于规划方案，儿童、居民、规划师、政府、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过程。在

“童心旧物造乐园”和“共绘安全上学路”空

间共建活动中，多方主体展开集体行动（见图

8）。儿童和居民作为参与主体，街道、居委会负

责组织和策划整个活动，金湾区人社局、教育

局、宣传部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活动提供了

资金和宣传支持，航空新城小学和幼儿园美术

老师与规划师为儿童提供绘画和方案的专业

指导，联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空间建设环节

中给予施工材料和技术的支持。

   

3.4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提升

在儿童友好理念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

下，航小街道和金山公园的公共性在“功能”

和“互动性”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提升。

3.4.1    配套设施使用功能的完善

经过一系列改造措施，航小街道提升了儿

童上下学出行活动的安全性和趣味性。宽1.5 m、

总长约1.4 km的儿童学道连接航小街道周边

出入口；机动车停车线到斑马线之间用彩色涂

装提醒司机行车注意；小学门口正南侧绿地硬

底化后改造为广场，设置家长等候区和风雨走

廊，禁止机动车驶入，方便上下学时学生集散。

这些措施显著提升了儿童上下学活动的安全

性。此外，在儿童安全路径上由儿童和家长共

同参与绘制的趣味涂鸦提升了儿童上下学步

行环境的趣味性，小学门口增设的风雨走廊让

家长在等候时有了遮阳避雨的休憩场所，能够

参与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形式 儿童、居民参与的典型事件

需求表达
了解儿童、居民等多方主体的
诉求，发现儿童友好社区存在
的问题

调查问卷、
半结构访谈、

主题活动

“我们的草地真美丽”金山公园儿童游憩设施
意见征询会；

“我爱我家、共绘西城”儿童绘画活动

方案制定 引导儿童、家长、社区、政府等多
主体共同参与规划方案编制

方案讨论会、
主题活动

“一起做个白日梦”金山公园儿童游憩设施参
与式设计；

“社区学道齐参与”航空新城小学儿童学道参
与式设计

方案公示 公示并征询社区儿童和居民意见 方案征询会 儿童友好社区规划方案公示

空间建设 邀请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试点
空间节点建设过程

参与式设计
工作坊

“童心旧物造乐园”旧物乐园建设；
“共绘安全上学路”儿童学道绘制

评估反馈
邀请儿童代表和居民对规划实
施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措施
和建议

调查问卷、
半结构访谈、
意见征询会

儿童活动空间存在的安全隐患征集意见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湾区少年儿童友好型试点社区建设规划》公众参与专题内容整理。

a  “我们的草地真美丽”主题活动”          b  “一起做个白日梦”主题活动
图5  需求表达和方案制定阶段的主题活动

Fig.5  Theme activities in the requirements presentation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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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家长在接送儿童上下学过程中休息、聊天

等一系列自发性活动（见图9）。

通过对儿童游憩设施的改造，金山公园完

善了亲子户外活动的相关功能。相比以往儿童

只有放风筝、露营等基础项目，改造后的金山

公园针对0—3岁、3—6岁、6—12岁和12—

18岁不同年龄段儿童进行功能分区，包括探索

历奇、室外攀爬、航空探险、室外休憩、童心旧

物乐园等多种不同主题的活动区域。同时，根

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特征，增设不同类型

的游乐设施。如为3岁以上的儿童增加传声筒、

精英鼓、小狗双人跷跷板等设施，为6岁以上

儿童设置室外攀爬、航空探险等主题游乐设施

（见图10）。改造后，金山公园儿童和家庭游憩

的场地和设施数量增多，遮阳避雨设施及休憩

座椅增加，更加适应儿童和家长的自发性活动

需求。

3.4.2    公众社会互动显著增加

公共空间使用功能的完善增进了公众社

会互动的产生，主要体现在以休憩游玩为主要

功能的金山公园。金山公园在满足居民自发性

活动的基础上，促使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进一

步得到了提升。

一方面，公众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提

升了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频率。在规划介入之

前，除了社区老年人较多地参与到居家养老服务

站、老年人志愿队等社会组织外，年轻居民群体

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在对儿童友好公共事务

的共同关注下，从刚开始儿童参与逐渐成为儿童

和家庭共同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过程，居民之间形成了更为频繁的互动。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自发性活动的增加和

对儿童友好议题的持续关注，西城社区开展了

更丰富的社会活动。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

金湾区政府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引入多

类社会组织，以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为载体，

图6  金山公园改造方案
Fig.6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Jinsha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航空新城小学街道改造方案

Fig.7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streets near 
Hangkongxincheng Primary Schoo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童心旧物造乐园”主题活动 b  “共绘安全上学路”主题活动

图8  空间建设阶段的主题活动
Fig.8  Theme activities in the space construction st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持续开展不同主题的社会活动10余场（见表

3）。依托成立的儿童议事会组织，西城社区持

续关注儿童友好的公共事务，逐渐形成了关爱

儿童成长的公共生活。

4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

性的机制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物质空间与社

会生活两者的相互联系中，两者并非直接产生

相互作用，而是通过“人”这一空间公共性表

达的作用主体和媒介来实现。公共空间在人的

实践下其物质环境发生变化，通过“促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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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措施来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进而间

