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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公园社区的理论演进和规划建设进行综合

研究，明晰未来公园社区的特征、指标体系和

场景营造路径。

1 未来社区相关研究概况

1.1   未来城市探索的高科技导向与商业营

销现象明显，人本关注不够

以《未来主义宣言》（1909）为标志，以

Research on Futur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cene Construction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rk City: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Future Park 
Community Planning Guidelines

公园城市背景下的未来社区特征与场景营造路径
研究——以《成都市未来公园社区规划导则》为例

杨碧波   姚  南   刘杰希    YANG Bibo, YAO Nan, LIU Ji exi

在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背景下，基于社区演进方向和全球主要城市社区实践趋势，构建未来公园社区

的人文化、智慧化、开放式、复合型、空间美、包容性和有韧性7大特征指向，并结合“3+2”的社区分类提出突出前瞻性

与未来性的150项评价指标。同时，以成都市民调研及市长信箱数据为基础，结合不同群体的个体需求与交互需求，提出

未来公园社区的生态融合、健康医养、人文教育、建筑空间、绿色出行、休闲消费、创新创业、智慧应用和共建共治共享等

9大场景。最后结合社区分类提出差异化的营造路径。

In the context of Chengdu's construction of a park city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trend of major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this study constructs 7 major 
characteristics: human culture, intelligence, openness, compound, spatial beauty, inclusiveness and resilience, and puts 
forward 150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highlight the foresight and fu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3+2"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builds on the data from the Chengdu Mayor's mailbox and surveys to investigate 
individual and interactive demands of various groups, puts forward 9 scenarios of futur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health 
care, humanistic education, architectural space, green transport, leisure consump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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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伦敦、纽约、东京、首尔等城市纷

纷发布未来城市发展规划，未来社区成为未

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较多的实践探索。公园城市是未来城市探索

的中国方案，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

效能治理的目标下，从社区层面深入探索新

发展路径、彰显公园城市特质成为成都创构

未来社区形态的时代使命。因此，有必要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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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为主要导向的“未来城市”逐渐萌芽[1]。

工业城市、广亩城市等城市实践之后，近20年

来，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云端城市

等新型城市概念相继出现[2]77。未来的城市空

间受技术的塑造将更为强烈，居住空间更加多

元复合、线上线下生活服务进一步交融、就业

空间更加灵活自由、第三空间办公可能会更加

普及、游憩空间与新交互技术融合，有望进一

步创造激活新的城市空间场景与活力，交通空

间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得到较大改变，城

市服务变得更加实时、弹性与智能化；城市基

础设施会成为城市全域感知的关键[3]。然而，

张京祥等[2]78认为，近百余年来未来城市概念

与实践探索的高技术指向属性并没有发生本

质变化，许多地方陷入未来城市建设的误区，

高技术导向的未来城市沦为产品营销的时髦

概念。

以国内城市为例，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

与超过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都提出建设智

慧城市[4]，多数智慧城市试点都提出建设智慧

社区[5-6]，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科技巨头、互

联网企业等也纷纷将目光投向智慧社区，如华

为提出智慧社区解决方案，阿里云提出建设社

区智慧平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导向下的社区

建设较多偏向于智慧化、高科技化和商业营销

化。然而，未来城市与未来社区应更多体现对

自然、公共服务、人文、智慧、治理等多元要素

的融合，不断满足居民的需求及其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此外，新时代背景下，城市规划的未来

谋划要以提升共享性为重要价值诉求，通过均

等性导向的城市规划政策，强化空间公平，促

进空间共享[7]。

1.2   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公园城市的

内涵与特征要求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

天府新区时指出：“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

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

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8]2022年2月，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公园城市作

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

态，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

相融[9]，其内涵本质可以概括为“一公三生”，

即公共底板上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奉“公”

