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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逐渐成为培育城市文化的重要场域。随

着我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序推进，作为社会基

本细胞的城市社区日渐涌现出数量繁多、自由

零散的第三空间，成为孕育社区自律、轻松愉

悦和个性表达氛围的场所。在社区第三空间进

行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主的社区日常活动

日益重要，不同文化的自由交流、分享和表达，

形成了特定文化氛围和亚文化社群，创造了工

作、家庭之外的城市文化活力场景。如何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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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Third Places in Urban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cene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hongdukou Community in Shapingba 
District of Chongqing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社区第三空间识别与营造
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渡口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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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以来，具有文化载体和文化本体二重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别于工作空间、居住空

间，以休闲、娱乐等社会交往功能为主的第三空间逐渐成为培育城市文化的重要场域。随着我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序推

进，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城市社区日渐涌现出数量繁多、自由零散的第三空间，成为孕育社区自律、轻松愉悦和个性表

达氛围的场所。如何珍视这样的城市价值？场景理论从整体意义上为社区第三空间的识别与营造提供了新视野与路径

指引。基于场景理论，探索城市社区第三空间的特征识别与转译，提出营造原则，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渡口社区为例，

构建在地性的社区第三空间场景识别与营造路径。以期进一步丰富我国城市社区更新理论。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rban public space with the dual attributes of cultural carrier 
and cultural ontolog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urban construction. Different from workplaces and residences, "third places" are 
mainly based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such a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which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fields 
for cultivating urban culture. With the orderly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 renewal actions, a large number of free and scattered 
third places have emerged in urban communities, becoming a scene atmosphere that nurtures community self-discipline, relaxed 
pleasure and personality expression. How to cherish such value of the city? Scen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ath 
guida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ird places in the overall sense. Based on the scen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ird pla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Taking the 
Zhongdukou Community in Shapingba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cal community third place 
scene re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The research hopes to further enrich the theory of urban community renewa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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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

二十大首次将文化自强写入报告，精神文化需

要成为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文

化载体和文化本体二重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

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别于工作空间、居住

空间，以休闲、娱乐等社会交往功能为主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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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城市价值？被誉为城市社会学新芝加

