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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巨

大冲击，引发了人们对健康问题的重

新审视。乡村承载着我国三分之一以

上的人口 [1]，其所承担的健康职责并

不亚于城市。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

入城市，乡村对外界影响的抵御能力

明显下降 [2]。《“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把健康城市和健康

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抓手”[3]。公共空间作为乡村人居

环境中承载公共活动和交往的重要场

所，是健康村镇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空间

保护与更新、营建策略、文化传承等

方面，针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研究

内容较少 [4~5]。

因此，随着环境要素对于城乡

健康安全方面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证

实 [6]，从健康视角针对乡村公共空间

规划设计的系统性研究亟需开展，通

过探究健康与乡村公共空间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明晰基础理论研究框

架，从改善和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环境

设计的角度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助力

健康乡村的发展。

１ 健康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的
内涵

1.1 背景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正

式提出“健康村”的概念 [7]，并将健

康村的特征概括为：较低的传染病

发病率、可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稳

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相较于城市，乡

村的环境基础欠缺、空间布局复杂、

建设水平偏低、村民健康意识不足

等，这些问题导致“健康村”从理

论研究到实践营造方面均面临较多

的实际困难。

公共空间是乡村人居环境中村

民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日常交往和

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是体现乡村

整体环境质量、村民休闲活动水平、

社会参与程度的重要物质空间之一，

是乡村健康人居环境的重要支持。

健康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研究以

“人的健康”为最终目标，挖掘乡村

健康人居的空间资源优势，从公共

空间的规划设计入手，探索健康乡

村的实现路径。

1.2 内涵释义
“健康乡村公共空间”是在乡村

公共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健

康促进功能衍生出的概念，社会学、

规划学、地理学与建筑学领域对其

概念的解读各有侧重，大多从物质

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进行阐述 [8]。

结合目前健康乡村的发展基础，健

康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是指村域范

围内，以实现人的健康为导向，具

备长期支持环境健康提质、生理健

康改善、心理健康培育、社会健康

发展的功能，并能够容纳人们日常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公共性物质空间

的总称。其主要包含健康邻里空间、

健康街巷空间与健康公共性服务空

间三类，具体包括公共绿地、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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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村内道路、宅旁支路、村委院

落、寺庙宗祠等空间类型。

2 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服务功能

本研究以ScienceDirect全文数据

库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

索主题词包含“乡村”“农村”“乡村

聚落”“村镇”或“乡村公共空间”，

并包含“健康”“健康服务”“公共健

康”，且发表时间在 2010年 1月 1日

至 2022年 8月 31日的文献为研究对

象，归纳国内外城乡公共空间的健

康服务功能相关研究成果。结果表

明，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服务功能研

究主要涵盖生理、心理与社会健康3
个维度 [9]，其中生理维度的健康主要

体现在促进保健活动、减少疾病发生

方面，心理维度的健康主要体现在保

持愉悦心情、促进心理恢复方面，社

会维度的健康主要体现在增加社会参

与、提升文化归属感方面（图1）。
2.1 生理维度

促进保健活动是乡村公共空间

的基础健康服务功能。Kim de Jong
等 [10]发现乡村绿色景观品质与身体

活动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M.C. 
Wimberly、王兰等 [11~13]指出乡村的

