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 城市研究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Outdoor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the Elderly's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Main Urban Area in Harbin

社区户外实体与社会环境对老年人行为的影响
分析*——以哈尔滨主城区为例

陈云凤   李玲玲    CHEN Yunfeng, LI Lingling

社区户外实体和社会环境的适老化更新成为构建“原居安老”社区的重要一环，综合考察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对老年人

行为的影响有利于活跃场所的延续和升级。论述社区户外实体环境及社会环境对行为影响的理论背景，并通过对哈尔

滨主城区的社区户外空间的实地调研，针对围合街坊式、行列式、集中点式和混合式户外空间布局，分析社区户外实体

与社会建成环境现状对老年人行为的影响趋势，进而建立社区户外实体与社会环境适老化更新目标，以期为适老化更

新实践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衔接。

The aging-friendly renewal of outdoor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of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ing-in-place" community,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impacts of material and non-
material factors on behaviors of the elderly is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upgrading of active places. First,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outdoor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behaviors is discussed. 
Then, b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ommunity outdoor spac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arbin, and focusing on the enclosed 
neighborhood, determinant, centralized and mixed spatial layout, the influence trends of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built 
environment on behaviors of the elderly is analyzed. The goals of aging-friendly renewal of community outdoor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re established, providing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aging-friendly 
renewal.

社区户外空间；实体环境；社会环境；适老化更新；老年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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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2-3]。

现有国内研究仍较多停留在对空间体系

的梳理、基于空间现状提出设计策略的阶段，

且主要局限于实体要素，对激发空间活力的软

要素关注不足[4]；对老年人在户外空间的活跃

情况、行为和空间互动过程解析不足。本文结

合理论背景分析与实态调研现状，致力于探究

社区户外实体与社会环境对老年人行为的影

响，并依据影响规律建立适老化更新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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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住建部于2021年颁布《完整居住社

区建设指南》，主张完善既有居住社区慢行系

统、公共活动空间（公共活动场地、公共绿地）

和无障碍设施等的建设短板，与社区生活圈建

设接轨[1]。社区户外空间适老化发展引入“更

新”视角，注重同时关注物质和社会环境、原

有公共空间保留性地更迭升级，强调从单一到

多元，从大刀阔斧式的推倒重建到多因素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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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化更新实践、“完整社区”户外环境补短

板行动提供技术指导及方法借鉴，推动“原居

安老”社区规划与建设。

1  社区户外实体环境及社会环境对行

为影响的理论背景

实体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提供

实体性的硬件要素，其构成要素是有形的、可

操作化的；社会环境（social environment）即

侧重软性的、社会性的意义层面，涉及心理健

康、文化领域、保健和服务等领域。

1.1  提供可访问性要素以支持行为发生

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是实体空间

属性之一，也是行为场所的重要构成部分，老

年人在实体环境中感知到使用机会，有利于行

为场所的运作。都柏林大学建筑、规划与环境

政策学院米克•列侬（Mick Lennon）等[5]13提

出一个“星形”模式，用于阐释功能可见性提

供可访问性要素以联结使用者与客观实体环

境，该模型具有启示客观实体环境和行为关联

的前景（见图1）。

功能可见性这一概念在进行空间和行为

的互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将从周边

环境中获得的实体要素作为参与者感知和进

行活动的关键要素，设计师或规划师们可考虑

如何建设或管理实体环境以促进不同类型人

员的行为及体验。实体的、可访问的要素促使

老年人在空间中更好地发挥感官效应，以催生

和支持户外活动行为的产生。构成社区户外空

间的实体要素应追求可达性、安全性和易访问

性以更好支持老年人户外行为的发生。

1.2  社会生态学框架引发物质和非物质关联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于1977年提出人类发展生