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聚焦日常性文化空

间，积极关注市民参与社区生活性文化设施对

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探讨居民精神归属地背

后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理论从整体意义上为城

市社区第三空间的识别与营造提供了新视野

与路径指引。本文基于场景理论，探索城市社

区第三空间的特征识别与转译，提出社区第三

空间营造原则，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渡口社

区为例，构建在地性的社区第三空间场景识别

与营造路径，以期进一步丰富我国城市社区更

新理论，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参照。

1  场景理论与第三空间

1.1  场景理论

城市增长发展动力问题一直备受社会科

学界的关注，从经典模式到人力资本模式，再

到创意阶层模式，但创意阶层模式理论没有阐

释“如何吸引聚集创意阶层”的问题[ 1] 176。随

后，城市社会学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特里• 克

拉克（Terry Clark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场景

理论，认为都市娱乐休闲设施和各种市民组织

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都市“场景”和特

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吸引不同的群体前来进行

文化实践，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 2]。

场景由生活娱乐设施（urban amenities）

的组合构成，场景理论不仅提供了从文化价值

取向来审视城市发展的新视角[ 3] 10- 11，还构建了

一个用于分析和衡量场景文化价值观的框架。

研究体系包括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构两方面，内

含5 个要素：邻里、舒适物设施、多样性人群、前

3个元素及活动的组合、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

值。主观认识体系包括文化价值观的3个主维

度和15 个次维度，可以更为科学地对具体场景

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倾向加以叙述（见图1）。

1.2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由雷• 奥登伯格（Ray Old enburg）

于19 世纪8 0年代提出。在当时的美国，新兴的

购物中心成为公共生活的新容器[ 4]，私人的公共

空间消解了传统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之间的界

限，孕育出城市的第三空间。他在《绝好的地方》

一书中叙述，家庭居住空间是第一空间，办公场

所是第二空间，而城市中的咖啡店、公园等不受

功利关系限制的公共空间为“第三空间”。

笔者认为第三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主要区别

在于性质和功能。公共空间权属于所有人，主要

功能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第三空间是

介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空间形态，通

常由私人或商业机构所拥有或控制，主要功能

是社交，与公共空间相比，第三空间通常具有社

交性、场所感和社区感，更加适合非正式社交。

社区第三空间与城市第三空间的区别在于受众

和功能，然而两者在核心特征上是类似的。城

市第三空间通常指的是城市公共空间中非正

式交往地点，如公园、咖啡馆、图书馆等，广泛

地涵盖了城市整体的公共空间。而社区第三空

间大多是立足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侧重于为

居民提供便捷服务，更加强调市井生活和邻里

社交，空间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见表1）。

随着私有场所中的公共活动逐渐兴起，

规划师们应更多关注促进社会文化交往活动

和生活的“社会空间”，不应再受空间权属的

局限[ 5 ]。本文对城市社区第三空间的定义不再

局限于区别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非正式

公共空间，而是具备公共性、文化性和认同感

等特征，反映居民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它既

不是私人领域，也不是政府或组织控制的公共

领域，而是通常由居民自主创造和管理的公共

场所，往往具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基于2020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对建筑区划权属的规定①，可将

社区第三空间定义为有别于私人住宅、市政公

共空间的社区共享空间（见图2）。

1.3   运用场景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第三空间

的新视野

场景理论提供了适配于第三空间研究的

客观结构，通过上述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理

解第三空间对人群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因素和

机制。场景的设计和优化被视为干预手段，通

过优化场景的各个要素，提出针对环境和文化

服务的改进措施，有助于改善特殊场景的体验

感和满意度。

（1）讨论人与空间关系，转向全局多维视角

场景理论和第三空间研究都在讨论空间

与人的吸附关系。场景理论有助于整体认知第

三空间，包括人群使用状态和空间文化氛围等

多种要素。第三空间理论从公共空间角度转向

社会学角度，作为物质与抽象世界的交汇点，

承载了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场景理论积极

响应该语境的转变，强调场景构成主体——设

施不仅具备物质功能，还体现了特定人群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时，场景理论提供了用于

① 《民法典》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

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注释：

表1 社区第三空间与城市第三空间、社区公共空间对比

Tab.1  The comparison among third places in community, third places in city and community public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空间类型 功能 尺度 类型 特征
社区第三空间 促进邻里生活 尺度灵活可变 公共空间、设施类空间 归属感、责任感、场所感

城市第三空间 促进交流互动 各类尺度均包含 公共空间、零售空间、餐
饮空间、共享办公空间等 社交性、场所感、非正式性

社区公共空间 促进户外公共
活动 尺度较大且有规定 公共空间 民主性、多样性、公共性

图1 场景理论研究体系
Fig.1  Scene theory research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77-178绘制。

图2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内涵的分析框架
Fig.2  Third place connot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in 
urban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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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具体场景与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吸引

力的客观标准，运用全面的视角有助于理解社

区第三空间的不同组合，以及不同价值取向的

社区“场景”所代表的不同社会文化意义。

（2）顺应文化消费背景，关注社区日常生活

场景理论和第三空间研究都强调通过文

化消费推动城市和社会变革。第三空间理论强

调以文化和创意为支点，基于人群、社区、产业

建立紧密联系的文化和情感纽带。以具体的服

务场景展现内在的价值诉求，形成独特的文化

取向，吸引大量人力资产，作为文化消费聚集

地进一步推动发展。场景理论认为随着后工业

时代到来，文化消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探索并建立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文化为驱动力