服务人民、联“园”涵养生态、塑“城”美化

生活、兴“市”绿色低碳高质量生产。在公园

与城市的关系层面，城市和自然有机融合、共

生共荣；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系统化的城市

公园生态系统，同时把生态环境容量、碳达

峰与碳中和要求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指

标。在公园城市治理层面，突出公共理念和公

共属性，体现精准化管理和服务，强化科学、

民主和多元城市治理体系，并强化公园文化

和生态文明理念[10]。

1.3  未来社区理论研究概述

未来社区于2018年在浙江被首次提出，

2019年1月30日被写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并随着2019年

3月《关于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下发而正式拉开实践序幕，

此后浙江省未来社区研究正式起步。《未来社

区：浙江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未来社区建设

的价值坐标、内涵特征、功能承载、营建方式

等顶层构架，明确了总体方案、建设标准和技

术指引。同时，在实操模式层面提出“去房地

产化”的资金平衡方案与“带方案”的土地

出让方式，相对全面地构建了未来社区的建

设指导框架[11]。

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未来社区的细化研

究较少。笔者以CNKI为数据来源，检索到核

心期刊（含北大核心、CSSCI与CSCD期刊）

中“未来社区”相关文献仅2篇。汪欢欢等[12]

明晰了未来社区模式下以人的需求为中心、

生态与智慧建设并重、文化内核与特色标签、

多方共建等方面的特征及社会发展、城镇化

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现实意义，并分析了

邻里塑造的客观障碍、新兴场景的制度瓶

颈、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各方利益平衡的

难题等可能的风险与难点，从顶层设计、制

度创新、营造模式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结

合浙江未来社区的建设试点，姜树春等[13]针

对未来社区空间环境设计进行研究，此外，田

毅鹏[14]认为未来社区不应局限于城镇空间，

并从多重视域展开对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分

析，填补了乡村未来社区的研究空白。既有研

究多集中于未来社区的理念传导和微观建设

层面，对于未来社区的整体性和理论支撑性

研究相对缺失。

2 未来公园社区的内涵与特征解析

2.1  基于社区演变规律的未来社区重点方向

一方面，人类对自然、文化、公共服务、交

往、安全等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盼不断演化；

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不断革新生产和生活方

式，进而推动城市和社区升级。系统梳理历次

技术革命的新技术发展，生产能力、交通方式、

空间利用、信息技术、资源利用等领域的技术

变革主要推动着城市和社区建设由信息化向

智慧化进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生产

技术变革，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不断更新，促进

产业迭代，进而不断革新城市生产空间组织；

（2）交通技术变革，推动城市尺度扩张以及布

局与结构调整；（3）空间利用技术变革，空间

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拓展城市和社区空间利用

层次；（4）信息技术变革，人机交互方式变化，

沟通效率与城市及社区运行效率提升，空间组

织模式不断优化；（5）资源利用变革，资源类

型转变与使用效率提升，构成对城市和社区布

局的影响。

在“人本需求”和“技术变革”的驱动

下，衍生出生态社区、可持续社区、低碳社区、

智慧社区和健康社区等细分类型。此外，体现

出对公共空间、适老化、出行、文化、治理、防

灾、智慧、住房保障、建筑、能源等人本方面的

关注。

2.2  全球未来社区的最新实践

为清晰地了解世界主要城市的社区前瞻

性发展方向，笔者综合选择伦敦、纽约、东京、

杭州4个国内外的代表性城市最新的社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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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践探索，并梳理社区营造重要举措（见表

1）。综合来看，社区实践持续关注市民舒适便

捷的生活、创新创业的工作环境、绿色友好的

发展模式等方面。

2.3  成都未来公园社区的概念与内涵

结合“人本需求”和“技术变革”驱动

下社区演变的重点方向，以及伦敦、纽约、东

京、杭州等城市在社区方面的最新实践探索，

基于成都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的总体背景，成都创新提出打造未来公

园社区。

未来公园社区是公园城市的基本单元，

是公园城市作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

新模式的重要体现。未来公园社区以人民幸

福美好生活为中心，以建设强大而包容的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具有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理想社区和营造充满活力又富于创造的