态系统模型，强调人的发展来自人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决定了人的发

展路线[6]。模型包括与个体紧密关联的微观系

统、两个或多个情境之间相互联系组成的中观

系统，以及外层系统和更广泛的环境、文化、社

会、政治等宏观系统[7]。模型最初用于研究多

层次环境因素对儿童成长发育的影响，对老年

人行为的影响同样是多个层次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8]。

学者们常采用一个社会生态学模型（a 

social ecologic model）来讨论体力活动的影

响因素（见图2），该生态学模型为建成环境与

体力活动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框架[9]191。

社会性的“软”要素附着于硬件设施上，促成

了不同领域要素的交叉互补[10]，通过“软”“硬”

要素的结合以激发共生关系，引发物质和非物

质关联，促进老年人对硬件设施的不断适应和

探索。

1.3  社会支持促进老年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老龄化是一个渐变的生命历程，随着年

纪逐渐增大，老年人于不同阶段在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和家庭状态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

点，相应地，社区所在的社会环境对处于不同

阶段老年人的户外行为的影响作用也表现出

差异。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被定义为个

人被他人所爱和关心、受人尊敬和重视的感知

或体验，是互助和义务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11]。

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豪斯（James S House）

将社会支持行为分为4种类型：情感性支持

（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信息性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

和评价性支持（appraisal support）[12]142，[13]195

（见图3）。在影响体力活动的软要素中，社会支

持是客观环境和老年人体力活动结果之间的

重要连接点。定位实体空间要素如何通过社会

支持因素引发和促进体力活动，是探究实体环

境对老年群体行为影响的重要途径[14]。

2  社区户外实体与社会环境对行为的

影响分析

2.1   空间布局类别划分及老年人活跃现状

调研

选取哈尔滨市南岗区、道里区、道外区和

香坊区的50个小区进行实地调研（见图4），

选取案例的竣工时间跨越20世纪70年代至21

世纪10年代。调研时间段为2019年4—9月和

2021年3—9月，通过对案例的户外空间结构

与组织、建筑和场地图底关系、道路组织、资源

设施配备、老年人活动区域分布等进行调研分

析，总结出代表性的4类户外空间布局类型（见

图1 可访问性要素以联结使用者与客观实体环境
Fig.1  Accessibility elements to connect users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21。

图2 影响体力活动的社会生态学模型
Fig.2  A social ecological model affecting physical 
activ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187。

图3 豪斯对社会支持行为的分类
Fig.3  James S House's classif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behavior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2]145和[13]196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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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地调研小区案例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ca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图5）。不同类别是不同时代居住区规划思