交通设施与体育健身设施满意度是影

响居民户外活动意愿与自评健康的重

要因素；Guillem Vich等 [14]的研究表

明，道路绿化的质量与数量是影响步

行时间的重要因素。此外，乡村公

共空间通过改善物质环境减少疾病发

生。P.H. Selman等 [15~16]指出乡村绿

地具有阻隔以空气为传播介质的污染

物及传染病扩散的功能，是改善乡村

居住环境的重要环境资源；杨博逸

等 [17~19]证实了绿地暴露对降低心理

疾病、心血管疾病、不良出生的患

病率以及死亡率有显著作用；Uddin 
Jalal等 [20~21]的研究表明乡村地区的

宅旁绿化水平与心血管疾病、超重与

肥胖、雄性激素及黄体酮分泌水平等

存在关联。

在生理健康维度，国内外研究多

以“建成环境”“体育健康”“疾病发

病与环境的关系”为主题，研究重点

从早期的良好物质空间环境营造，逐
图1 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服务功能

步转入空间公平性、可达性等城乡绿

色空间规划量化指标。而如何落实健

康规划与健康环境建设，在我国还未

引起足够重视。

2.2 心理维度
乡村公共空间对保持愉悦心情、

产生愉悦体验具有积极影响。Mila 
Kingsbury等 [22]提出户外运动设施的

设置能够推动邻里间的非正式互动，

从而预防心理健康风险；Giuseppe 
Carrus等 [23]揭示了较高的绿化率有助

于营造舒适的热环境，从而实现心

理愉悦；Gonzalo de la Fuente de Val
等 [24~25]发现绿色空间景观多样性通

过影响视觉属性，与良好的心理健

康呈正相关。在心理恢复研究方面，

Ralf Hansmann等 [26]验证了人在绿色

空间进行社交后，压力释放程度可

达到87%；Mireia Gascon等 [27~28]指

出提高农村地区绿化水平能够缓解消

极情绪、焦虑和抑郁；Jianyong Wu
等 [29~30]的研究显示，树冠密度与自

闭症等精神疾病发病率负相关；董禹

等 [31]发现街道景观绿化质量及数量

与心理恢复水平正相关。

在心理健康维度，国内外研究

内容以心理疾病发病率与环境要素

间的关联性分析为主，与“抑郁症缓

解”“学生心理健康”“心理疾病预防”

主题相关的研究居多；而针对环境的

综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研究较为欠

缺，不同研究方向的低联系性也成为

相关研究的重要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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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维度
增加社会参与、提升文化归属感

是乡村公共空间在社会层面的健康

服务功能。季顺伟等 [32]的研究表明，

公共服务空间的可达性越高，居民的

生活满意度越高，进而促进乡村居民

的获得感、认同感与幸福感的提升；

Vladimír Székely等 [33~34]证实交通便

捷性与公共空间可达性是促进邻里交

往的重要因素；Amber Colibaba[35]提

出乡村内的公共性服务空间营建能够

有效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并成

为志愿服务与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Lucia Aquilino[36]认为乡村公共空间所

承载的社会活动是培养社区认同感的

重要途径；Yongyuan Lin等 [37]指出乡

村内绿色空间在社会交往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在场所设计中注入文化内涵

能够提高居民的地方依恋感。

目前，社会健康维度的相关研究

在国内外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

呈现密度低、分散性强的特点，且主

要集中在“社会归属感”与“老年人

社会参与感”两方面，而对于定量研

究方法与细化研究分支仍有待探索。

3 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影响机制

健康环境与健康结果之间并非简

单的线性关系，健康乡村公共空间在

影响公众健康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限

制因素和调节因子。因此，对于健康

影响机制的梳理应上升到人与环境的

互动过程中。本文建立乡村公共空间

健康影响机制模型，采用多级变量阐

明环境与健康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

调节变量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中

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图2）。
3.1 健康效益作用途径

笔者认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

影响至少存在以下两类作用途径：1）
通过促进保健活动、减少疾病发生与

促进心理恢复等效用直接影响人群健

康；2）以改变空间使用者行为与思

考模式为中介变量，影响人群生活习

惯与心理状态，从而以间接方式影响

人群健康。

乡村公共空间是本模型的自变

量，其景观环境特征、人地互动特

征、历史人文特征均是影响健康效益

实现的重要因素。健康为本模型的因

变量，结合上文研究成果，可归纳为

生理、心理、社会健康三类，并通过

促进保健活动、减少疾病发生、保持

愉悦心情、促进心理恢复、增加社会

参与、提升文化归属感六大影响路径

实现。人口特征与生活环境因素是乡

村公共空间与健康的因果关系中的调

节变量，包括人群年龄、性别、身体

状况、职业特征、气候条件、自然环

境、历史因素、社会政策引导等因

素，这些因素都将显著驱动或抑制人

们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访问，促使乡

村公共空间健康影响机制中不同健康

结果的产生。

3.2 健康效益影响因素
相较于城市，乡村公共空间多具

有自发形成、重建设轻规划、分散性

强、类型单一、建设品质低、功能设

施不完善、娱乐保健性不足、安全

隐患多等特点，而乡村居民普遍健康

意识较薄弱的特点也成为影响健康的

重大隐患。可见，乡村公共空间健康

效益的实现将是一个持续的行为引导

过程，任重而道远。从健康的空间资

源、空间模式与空间治理3个角度切

入，笔者将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健康效

益实现的因素归纳为五类：景观环

境、历史人文、人地互动、人口特

征、生活环境（表1）。

4 健康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规
划设计策略

4.1 营造健康的物理环境
在乡村更新改造建设中，应对既

有格局进行研判，充分考虑物质环境

因素，营造健康的人居环境。从规划

层面来讲，在公共空间总体规划时就

应考虑健康环境营造。空间总体布局

应与当地独特的自然基底相适应。对

乡村居住环境面临的潜在生态风险进

行科学预判，提升乡村环境的韧性防

御机能，能实现环境健康稳定发展；

从规划层面保护乡村山水资源不被破

坏，依托山水脉络实现蓝绿空间融合

规划，能巩固并更好地发挥乡村健康

友好的物理环境优势。从设计层面来

讲，公共空间营建内容与形式应考虑

对局部小气候的调节。基于多数乡村

生活空间建筑密集、缺少绿化的现

状，应适当增加宅前空间、街巷空间

绿化率，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的降温增

图2 乡村公共空间健康影响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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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遮阳降噪功能；宅旁应形成良好