场景氛围为愿景，遵循新理念引领、差异化

定位、场景化设计和高质量运营4项原则，通

过全要素、场景化、集成式营建和多元主体

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人城境业”的融合

共生。

2.4  未来公园社区的特征表现与指标体系

2.4.1    特征表现

成都未来公园社区建设注重未来性、前

瞻性，顺应全球趋势，彰显公园城市特色。总

体来说，主要呈现出人文化、智慧化、开放

式、复合型、空间美、包容性、有韧性等7大特

征（见图1）。

基于上述7大特征，结合成都公园城市的

特质，细化形成23类导向（见图2）。

2.4.2    指标体系

为更清晰地指导具体规划建设，本文按

照城镇生活社区、产业社区和乡村社区以及规

划新建类社区与更新改造类社区“3+2”的

社区类型。基于上述特征，在现有规范标准之

外，提出前瞻性的150项指标，并按照“3+2”

的社区类型，分别从控制性和引导性两个维度

进行管控（见表2）。

3  基于人本需求的未来公园社区场景

营造

3.1 场景营造研究

芝加哥大学Terry Nichols Clark教授团队[16]

认为，场景是城市及社区生活的重要元素之一。

人在社区空间的活动形成社区的各种场景，不

同的社区场景反映了社区不同的服务需求。结

合马斯洛（MASLOW，1954）的需求层次理

论，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不同层次需

求，决定了满足生存的绿色出行与建筑空间场

景、满足安全的精准服务与健康医养场景，以

及满足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的运动体育、休

闲消费、人文教育、创新创业、智慧体验、共享

共治等场景构建。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交互关

系决定了共建共治共享场景、和谐邻里场景的

营造，人与自然交互关系决定了绿色低碳、安

全韧性、生态融合场景的营造（见图3）。

3.2  市民关切的民生热点调研

本文将社区调研和市长信箱数据相结

表1 全球重点城市未来社区实践举措一览表

Tab.1  A review of future community practice in key global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5]14-18绘制。

图2 7大特征及细分导向汇总图
Fig.2  7 characteristics and detailed orient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5]34-40改绘。

图1 社区演变重点方向及最新实践探索要点整理
Fig.1  Evolution trend of community theory and the latest practic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5]10-18改绘。

社区 社区营造重要举措

英国伦敦
Here East 
创新社区

（1）以功能复合的用地布局推动产城融合
（2）打造创新产业磁极，形成联系紧密的社区创客生态
（3）打造卓越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强对企业及人才的吸引力
（4）注重历史文脉传承，打造区域形象节点

美国纽约
Sunnyside 
Yard 社区

（1）营造人性尺度的公共空间，以社区公园、中央绿道和线性公园等串联开放空间
（2） 构建以人为本的慢行系统，围绕地铁、公交和铁路站点设置住宅、商业空间和公共服务
设施

（3） 推动经济结构创新绿色转型，促进创新经济发展，支持低碳产业发展
（4）注重可持续和韧性发展，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低碳社区，提高安全韧性

日本丰田
“编织城市”

（1）打造安全友好的交通网络，实现更安全的、行人友好型的人车关系
（2） 形成渗透编织的城市街区，使生态空间、开放空间与居住场所实现无界相连
（3）创造幸福惬意的智慧生活，形成将人、建筑物、车辆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城市数据系统
（4）营造生态环保的碳中和场景，打造环保节能的生活形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杭州瓜
沥七彩社区

（1）围绕公交TOD 打造未来交通场景，增加文体服务设施、老年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功能
（2） 以“产学研居融合”的理念推动社区创业，打造弹性共享的复合型多功能优质空间
（3） 文化叠加邻里场景，形成“文化客厅+文化宴请+文化养老+文化运营”的社区邻里场景
（4）以机制体制创新，强化土地混合利用，社区建设实现“政企共建、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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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更全面、准确地获取全市人民的需求。