想的代表性反映，围合街坊式受早期苏联居住

小区规划思想的影响较大，是哈尔滨居住区，

特别是老旧居住区重要的肌理构成拼图[15]；在

“居住区—小区—组团”标准化结构和时代

发展需求变化下，逐渐衍生出行列式、集中点

式、混合式等形式。

针对不同类别户外空间布局，选取典型

案例进行老年人活动区域分布的观察。通过拍

照、行为观察与记录、采访与记录，选取一天中

2:30 p.m—5:30 p.m、6:30 p.m—8:00 p.m两

个观察时段，从场地一侧绕全部户外场地一周，

观察记录老年人活动区域、人数及其行为等，绘

制出老年人的户外活跃分布地图（见图6）。

2.2   实体建成环境现状对老年人行为的影

响分析

不同类别空间布局是不同时代居住区规

划思想的代表性反映，从围合街坊式（主要建

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到行列

式和集中点式（主要建成于21世纪00年代），

再到混合式（主要建成于21世纪10年代）空

间布局，建成环境的老化程度逐渐减弱。对不

同空间布局的宅前空地、道路系统和节点式场

地的特性进行分析，以梳理不同老化程度的实

体建成环境现状对行为影响的趋势（见图7）。

（1）单元围合感弱化带来宅前聚集降低

从围合街坊式到行列式和集中点式，再

到混合式空间布局，随着户外实体建成环境

的单元围合感逐渐弱化，老年人在居民楼前后

场地的聚集度降低，随意停留的现象弱化。围

合街坊式空间布局单元感、围合感强，空间尺

度宜人，但同时存在停车占用场地、设施建设

不足和陈旧老化、无障碍环境差等问题，老年

人在宅前空地活动呈现小组团、就近性强、在

住宅楼外边界和入口交汇点聚集现象明显等

特点。行列式布局的居民楼排布规整，户外场

地平行分布于居民楼前后，空间特性匀质化发

展，表现为对老年人户外行为的凝聚力不足。

在占地面积集约、居住密度变大的背景下，集

中点式空间布局的整体独立性增强，碎片化的

小单元场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场地中心

的大型户外场地，住宅楼围绕其布置，户外活

动曝露于公共视线下，其自由度和多样性受到

限制。住宅楼高密度垂直发展，并采用地下停

车，户外地面空间得以解放，户外场地呈混合

式发展。为满足通光采风等需求，居民楼前后

的户外场地尺度变大，划分出多个区域，大尺

度的户外场地给邻里就近聚集带来了挑战，同

时彰显私人领域，高档的石材、金属、反光材料

的运用等，没有促进老年人随时随地坐下来使

用与交往[16]。

（2）呈生活街道转向集中活动场地的趋势

从围合街坊式到行列式和集中点式，再

到混合式空间布局，随着住区街道和外界的连

通性逐渐降低、社区中心小广场的发展，以及

活动场地和设施配备的提升，整体上，老年人

户外活跃区域呈现由生活性街道转向集中的

活动场地的现象，即边界性聚集降低同时中心

性汇聚加强。传统街坊中小区支路内部呈网格

式交汇向城市道路，交通呈现体系化、节点化，

生活性街道两侧承载商业、传统服务和零售等

多样因子，是老年人日常活动流线高频率汇聚

之处，人车混流状态在催生街道活力的同时带

来一定停车、交通干扰等问题。扩大街坊中小

区外边界业态（休闲、教育、服务性店面）丰

富，对外封闭性提高了内部道路的安全性，纵

向串联多个庭院单元的小区支路是人流汇聚、

与庭院单元接合的交往和通行空间，具有较浓

厚的生活气息，同时中心区域发展出广场花园

等，设施配备提升且代际互动活跃。行列式空

图5 不同类型空间布局对应户外场地模型图示
Fig.5  Illustration of outdoor venue model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spatial layou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居住小区户外空间类型划分与特征分析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outdoor space types i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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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局中道路两侧活动活跃度进一步降低，而

小区内部中央广场成为主要汇聚之所。集中点

式空间布局中生活性街道逐渐丧失，道路系统

和集中场地结合为一体的趋势加强。混合式空

间布局中生活性道路消失，户外场地区域化发

展，设施配备丰富多样，户外活动主要集中在

健身步道和主题性区域中。

（3）空间层级两极化引发公共性泛活动

从围合街坊式到行列式和集中点式，再

到混合式空间布局，整体上公共性增强的同

时，空间层级的多样性降低，特别是过渡性空

间和灰空间减少，承载行为主要表现为私密交

往到公共交往的梯度减少，主要以公共性泛活

动为主。围合街坊式中通过局部出入口与外部

道路相通，公共街道为线性的开放空间，实现

从私密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良好过渡。行列式空

间布局整体上转合有限，宅前空地空间特性更

为匀质，中心广场公共性强，空间层级两极化

凸显。集中点式户外空间中视线可及度高，公

共性大为增强的同时缺乏空间层次性，行为的

自由度和多样性受限。混合式户外空间中大尺

度的户外场地给邻里交往带来挑战，公共性泛

活动和以小孩为中心的家庭式互动成为主流

的互动方式。

2.3   社会建成环境现状对老年人行为的影

响分析

（1）关系网变迁对行为的影响

从老旧小区（主要建成于2000年以前）

发展到不同年代的新建小区（主要建成于

2000年以后），不同老化程度小区其居民间形

成的社会关系网特性有所差异，表现为社区户

外活动内容、交往方式等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老旧小区中老年居民占比较高，居民相似背景