的区域发展模式。运用场景理论研究第三空

间，关注社区文化空间内的日常公共生活，有

助于理解社区文化生活意义，促进社区文化消

费实践和城市转型发展。

（3）理论研究要素契合，提供认知分析框架

场景理论和第三空间研究的载体具有契

合性。特里• 克拉克认为对每个场景的判断都

必须包含邻里、舒适物设施、多样性人群、前3

个元素及活动的组合、场景中所蕴含的文化价

值5 个要素[ 3] 11。对于第三空间理论而言，服务

的社区、第三空间本体、使用人群、空间活动、

文化价值观分别可以对应场景理论的五要素。

目前我国大部分第三空间出现于社区街巷或

居民区中，成为多样人群塑造非功利性社会关

系的理想场所。打破原有服务边界，将众多非

核心活动纳入服务项目，潜移默化传播价值

观。通过场景理论主观价值体系转译，赋予原

本抽象的“城市日常生活叙事”和更为抽象

的“城市精神叙事”以社会学意义上的可测

性，优化吸引人群的文化价值取向。

2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社区第三空间

特征识别与营造原则

2.1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特征识别与转译

雷• 奥登伯格提出第三空间概念的同时对

其特征进行了描述。而后，美国的非盈利组织

PPS与雷• 奥登伯格进行合作，对特征进行了

新解读[ 6]。后续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学科的学

者们对第三空间特征提出新的认识，随着不断

实践，特征变得模糊，确定本质特征对识别存

在与否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结合雷• 奥登伯格最初提出的以

及不同学者所关注的特征，对相关文献进行理

论抽样，借鉴场景理论的推理逻辑与研究方法，

即以客观实在为研究基础，以维度框架为表现

形式，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揭示内隐于社区第

三空间的特征标准。基于场景理论对第三空间

判定的核心特征进行转译，结合《民法典》的

相关规定，将场景五要素重新编码为公共性、文

化性和认同感（见表2），作为社区第三空间识

别的标准。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社区第

三空间的数次参与式观察，总结性转译场景理

论价值观的3个维度，揭示第三空间作为文化场

景的语法机制，确定第三空间场景文化分析维

度（见表3），作为后续第三空间场景营造原则。

2.2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识别与营造基本原则

城市社区建筑权属区划和运营关系演变

内嵌于国家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地理环

表2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特征转译

Tab.2  Feature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place in urban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初始特征表述 场景理论对应要素 特征转译 重新编码（核心特征）

空间是中立的

文化价值观 不限制使用资格1 1 公共性
舒适物设施 业态功能多样1 A 不限制使用资格
多样性人群 多样的使用者1 B 业态功能多样

活动 社交活动1 C 多样的使用者

向所有人开放和强
调不受当前社会地

位差异限制

文化价值观 不限制使用资格1 D 公共服务
活动 社交机会1 E 社交活动
活动 公共服务1

平等中立2
F 社交机会

文化价值观 —

多种活动，有活力，
谈话是主要活动

文化价值观 多元包容2 2 文化性
活动 公共服务1 G 当地文化

文化价值观 情感支持3 H 平等中立
活动 社交网络3 I 身份认同

多样性人群 使用频率高 J 多元包容
舒适物设施 行人尺度3 K 文化传承和价值观的维护
舒适物设施 美观安全3 L 记忆与情感

可达性高，营业时
间长

舒适物设施 行人尺度3 M 社交网络
活动 定期使用3 —
活动 公共服务1 —

舒适物设施 舒适安全 —

有常客，并赋予地
方特色

文化价值观 当地文化2 3 认同感
多样性人群 使用频率高 N 定期使用
文化价值观 身份认同2 O 社区治理
文化价值观 文化传承和价值观的维护2 P 中心人物

多样性人群
中心人物3

服务能力
社区治理3

Q 社交网络
R 情感支持
S 公用设施

低调、朴素 舒适物设施 常见、舒适 T 美观安全
多样性人群 社区治理3 U 行人尺度

愉悦，玩闹精神
文化价值观 多元包容2 —

活动 社交网络3 —
文化价值观 情感支持3 —

远离家的家

舒适物设施 美观安全3 —
文化价值观 记忆与情感2 —

— 无压迫感 —
文化价值观 文化传承和价值观的维护2 —

注：“1”为公共性；“2”为文化性；“3”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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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治制度、文化习惯、组织关系等多种要素