3.2.1   社区居民需求调查

根据《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

划（2018—2035）》中的社区基本情况调研

报告结果（见图4），成都市民对交通出行、生

态环境和公共配套等方面的需求反应相对突

出。公共服务、商业设施、公共绿化和道路交

通等总体需求满足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

商业设施、养老设施和道路交通满足率均不足

30%，公园绿地满足率不足20%。

3.2.2   市长信箱中民生热点反馈

笔者以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络理政社会诉

求平台（http://12345.chengdu.gov.cn）为

数据来源，设置时间跨度为2017年1月1日—

2021年6月15日，爬取公开回复的信件内容，

共计爬取到68 095条信件结果（爬取时间为

2021年6月16日）。

笔者对数据进行归类、关键词提取及汇总

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民对生态环境、交通出

行、公共服务和治理管理的诉求集中，分别占

40%、35%、10%和8%（见图5），且重点突

出在噪音污染、大气污染、占道经营与停车、道

路维护、交通拥堵、水电气故障、教育、住房保

障、社区物业和城市安全等10方面（见图6）。

3.3   未来公园社区场景营造路径

3.3.1   总体路径

以不同群体的个体需求与交互需求为基

础，叠加成都市民关切的民生热点，以此构建

出未来公园社区的生态融合、健康医养、人文

教育、建筑空间、绿色出行、休闲消费、创新创

业、智慧应用、共建共治共享9大场景系统，并

结合“3+2”的社区分类，形成有针对性的场

景营造路径（见表3）。

3.3.2    公园城市背景下的成都未来公园社区

场景营造特色路径

2022年，成都启动了首批25个未来公园

社区建设，锦江区白鹭湾、成华区北湖、大邑

县五矿西湖等未来公园社区点位即将全面呈

现。2023年已启动第二批50个未来公园社区

建设，成都未来公园社区的场景特色路径具体

图3 基于人本需求的场景方向
Fig.3  Scene research based on human needs

图4 重点服务设施满足率统计图
Fig.4  Statistical chart of key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15]21改绘。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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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3方面。

（1）未来生态融合场景

渗透融合的生态本底方面（见图7）：①

社区范围内的生态绿廊兼顾动物迁徙的需

要，在迁徙廊道的重要节点建设生物栖息地，

复制自然植物群落，植入人工鸟巢、人工孵化

箱等辅助设施，并限定人类活动的类型与范

围。②结合下沉空间、露台、空中庭院、屋顶及

外立面等提升绿化覆盖比。③结合所在片区

构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和微绿地的三级公

园体系，利用道路绿化、绿廊、金角银边及柔

性绿化边界，形成无界融合的城园形态。

自然友好的生态感知方面：①建设最美

阳台，提升街道界面的协调性，全面提升社区

环境的绿视率、花视率和林荫路推广率。②营

造社区微风环境，控制污染源隔离距离、强化

植被隔离与增设污染监测系统，净化嗅觉感

知。③城市道路空间使用静音路面并增设高架

隔音设施，商业空间采用设备与材料降噪，室

外空间利用高差设计、沿街退距、建筑表面粗

糙化、降噪植物搭配等方式降噪，社区活动空

间多配置易招引鸟类的鸟语林植物群落，营造

蛙鸣鸟叫的自然声境。

安全韧性的承载能力方面：①综合采

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建设海绵

公园、海绵街道。②保证社区消防、安保、自

然灾害等预警预防体系，应急机制建成率达

100%，应急避难场所实现500 m满覆盖；联动

社区便利店、商超等建立应急生活用水和应急

物资储备供应系统；储备救灾设施，加强自救

互救能力培养和演练。

低碳节能的生活形态方面：①种植碳汇

效能较好的本土植物，提升碳汇；通过微气候、

低碳建筑、低碳市政、低碳交通、低碳生产和低

碳农业等方式降低碳排放；开展三维种植，使

表2 城镇生活社区、产业社区和乡村社区指标表

Tab.2  Index table of urban living community,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rural commun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45-47。
注：*表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可结合设置；**表示应急避难场所和开放空间可结合设置。

特征 规划新建类与更新改造类社区的具体指标及内容
城镇生活社区 产业社区 乡村社区

人文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每年各类文体活动数量 每年各类文体活动数量 室外文化活动场地
社区标志性文化设施 社区标志性文化设施 每年各类文体活动数量
社区博物馆、社区图书馆等 社区博物馆、社区图书馆等 村史馆、美术馆、乡村书屋等