和相同的地域记忆易催生积极活跃的邻里关

系，邻里间户外互动活跃；新建小区中年轻人

组建家庭比重提升，老年人占比有所下降，多

是在第三代需要看护或是晚年步入被照顾阶

段时中途加入小区，各自背景和地域记忆存在

差异，社会关系网主要集中于家庭内部，以小

孩为纽带的代际间户外活动活跃（见图8a）。

除了时间维度（小区不同老化程度）对

社会关系网构成的影响，空间维度（老人居

所间的空间距离）对社会关系网构成状态也

存在影响。老年人处于退休状态，社交网络规

模变小，趋向于在形成稳固的社会交往的户外

范围内进行活动。在距离老年人居所较近的范

围内，更易引发便捷性、日常性和重复性的社

交和户外活动行为；在离家较远的范围，较难

引发固定紧密的社交，以泛交往行为为主（见

图8b）。

（2）生活方式冲击对行为的影响

老年人更适应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老旧

小区中社会建成环境提供支持因子的定位、形

态、方式等对老年人而言更为熟悉；而现代化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给老年人带来挑战。随

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环境变化等，人们对

社区公共空间的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不

同年龄段的人对公共空间中设施使用途径、信

息获取和互动的能力、人际交往的方式等有所

区别，如相对于年轻人对网络、线上的依赖，高

端商业化的追求等，老年人不同程度存在接受

新鲜事物的障碍，可能更倾向于实体化、传统

零售方式、面对面的寒暄交流等（见图8c）。

（3）反馈支撑系统对行为的影响

有效的反馈支撑系统能对老年人户外活

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可用于使用体验反馈与

后续提升、参与更新进程与管理等。在老旧小

区中，反馈途径倾向于书面问卷、电话采访、向

社区管理人员投诉等；在新建小区中，除了传

统的反馈途径，在技术支持提升背景下，老年

人反馈以“云信息”方式提升了实时性、互动

性和智能性，如户外活动信息和指标记录在网

络系统同步，利于老年个体对自己活动水平和

能力的评价。

图6 调研案例中老年人户外空间活跃分布地图
Fig.6  Map of the active distribution of outdoor space for elderly people in research ca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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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户外空间适老化更新目标建立

3.1   实体环境适老化更新目标

（1）基于现状的硬件要素升级

活跃现状显示出使用需求和资源基础设

施配备情况不对位的现象明显，特别是老旧

小区；而资源基础设施配备侧重“自上而下”