作用下，不同历史阶段下的社区第三空间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在权属判定的基础上，本文将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识别与营造基本原则分为

公共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和认同感原则。

（1）公共性原则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通过非正式、多功能、

有趣的空间气氛促进所有居民进行社会交往

活动，实现自我追求。在场景营造中，公共性原

则对物质空间的功能提出倾向，包括观点自由、

包容共生、平等自治、自我支持和价值引导5 个

子维度，对应场景的主要能量。在营造中，支持

人们自由表达观点，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鼓

励居民积极参与互动。居民能够通过内部资源

和力量解决自身的需求，并能获得自我支持，

是精神归属地。可以通过设立文化传播机构、

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实现积极价值影响。

（2）文化性原则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具有在地特色，展示

并传承当地文化。提供固定场所维持稳定的社

交网络，便于居民了解地方文化，接受不同文

化生活方式，增强社区的文化性。文化性原则

对营造的文化取向提出要求，可分为潮流文

化、日常文化、亚文化、邻里文化和艺术文化5

个维度。潮流文化强调空间的时尚和创意，可

通过灯光、音乐和前卫的活动等打造；日常文

化强调空间的实用性，包括开展生活市集、家

庭料理等活动；亚文化营造需要在空间中表达

特色和文化标识，活动也围绕相应文化展开；

邻里文化营造强调社区关系，通常以社区的共

同利益和需求为主；艺术文化强调美感和创造

力，活动多样，可以激发居民创意。

（3）认同感原则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决策共谋，认同感的形成与个体在第三空

间内的经历、活动、记忆和情感等密切相关。物

质空间设计旨在提供舒适的停留环境，鼓励发

展共建。可以从文化传承、多元社群、情感支

持、社交网络和身份认同 5 个维度进行营造，

通过文化活动加强居民对文化的感受，建立不

同文化背景、年龄、性别的多元社群，追求共同

的爱好，获得来自社群的支持，从而形成身份

认同，达到对第三空间和社区的认同感。

3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社区第三空间识

别与营造路径：重庆市中渡口社区案例

3.1  调研对象概况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渡口社区位于沙坪坝

区南部，占地面积0.44 k m² ，是该区域重要的

滨江社区（见图3）。人口较为稠密多样，内辖

多个小区，公共设施较为完善，有日常的街区

商业，如咖啡店、书店、餐厅等私人商铺；另有

国际创客港产业园区，满足不同人群生活服务

和文化设施的需求。此外，社区居委会定期组

织社区活动，如文艺演出、健康讲座等。社区内

第三空间基数大，活动和使用人群较为多样，

已产生丰富的文化价值观，是研究第三空间场

景的典型社区。

3.2  中渡口社区第三空间识别与分类

研究范围内的第三空间主要有居住院落

内部的公共空间，常见的物质空间包括绿地游

园、凉亭、单一硬质铺地和灌木池的组合。还有

街头绿地和闲置场地供居民进行健身休憩，户

外开敞空间分布广泛，权属于业主共有。另有餐

饮和商业设施等服务设施空间，功能较为单一，

权属于个人所有。通过对居民的访谈调查，识别

满足第三空间特征的开敞空间和服务设施，并

绘制中渡口社区第三空间资产地图（见图4）。

表3 城市社区第三空间场景文化价值观转译

Tab.3  Cultural value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place scenes in urban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文化价值观
初始主维度