的绿化隔离空间，在带走建筑周边热

量的同时，能够起到隔离烟尘、病菌

的作用。

4.2 提升空间的复合功能
乡村公共空间功能的合理规划是

提升乡村整体健康指数的重要途径。

首先，充分挖掘乡村公共空间的复合

型功能。街巷作为乡村动态线形空

间，以车行、人行为主要功能，其提

升应结合乡村居民活动喜好，完善步

行、骑行等体育运动功能，注重空间

安全性、舒适性的打造。宅前广场、

乡野公园等的设计应保证动静分区的

合理性，满足散步、跑步、广场舞等

多种户外活动类型的需求。其次，公

共空间应提供完善和便利的服务。乡

村总体规划应凸显对老人与儿童的关

怀，综合考虑卫生、游憩、交通服务

基础设施的布点落位与人性化服务，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乡村居民的出

行意愿与活动时长。此外，公共空间

设计应注重健身娱乐活动类型的多样

性。以分布合理、类型多样为原则，

完善户外空间的健身娱乐功能，应设

置与当地人口结构特色相适应的活动

内容，适量增设休闲健身设施，或

可营建专供运动健身的体育公园。

4.3 促进空间综合提质
明晰乡村基底特征与文化特色，

从环境设计方面入手实现乡村公共

空间的综合提质。首先，关注空间设

计的安全性与平等性。空间营造应把

握乡村居民的切身需求，重点考虑

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活动需求，

从布局、尺度、功能、材质等方面

确保场地的安全性、人性化与平等

性。其次，各类空间要素设计应贯彻

健康理念。公共空间中的植物、水

景、构筑物、铺装等景观要素应充

分融合健康设计手法，如增加观赏

植物、芳香植物与疗养植物的使用，

利用水声、虫鸣声、鸟叫声营造愉

悦的声环境等，在保证良好生理感

官体验的同时，促进空间使用者心

情愉悦与心理恢复。此外，注重乡土

文化氛围的营造。挖掘乡村聚落文

化与民风民俗特色，汲取传统元素，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环境，并倡导

有传承性的创新，提升村民的文化

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营造良

好的社交氛围，进而激发乡村活力。

5 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全人群健康

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中

国政策的实施迫在眉睫。公共空间

作为乡村居住环境中公共性最强的

场所，具有更加显著的健康效益，

其规划设计实践中健康性的实现是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本

文以“人的健康”为核心，分析了

健康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基于既

有研究与调研成果，探究了乡村公

共空间在生理、心理、社会3个维度

的健康服务功能，揭示了其健康影

响机制，进而提出营造健康的物理

环境、提升空间的复合功能、促进

空间综合提质三大乡村公共空间规

划设计策略。

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外针对乡

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多聚焦于文化保

护与传承、景观更新与营建方面，

表1 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健康效益实现的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内容 具体要素 健康影响方式

景观环境
自然环境与
建成环境

界面特征 空间吸引力；愉悦心情

空间特征 空间吸引力；视觉美学

交通特征 安全保障；场所可达

绿化特征 生态职能；愉悦心情

景观特征 视觉美学；户外休憩

设施特征 公共活动；社会交往

人地互动

土地使用

土地规划 影响场地使用率

运动场所 促进户外活动与交往

广场空间 促进户外活动与交往

交通网络
人车分流 交通安全影响人群健康

步行环境 合理的步行环境提升户外场所使用频率与时间

历史人文

历史文脉
历史节点 文化氛围营造

文化小品 文化认同；心理满足

邻里认同
自发空间 增进邻里交流

集会场所 丰富生活内容

人口特征

基本人口属性

生活方式 促进健康行为

健康理念 思想观念影响健康行为

收入情况 收入对健康心理的影响

职业特征 职业特征对人群心理与生理健康的影响

特殊人口属性

残疾人需求

环境设计与设施情况能否满足特殊人口需求弱势群体需求

疾病患者需求

生活环境

社会条件

政策引导 培养健康意识

历史因素 代代相传的健康模式

文化氛围 健康理念的相互影响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影响健康观念

环境条件

气候条件 当地气温、湿度等对生理与心理健康的影响

自然条件
区域尺度地形地貌、蓝绿格局、生态条件等对生
理与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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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以健康为视角的理论研究与建

设实践探索。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设

计应突破空间美学与功能主义的桎

梏，更多地纳入“健康意识”，使乡

村公共空间成为公共健康的有力基

石。同时，保障乡村居民在公共空间

中享有健康的权利，也应成为健康

乡村建设的长期目标。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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