智慧化

公共空间环境感知设施覆盖率 能耗监控设施 智慧化农业项目
接入城市CIM平台 接入城市CIM平台 智慧乡村服务应用
公共服务自助服务终端 公共服务自助服务终端 农村电商O2O服务
社区O2O商业服务 社区O2O商业服务 接入智慧远程医疗系统

开放式

社区绿地与自然区域的连通性 社区绿地与自然区域的连通性 社区绿地与自然区域的连通性
社区公共绿地 社区公共绿地 接入区域绿道网

慢行网络密度
慢行网络密度 特色乡村公交线路（赶集专班、

果蔬专线）轨道公交接驳换乘时间

复合型
就业空间占比

社区功能多样化
农商文体旅融合

社区功能多样化 职工普惠驿站/ 职工之家
公交场站用地TOD综合开发

空间美

社区美空间 特色标志数量 体现天府农耕文化的特色标志数
街区、地块和建筑群尺度控制 街区、地块和建筑群尺度控制

社区风貌天际轮廓线 天际轮廓线
社区风貌 社区风貌

包容性

保障性租赁住房比例 保障性租赁住房比例 法律咨询、援助服务
共享项目种类（如共享厨房、共
享充电桩、共享停车位等）

建立“政府—企业—工会”常态
化联动机制 建立村民公约

开展专业化生活服务的社会组
织数量

共享项目种类（如共享厨房、共
享充电桩、共享停车位等） 建立村委会、村民、集体经济组

织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 职业健康管理服务

有韧性

社区灾害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 安全生产智能管理平台 社区灾害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
应急避难场所500 m半径
覆盖率**

应急避难场所500 m半径
覆盖率** 公共场所安全监控系统覆盖率

海绵设施建设 海绵设施建设 沼气等清洁能源利用
垃圾、中水、雨水资源化利用 垃圾、中水、雨水资源化利用

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社区垃
圾分类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能源结构清洁化、低碳化程度
实施社区垃圾分类

图5 信件内容分领域统计图
Fig.5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letters

图6 信件主要内容细分统计图
Fig.6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detailed contents of lett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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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草砖，促进碳排就近吸收。②建立社区中

水回用系统，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体系

“两网融合”，推进社区堆肥，公共建筑逐步推

广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储能”的供电系

统；布局充电桩、预留加氢站等清洁能源基础

设施；鼓励优先使用资源化利用工业固体废弃

物的绿色建材。此外，实施全民节能降碳，推动

社区碳排放指标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

（2）未来休闲消费场景

各具特色的社群消费方面：①强化社群

组织的多元消费。鼓励社区居民围绕共同的兴

趣爱好建立社群，发展社群消费，如艺术插花、

陶艺体验、烘焙体验等体验消费，生活技能、运

动技能、艺术文化培训等培训消费。②在15分

钟社区生活圈中满足社区人群“全龄、全时、

全新”的消费需求，保障14项基础业态社区全

覆盖，发展11类品质提升型社区商业业态（见

表4），并重点关注“一老一小”。③引入多元融

合的新消费业态，提供集成式消费产品，如针

对三口之家，提供家居购买+亲子娱乐+烘焙

教学等消费服务；针对潮流青年，推出密室逃

脱、剧本杀、机器人+火锅等潮玩业态组合等。

双线互动的导流消费方面：①推动线上线

下消费模式创新。引入“网络视频+电商+线

下”“VR+电商”“门店+社群”“线上预约、线下

服务”等新消费模式，培育数字内容制作传播、

在线健身等新消费热点。②强化线上线下消费

表3 未来公园社区场景营造路径汇总表

Tab.3  Index table of scene construction path of future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5]41整理。