文化价值观
初始次维度

第三空间
场景修辞

文化价值观
次维度转译

文化价值观
主维度编码

合法性

传统主义 较低传统主义的场域，更关注新观点和新事物 观点自由

公共性（空间
的氛围、行动

的原因）

功利主义 较低功利主义的场域，盈利开支基本持平，但在互动
中会涉及就业、职场等话题 包容共生

平等主义 自组织的运营模式，通过民主商议得到共识，志愿者
和参与者都可以发起活动 平等自治

自我表达 充分提供自我展示和相互展示的机会，即兴和计划
的活动都可以开展 自我支持

超凡魅力 有机会举办炫酷活动或有炫酷人带领参与的活动 价值引导

戏剧性

时尚 轻度的时尚性，例如潮流活动、潮流文化等 潮流文化

文化性（活动
吸引人群的

特征）

正式 较低的正式感，例如随意的座位、随时进出的活动现
场等 日常文化

违规 较高的亚文化色彩，例如以同性恋、女性主义或嬉皮
士生活为由的聚集和活动等 亚文化

亲善 高度的亲和力，例如咖啡馆、便利店、街区聚会等 邻里文化
展示 频繁的展示性，例如演出、创意市集、广场音乐会等 艺术文化

真实性

本土 具有社区内在特质的活动或具有传承性的活动，例
如重阳节活动、滨江夜跑等 文化传承

认同感（展现
的价值观和
自我的关系）

种族 兼容多种族、多民族的社群 多元社群 —
社团 崇尚互助、互惠、互信的居民团体或组织 情感支持 —
国家 富于跨国性的生活和社交平台 社交网络 —

理性 崇尚理性思考与对话的场域，举办公共讨论、读书
会、电影会等 身份认同 —

图3 中渡口社区区位图
Fig.3  Zhongdukou Community location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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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渡口社区第三空间资产地图
Fig.4  Third place asset map in Zhongdukou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开敞空间型社区第三空间（虚体空间）