的配置建设，即节点式公共开放型户外空间

汇聚了更多的资源设施，而老年人受生理机

能等限制，对资源设施集中区的访问存在一

定程度障碍，这就造成了“需求和资源对位

缝隙”的现象。

社区户外空间中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应继

续强化实体空间要素配置向基层生活单元的

回归，活动场地和设施的配备应进一步补齐

短板。需评估居所所在户外活动圈可利用资

源的现状，即考虑小区内部已有资源、非标准

设施的更新开发的可能性，以及周边资源的

建设情况；进而根据配备状况和使用需求划

分适老化更新所关注要素的优先等级，硬件

设施配备强调灵活利用已有资源、非标准设

施的建造开发。

（2）催生多样的空间层次特性

积极空间和灰色过渡空间是老年人重要

的日常户外活动场所。积极空间主要包括自

然空间/半自然空间、公民生活性空间、公共开

放空间等。灰色过渡地带是老年人重要的日

常非正式集会场所，虽然针对个体对应的具

体地点各不相同，主要包括公共建筑附属空

间、零售服务型空间、共享化的专属空间、入

口界面空间、特定群体聚集地等。这类空间多

汇聚于日常活跃流线，弹性、可达性和多样性

更高，具有缓解居住区内部场地设施不足、激

活闲置空间的重要作用。应注重灰色空间的

延续和消极空间的进一步激活[17]，如微更新

实践关注的实体空间使其更为细致化、具象

化、日常化。

（3）“由内向外”更新体系的展开

规划秩序由外围向规划等级高的空间资

源“中心汇聚”的体系，容易造成节点空间的

拥挤和过载以及基层单元吸引力的不足，应推

动户外场地设施建设由“中心汇聚”向“由

内向外”发展。 “由内向外”发展的社区户

外空间结构体系，强调生活居所周边的基层户

外空间的激活，通过中心节点的承载力向以小

区为基点的基层户外空间的转移，促进多节

点、更均衡结构的发展，逐渐向“以居住小区

为更新基点，户外活动圈为日常活跃圈，大中

型公共空间为连接点，灰色空间为缓冲”的多

层次的社区户外体系方向完善（见图9）。

图7 不同老化程度的实体建成环境现状对行为影响的特征分析
Fig.7  Analysis of the impa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physical built environment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aging on behavi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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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环境适老化更新目标

（1）应对社会支持要素需求的转变

从老旧小区到新建小区的社会支持要素

的构成状况发生一定转变，情感性支持背景单

一化、家庭内向化，泛交往更加薄弱；工具性支

持在硬件升级的同时使得人对空间能动挖掘

和适应的探索降低；信息性支持在新技术、时

代发展的背景下给老年人带来挑战；评估性支

持表现出技术层面的获利和人际参照方面的

不足。老旧小区中社会支持要素构成状况在支

持其日常固有生活模式方面表现出优势，其适

老化更新在升级资源服务的同时，需考虑对已

有活跃软要素的保留；新建小区中社会支持要

素构成状况更倾向从年轻一代家庭需求出发，

应强化可促进老年人适应环境和代际关联的

软要素。

（2）探究空间要素的社会化表达路径

软要素粘附于实体空间中，成为催生或

支持户外行为的有力“抓手”，空间要素的社

会化表达路径包含了探究有效耦合要素、要素

耦合粘附力、多要素耦合路径。与实体空间耦

合的软要素可能来自文化、经济商业、服务、社

交网络等社会环境，应强化软要素和实体空间

的粘附力，如老旧小区生活性街道两侧和界面

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灰色空间，界面空间粘附的

丰富软要素（如地缘支撑下的近邻关系、小型

社区便利服务信息等），一定程度导致在户外

活动基础设施不足的现状下一些空间仍具使

用活力。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多要素耦合路径，

即硬要素和软要素之间如何互相作用以促进

行为的产生、持续等。

（3）多阶段和多方参与促进良性更新

持续良性适老化更新的实现需软环境在

多个阶段和多方参与方面的支持，以建立有效

的反馈参与系统。适老化更新涉及前期目标现

状调查、对象选定、具体方案制定、实际实施和

后期维护等多个阶段，多方参与是实现持续良

性更新的关键。除了具体硬件设施升级改造阶

段，其他阶段如老年人对更新议程的参与、多

方信息反馈、倡议活动的开展、社区后续监督

等，涉及社会发展、管理运营、文化背景等多方

面，多方社会力量的介入、多样社会因素的考

量、时间性过程推进层面等使得社区户外环境

适老化更新更具社会意义。

4 结语

社区户外实体建成环境现状对老年人行

为影响的规律显示，从围合街坊式到行列式

和集中点式，再到混合式空间布局，呈现出单

元围合感弱化带来宅前聚集降低、生活街道

转向集中活动场地，以及空间层级两极化引

发公共性泛活动的趋势；社区户外社会建成

环境现状对老年人行为影响规律显示，低异

质性居民背景易催生积极活跃的邻里关系，

老年人趋向于在形成稳固的社会交往的户外

范围内进行活动，老年人对老旧小区中社会

建成环境提供支持因子的定位、形态、方式等

更为熟悉，而现代化给老年人的传统生活方

式带来挑战。

图8 不同老化程度的社会建成环境现状对行为影响的特征分析
Fig.8  Analysis of the impac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ging levels of social built environment on behavi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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