场景名称 营造举措 场景名称 营造举措

01
未来生态融合场景

渗透融合的
生态本底

（1）维育自然生境与动植物栖息地
（2）打造立体绿化
（3）构建相互渗透的生态网络

05
未来绿色出行场景

独立成网的慢行系统 （1）形成互联互通的慢行网络
（2）强化慢行串联公共服务和景观

自然友好的
生态感知

（1）美化视觉感知
（2）净化嗅觉感知
（3）提升听觉感知

安全舒适的慢行体验
（1）设计安全智能的慢行环境
（2）营造舒适畅通的慢行感受
（3）完善均衡有序的慢行设施

安全韧性的
承载能力

（1）建设海绵设施
（2）提升社区碳中和能效 公交引领的出行网络

（1）促进三网交通高效无缝接驳
（2）加强轨道TOD复合带动
（3）实施社区公交TOD综合开发

低碳节能的
生活形态

（1）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构建全面高效的社区安全保障

06
未来休闲消费场景

各具特色的社群消费 （1）强化社群组织的多元消费
（2）构建友好多维的社区商业体系

02
未来健康医养场景

全民友好的
健康生活

（1）全龄友好的运动健身空间
（2）全时舒适的智慧健身设施
（3）量身定制的健康膳食服务
（4）无微不至的心理健康呵护

双线互动的导流消费 （1）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模式创新
（2）强化线上线下消费的交互融合

便捷优质的
医疗服务

（1）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
（2）实现“家门口养老” 沉浸变幻的全时消费 （1）营造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

（2）差异化提供全时消费服务

方便舒适的
幸福养老

（1）鼓励“高品质养老”
（2）推进“互助式养老”
（3）探索“智慧化养老”
（4）智慧健康管理全过程

公园游憩的休闲消费 鼓励“公园+消费”的商业布局模式

03
未来人文教育场景

全民共享的
文化服务

（1）织密文化设施网络
（2）提高文化设施智能化水平
（3）提供全民共享文化服务

07
未来创新创业场景

低碳环保的产业方向

（1）强化社区主导产业的引导
（2）推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
（3）运用低碳新材料
（4）推广节能新技术

处处可辨的
文化特色

（1）保护传承在地文化
（2）增强社区文化识别度 交互联结的创业群落

（1）建立协同共生的创业生态系统
（2）打造灵活共享的办公空间
（3）搭建创业服务平台

人人可享的
教育资源

（1）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
（2）提供学龄儿童托管服务
（3）打造知识共享的青年学习空间
（4）开设老年人学有所乐的幸福学堂

品质共享的创新空间 （1）打造开放融合的科创空间
（2）营造丰富多彩的创新交流场所

随处可用的
学习平台

（1）植入分时共享的社区学习空间
（2）接入资源集成的数字化学习平台

08
未来智慧应用场景

多维支持的智慧感知 （1）布设多维支持的智慧感知
（2）打造实时精准的智慧平台

04
未来建筑空间场景

疏密有度的
规划布局

（1）营造有序舒适的空间肌理
（2）构建无界融合的开放空间 多元集成的智慧服务 （1）搭建多元覆盖的智慧场景

（2）开发功能集成的智慧应用

大美协调的
风貌特色

（1）强化风貌类型指引
（2）统一建筑色彩
（3）植入创意美学元素
（4）协调建筑群组形态

多端结合的智慧运营
（1）提供快速便捷的智慧政务服务
（2）提供智能高效的智慧管理服务
（3）提供增值盈利的智慧商业服务

绿色舒适的
人居建筑

（1）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
（2）鼓励装配式和装修一体化建设

09
未来共建共治共享场景

多元协同的共享机制
（1）提供多样化的住房选择
（2）多渠道筹集租赁房源
（3）建设创住一体空间

层次丰富的住房体系 （1）营造睦邻友好的邻里氛围
（2）打造灵活多样的共享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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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融合。引导实体企业开发数字化产品和