居民普遍将社区统一配置的活动场地作

为第三空间，但这些场地无法完全满足居民的

多样化需求。居民自发对空间进行改造的情况

较为常见，例如添加桌椅、设置围挡以提供遮

阳或避风，通过共筹共建的方式增设电风扇、

电灯等。然而，目前由于社区对老年人和儿童

的关注不足，而其经常在街头活动，存在潜在

安全隐患。调研结果显示，老年人会从家中搬

出沙发和桌椅放在小区底层大厅、户外游园或

街道口上，进行闲聊、观察生活、下棋、打麻将

等活动。这些自发建设的第三空间满足了居民

的生活需求，成为开敞空间型社区第三空间中

占比较高的一种物质空间形式。

（2）服务设施型社区第三空间（实体空间）

调研结果显示，居民对服务设施型社区

第三空间的需求与自身活动行为轨迹较为吻

合。老年人通常会选择社区活动室，且一部分

群体愿意支付费用，在棋牌室、茶馆、理疗馆

和便利店等活动。中青年群体下班后会选择

甜品店、奶茶店、健身房和书店等商铺与朋友

聊天、参与兴趣活动等。不同类型的商铺吸引

不同居民频繁光顾，建立了密切的社会关系

网络，由此成为居民心中的第三空间。尽管街

区外部有较多便利店和餐饮场所具备成为第

三空间的潜力，但由于规模和经济效益追求，

很少为居民提供室内或沿街的座椅等设施，

即便好客的经营者也仅会在门口与熟客进行

交流活动。

3.3  中渡口社区第三空间场景特征评析

（1）开敞空间型社区第三空间场景特征

开敞空间型社区第三空间常由政府、开发

商或居民自发筹建，并由物业管理机构或居民

群体承担维护责任。权属于所有居民，免费开

放，提供自由使用的机会。居民常常选择远离

城市主干道的区域，以确保安全性。通过观察和

访谈了解，根据其功能和公共性、文化性、认同

感3大特征可进一步分为自然休憩空间场景、设

施活动空间场景、场地活动空间场景、自发营造

空间场景与综合活动空间场景5 类（见表4）。

（2）服务设施型社区第三空间场景特征

服务设施型社区第三空间可以满足居民

的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和个人对自我实现的

追求，权属于个人。通常具备舒适和美观的特

征，设施包括桌椅等休息设备，环境整洁并具

备良好的照明条件。主要位于底层商业建筑的

内部或依托于社区公共建筑建设，能遮风挡

雨、调节温度，使用者开展活动不受气候环境

条件的制约。在调研中，根据活动行为和3大

特征可分为社交空间场景、自我实现空间场景

与功能服务场景3类（见表5 ）。

表4 开敞空间型第三空间场景特征

Tab.4   Scene features of open third places

类型 平面构成 空间示意 场景特征

自然
休憩
空间
场景

邻里：社区
舒适物设施：社区中心绿地、组团绿地、景观优美的
建筑凹空间
人群：全龄
活动：晒太阳、静坐、欣赏景观、聊天、打牌、下棋等
休憩活动
文化价值观：以公共性为主，轻松愉悦、自然美感、
绿色生态、体现日常文化和邻里文化，以社交网络
提高认同感

设施
活动
空间
场景

邻里：居住小区
舒适物设施：提供健身设施和游乐设施的社区中心
绿地、组团绿地和硬质广场
人群：多为儿童和老年人
活动：健身、游乐、运动
文化价值观：以公共性为主，休闲养生、嬉戏玩闹、
体现日常文化和邻里文化，以多元社群和社交网络
提高认同感

场地
活动
空间
场景

邻里：居住小区
舒适物设施：提供活动场地的社区中心绿地、组团
绿地、球场、楼间空地、社区活动中心和硬质广场
人群：全龄
活动：运动、舞蹈、太极、交谈等
文化价值观：以公共性为主，交流互动、设施齐全、
体现日常文化、邻里文化和亚文化，以多元社群和
社交网络提高认同感

综合
活动
空间
场景

邻里：社区
舒适物设施：提供设施活动和场地活动功能复合的
社区中心绿地、组团绿地、社区活动中心和硬质广场
人群：全龄
活动：聊天、游乐、运动、比赛等
文化价值观：以公共性和文化性为主，多样复合、动
静分区，体现邻里文化、亚文化和艺术文化，以文化
传承、社交网络和身份认同等提高认同感

自发
营造
空间
场景

邻里：居住小区
舒适物设施：提供实践参与和互相交流的社区中心
绿地、街道绿地、楼间空地、闲置空地和硬质广场
人群：多为老年人
活动：聊天、跳舞、打牌等
文化价值观：以认同感为主，独特随意、居民自治、
潮汐使用，体现潮流文化、邻里文化和亚文化，以社
交网络和情感支持提高认同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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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渡口社区第三空间场景营造策略