接地影响社会生活[24]。而参与式社区规划之所

以能够构建公共空间公共性，正是通过建立公

众参与的长效机制，促使多方主体参与到以公

共空间为载体的规划实践路径来实现的。

4.1   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

首先，规划营造的公共事务为公众参与提

供了参与动机。社区规划中有关公共空间、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内容，本身就是涉

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居民的个人利益紧

密相关。规划前期开展多次调研、讨论和主题活

动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多方主体的诉求，共同确

定社区发展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在规划师的

引导下，政府和居民逐渐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

形成建设儿童友好社区这一共识。对公共事务

的共同关注将居民的个人利益和社区的公共利

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发了居民共同参与的意识。

其次，规划搭建的多方参与平台为公众参

与提供了参与渠道。作为社区居委会、议事会

的有益补充，儿童议事会建立了相关的议事委

员制度体系，包括定期举行会议、开展成员选

举和换届仪式、围绕会议规则和议事公约等方

面开展议事委员培训，明确参加会议讨论委员

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打通了居民的需求

表达渠道，建立了儿童和家庭长期参与社区事

务的参与机制，为居民增加了参与到公共事务

决策的渠道。

此外，政府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

提供了制定政策、构建工作机制、资金支持等

多方面的保障，确保公众参与的长期进行。一

是政府通过提供政策和资金对儿童友好社区

建设给予支持。金湾区政府将西城社区列为儿

童友好社区试点，并设立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专

项资金，这是参与式社区规划得以顺利开展的

前提。二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建立了相互协作

的工作机制。金湾区政府成立儿童友好试点社

区建设工作小组，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

头，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推动公共空间

规划建设，区妇联负责统筹开展儿童友好主题

系列活动；三灶镇作为建设实施的责任主体

负责设计建设工作的具体推进，多部门协作建

设，保证社区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三是在公

共空间建设完成后，政府引入社会组织，提供

儿童教育培训、组织儿童活动、融合亲子家庭

关系等一系列社会服务，协助社区自组织活动

的开展。

4.2   以公共空间作为公众参与的载体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必须要依托客观的物

质空间才能形成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同人群可

以聚集和交往的公共平台[15]47。物质空间是规

划的建设和改造对象，也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

的载体。在参与式规划确保的公平和开放的秩

序下，公众就共同关注的儿童友好议题展开沟

通协商，并将规划实践行动落实到公共空间的

设计、建设、管理这一渐进过程中。在这一过

程中，参与者可以进行平等且真诚的沟通与对

话，这也确保了对公共空间的建设和改造能够

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多样性的社会需求。

公众参与建设和改造公共空间的过程

a  儿童上下学安全路径 b  机动车停车线和斑马线之间的彩色涂装

c  禁止机动车进入的家长等候区   d  增设的风雨走廊
图9  航空新城小学街道改造成效

Fig.9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streets near Hangkongxincheng Primary School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a  儿童游乐设施         b  室外攀爬设施
图10  金山公园改造成效
Fig.10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Jinsha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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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共空间亦影响公众的意识和行为。公众

在参与到空间设计、建设的公共空间规划过程

中形成了对于公共事务的共识，这是在社区层

面公共意识的培育过程。而在此基础上，公众

才能跳出个人利益认知的狭隘，以实际的行动

去寻求公共空间中公共性的实现。居民在参与

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改造的过程中，形成了持

续关注儿童外出游玩和日常出行的公共意识，

并主动维护和提升社区环境以保障儿童健康

成长。依托西城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站，不少

居民自发加入金山公园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

和航空新城小学交通秩序维护志愿服务队，倡

导居民自发爱惜和维护公园的公共设施，辅助

维护学生上下学的交通秩序。在共同形成的公

共意识下，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不只是改造后

的物质空间，更是承载着居民社会认同的地域

共同体。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

影响相关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构建了参与式

时间 参与主题 参与主体 公共空间

2020-09-06 “小手大手齐寻宝，垃圾分类
来比脑”亲子环保定向活动

社区党委、妇联、左岸岚庭管理处、350名儿
童居民

航小街道、
金山公园

2020-09-26 全国人口普查文艺汇演活动 社区党委、居民 金山公园

2020-10-17 少儿足球嘉年华 社区党委、珠海市足球协会、珠海市高栏港
经济区足球协会、全体社区儿童 金山公园

2020-10-24 “九九重阳、关爱老人”文艺
演出活动

社区党委、居委、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豫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居民（300余名） 金山公园

2020-11-12 儿童足球游戏培训 社区党委、3—6岁儿童 金山公园

2020-11-15 “党建微实事——红领巾巡
查”儿童社会实践活动

社区党委、居委、海川青少年服务中心、儿
童（12名） 航小街道

2020-11-21 绿色家庭亲子游园会 社区党委、居委、妇联、理想大家庭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航小街道

2020-11-27 妙手生花，绿色种花 社区党委、理想大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居民（40余名） 金山公园

2020-11-29 “寻找绿色、拥抱自然”儿童
户外写生活动

社区党委、居委、理想大家庭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儿童（20余名） 金山公园

2020-12-28 喜迎2021联欢会 社区党委、居委、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海川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居民 金山公园

2021-02-26 “我们的节日”系列元宵节主
题活动

社区党委、居委、妇联、九思传统文化推广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亲子家庭（50余组） 金山公园

2021-03-05
维护“她”权益，“联”起幸福
家——三八维权周主题宣传
活动

社区党委、妇联、金湾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金山公园

表3  西城社区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
Tab.3  Soci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Xiche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西城社区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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