服务，通过直播电子商务、社交营销开启“云

逛街”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关注；打通线上线

下客流通道，通过发放线上优惠券、线上拼团

等方式，将线上客流引入线下；发展数字消费

场景，应用5G、4K、VR/AR、全息技术、大数

据等技术，引入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机器人餐

厅、云端博物馆、线上音乐会等数字消费业态。

沉浸变幻的全时消费方面：①结合社区

人群的特征与偏好，打造主题化、沉浸式消费

空间，增添市井烟火气；广泛应用新媒体技

术手段，引导数字孪生社区、展览馆、运动场

馆等空间场所提供更多的数字文化沉浸式体

验；打造漫游式公园街区，利用光影、色彩、声

音和互动影像等营造友好的消费氛围。②结合

街道一体化空间策划夜间社交活动，充分释放

“7天×24小时”的消费活力。③丰富“周末

消费”，引入重体验、轻零售的“半日型”“一日

型”业态，丰富“周末家庭体验”类型，同时

结合各自特色打造若干周末旅游目的地，串联

形成周末短途社区特色游线。

公园游憩的休闲消费方面：①鼓励“公

园+消费”的商业布局模式。推动消费场所与

公园绿地等开敞空间有机融合，布局线上购物

终端、快闪品牌站、美学体验店TV等，同时引

进具有引领性的社区首店和本土风格品牌，促

进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②融合式开展休闲活

动。发挥社区绿地生态价值，将生态元素与文

创、旅游、体育、美食、会展等商业元素深度融

合，增加社区的活跃度和烟火气（见图8）。

（3）未来共建共治共享场景

多元协同的共享机制方面：①形成“党

建引领、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局面，搭建企

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共享治

理平台，引导居民全过程参与社区建设和管

理决策；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引入第三方专业

组织、社区规划师和居民自治队伍，增强社区

自治能力，引导社区成立专业化社区企业，探

索信托制物业、一体化物业综合管理等模式。

②高效利用社区公共资源，在优先保障社区

公共服务的前提下，适当植入商业服务，给予

社区居民优先发展权和低偿使用权，将盈利

反哺社区发展与建设，实现良性循环和全民

共享（见图9）。

层次丰富的住房体系方面：①建立租购

并举的住房体系，针对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

提供多样化的居住产品。②在产业功能区、商

业商务聚集区、轨道交通站点等区域，提高住

宅用地中的租赁住房用地供应比例，多渠道筹

集租赁房源。此外，对存量土地及闲置用房改

建的租赁住房项目给予补助支持。③为适应年

轻创业群体个性、灵活的创住空间需求，完善

长租公寓+联合办公的居住办公一体化SOHO

模式，打造理想创住一体空间，降低创业门槛。

互帮互助的共享精神方面：①营造互帮

互助的社区氛围。以文化为感召，定期举办社

区文化主题活动，为社区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通过“时间银行”贡献积分奖励等方式，激发

社区各年龄段居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②打

造灵活多样的共享载体。深度挖掘可共享的闲

置资源和空间，提供生活、交通、工作等多领域

的共享服务，利用社区信息化平台打造共享地

图；通过改造社区公共空间、剩余空间、植入装

配式模块化的“共享盒子”，打造共享项目空

间载体，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灵活布局共享功

图8 高新南区瞪羚谷（左）与红桥（右）未来公园社区公园+消费效果图
Fig.8  Picture of consumption scenarios of Chengdu Future Park in Denglinggu and Hongqiao

图9 社区共享经济模式图
Fig.9  Chart of community sharing economy model

图7 成都未来公园社区的生态本底示意图
Fig.7  Picture of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of Chengdu Future Park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2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162。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商业业态 具体类型

基础便民型
（14 项）

便利店、理发店、配送驿站、家政服
务、药店、通讯网点、修理铺、金融网
点、缝补铺、文化用品、早餐简餐、母
婴服务、洗衣店、生鲜菜市

品质提升型
（11 类）

学前教育服务、物业居家服务、社区
养老服务、创意共享服务、特色文体
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医疗健康服
务、夜间生活服务、便民生鲜服务、
社交休闲服务、时尚购物服务

表4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商业业态汇总表

Tab.4  Index table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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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居民提供交往空间和多元服务。

4  结语

未来公园社区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总

体要求落实到社区微观层面，不断回应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打造“人民城市”的

城市样本；依托未来公园社区布局新生活赛

道成为助力公园城市赢得竞争的利器与名

片，可不断集聚高端要素与优秀人才；未来公

园社区是探索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新方案、推

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作为，

应对超大特大城市的现实困境与治理难题，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

理新格局。为更好地支持未来公园社区建设，

尚需优化规划设计管理、适当简化项目审批流

程，形成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的模式。同时，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尚需强化政策保障支持，发

挥政府引导作用，强调政府、市场主体、居民和

社会力量等多元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