加强社区第三空间场景营造对于弘扬社

区文化特色至关重要。本文从场景构成的3个

层面，即物质空间、活动、人群与价值观对中渡

口社区第三空间提出公共性倾向、文化性差

异、认同感多样3大营造策略。

（1）物质空间氛围形成和促进行动的原

因：公共性倾向区别不同场景本质

物质空间是场景的“发生器”，第三空间

所具备的不同功能形成不同生活场景，对于提

升居民参与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开敞空间型

第三空间中综合活动空间场景的公共性最高。

该场景综合了多功能活动，吸引各种设施的使

用者。打造该类第三空间时应着重强调包容共

生和平等自治两个维度，以支持居民多样需求

的人工环境要素作为构成主体，设置座椅、铺

地、照明系统等人工设施，打造具有多功能互

动、包容平等、安全舒适的空间场景，同时考虑

动静分区，满足居民广泛的活动需求。服务设

施型第三空间中，社交空间场景公共性最高，

多位于沿街住宅底层中的茶馆、便利店、棋牌

室等。营造该类第三空间时应考虑创造自由轻

松的交谈氛围，同时提供简单的餐饮服务。为

适应各种规模的聚会，可选择多样化的桌子、

椅子或沙发等设施，以满足不同人数和需求的

变化，强调观点自由、自我支持和价值引导的

维度特征。除提供基础的服务设施外，还应考

虑提供高品质及特色服务设施，创造更加个性

化的体验。

（2）活动吸引人群的特征：文化性差异

展示不同个体行为

不同的空间场景传递不同的文化导向，

体现居民各异的价值取向，引导后续空间更新

和文化经济的逻辑生成。开敞空间型第三空间

中，综合活动空间场景文化性较强，能体现邻

里文化、亚文化和艺术文化，故而在营造中可

以临时性文化项目为支点，例如社区艺术节、

动漫展、重阳节敬老活动等，激活场景文化效

能，完成场景搭建。服务设施型第三空间中，自

我实现空间场景的文化性最高，在功能相对专

业的第三空间内可进行医疗保健、餐饮附加工

作、技能学习（如插花）等活动，产生潮流文

化、亚文化和艺术文化。营造中可通过以下措

施促进文化创生：营造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

氛围，吸引设计师、艺术家、音乐人等文化创意

人才入驻；提高空间利用率，精细划分，吸引小

微文创企业和创意工作室；建立文化交流展示

平台，促进不同领域人群的合作交流；打造特

色文化展示和体验项目，吸引群众参与，丰富

社区文化内涵。

（3）展现的价值观和与自我的关系：认

同感多样匹配不同价值观塑造

第三空间的环境特征对于人群的使用和

停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当场所能够充分满

足居民的个性需求，提供舒适设施、优美环境

等积极要素时，个体倾向于选择该空间进行

活动。开敞空间型第三空间中，自发营造空间

场景最能体现认同感，为居民提供了实践参

与、学习交流的场地，蕴涵亲密的关系网络。

营造中可通过举办体验性文化活动来满足娱

乐休闲需求，加强个体与环境的情感联系，进

一步探索自发场景。服务设施型第三空间中，

功能服务空间场景的认同感最高，多位于居

住区内部的日常生活场所，使用人群以熟客

和朋友为主，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度都较高。

营造时应增加活动的丰富度，通过引导私有

资本的介入，提升空间品质。同时鼓励错时共

享，例如社区活动室在不同时段服务不同人

群。居民作为此类场景的主要使用者和监管

者，其中有威望、有才艺、有影响力的居民应

在社区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带领居民积极

参与社区活动，不断深化场景的社区意识，形

成良好的社区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优质普惠

公共服务下基层、进社区，国家发改委新近颁

布《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

方案》。社区第三空间营造可作为落实该工作

的有力抓手，对切实满足服务设施功能复合、

综合利用的要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的建筑权属区

划中，社区建筑功能较为灵活，第三空间可以

建立在公共空间或空间经营公共属性的基础

上，探索构建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样化建

类型 平面构成 空间示意 场景特征

社交
空间
场景

邻里：社区
舒适物设施：位于沿街住宅底层，入口朝向城市道路的茶
馆、便利店、棋牌室等
人群：中老年人
活动：晒太阳、静坐、餐饮聚会、聊天、打牌、下棋等
文化价值观：以公共性为主，自由娱乐、舒适平等，体现日
常文化和邻里文化，以情感支持和社交网络提高认同感

自我
实现
空间
场景

邻里：社区
舒适物设施：位于沿街住宅底层，入口朝向人行道路，空
间由室内延伸至室外产生户外活动区的餐饮店、理疗馆、
社区活动室、书店、花店、老人之家等
人群：全龄
活动：医疗保健、餐饮附加工作、运动、聊天、技能学习（如
插花）等
文化价值观：以文化性和认同感为主，知识探索、创意多
样，体现潮流文化、亚文化和艺术文化，以文化传承、多元
社群、情感支持、社交网络和身份认同等提高认同感

功能
服务
空间
场景

邻里：社区
舒适物设施：位于院落内部的独立建筑
人群：全龄
活动：打牌、下棋、售卖、交流等
文化价值观：以认同感为主，私营居多、高效安全，体现日
常文化、亚文化和邻里文化，以情感支持、社交网络和身
份认同等提高认同感

表5 服务设施型第三空间场景特征

Tab.5  Scene features of entity third pla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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