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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内容简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建设、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等都成为
一个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天津作为北方沿海港口城市，这些年的城市硬件建设突飞猛进，是城市公
共环境设施研究很典型的对象，所以本次课题及《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主要呈现的是适合城市地
域和特点、符合生态概念、文化传承、空间特性的街道设施研究和合理的设计，并提出优化构想等理
念和方案。《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共分为上、下两篇，九章内容，借以对天津城市街道设施现状
的分析及对策研究，系统论述和阐述了城市环境设施设计的理论及方法，并分别从城市的自然生态性
、人文性、地域性、人性化等多角度论述和研究，将这些要素如何运用到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进行清
晰的阐述。《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以点带面，理论指导设计，具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性及指
导性。《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文字生动、图片丰富、信息量大，作为工业设计专业、环境艺术、
公共设施课程的教材或是教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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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古以来,人类不断地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创造,使其适合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需求,环境设施伴随
着城市的发展而形成,伴随着人们生活的理想而发展,并成为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和设
计范畴内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长期以来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在我国缺乏应有的重视,在设计领域也常
常被忽视,使其发展和研究速度缓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规模城市的开发,人们对城市建设的关注及
对公共环境的参与热情,环境设施也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并已成为一座城市的公共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在借鉴了国际先进国家的环境设施设计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并结合专
业特点,系统地阐述了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理论、方法等。以理论为前导,对环境设施来进行具体的设
计分类,介绍了各类环境设施的设计特点和设置要求,并从环境设施产品要素、环境要素、行为要素三
方面对其进行解析,并在设计思维上进行启发。全书力求既有理论指导性,又有实践性,既有微观性,又有
宏观性;既涉及技术要求,又具有文化艺术特色。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世界环境设施设计方面的新观念
、新设计,《公共环境设施设计》配有较多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形象图片。“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及
方案展在成都举办，这是我国环境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有众多国内外环境艺术专家和领
导参加的高水平的大回顾、大交流、大总结、大提高的学术活动.参加这次学术活动，我总的感觉是：
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正在上路，而建筑艺术仍处在十字路口、无法选择。因为环境艺术“有行无思”，
还没有成业；建筑业“有业无学”，学科尚未建成......“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及方案展在成都举
办，这是我国环境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有众多国内外环境艺术专家和领导参加的高水平
的大回顾、大交流、大总结、大提高的学术活动。参加这次学术活动，我总的感觉是：城市公共环境
艺术正在上路，而建筑艺术仍处在十字路口、无法选择。因为环境艺术“有行无思”，还没有成业；
建筑业“有业无学”，学科尚未建成。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1981年，国际建筑师协
会第14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首次揭示出建筑学的环境艺术与环境科学的性质。大会的主题是“建筑·
人·环境”。大会的宣言明确指出：“建筑学是为人类建立生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1985年，
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中青年建筑师座谈会，建筑作为环境艺术的性质，在会上引起更广泛的重
祝，与会的建筑师重温了华沙宣言，撰文探讨有关环境艺术问题。我国环境艺术作为学科和行业就是
从这时起步的。环境艺术引入中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没有建立环境艺术学科是容易理解的。1987年
，《中国美术报》专门召开了环境艺术为主题的座淡会。包括建筑师、规划师、雕塑家、画家、美术
理论家、哲学家等更广泛的人士参加这次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开始筹建中国环境艺术学会，即现在的
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会长为周干峙先生。1988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城市环境
美》大型学术研讨会，与会著名学者李泽厚、吴良镛等很多专家，从多方面研讨环境艺术理论与实践
问题。随后不久，就出现了如深圳“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等环境艺术佳作。
2、此书值得一看，对于公共设施设计真的很有帮助
3、凤凰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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