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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空间设计到总体规划
—— 女性友好城市规划国际案例研究
From Daily Life Spatial Design to Master Plan: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on Women-friendly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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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多元化、包容性成为现代社会主要趋势的背景下，同质化城市规划设

计与性别差异产生的多样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为此本文以问题为导向，

首先基于女性日常生活行为轨迹与行为模式，在微观、日常生活层面分析了国

际实践中的 女性友好型育儿空间、交通空间、工作空间与配套设施设计经验。

其次，基于城市规划与管理视角，在宏观、准则与制度层面总结了国际实践中

 的女性友好城市发展目标确立、女性城市规划参与、 女性友好城市规划准则和

评价指标制定。最后，本文从城市设计、总体规划、规划实施三方面分析提出

了国际女性友好城市规划的经验启示，以期为中国女性友好城市规划提供借鉴

与参考。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have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trends in modern socie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ender-specific demands 
and homogenized urban planning persists. Thus, approaching the subject from a 
problem-oriented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global practice of designing 
women-friendly childcare spaces, transportation spaces, work spaces, and supporting 
spaces at the micro, daily life level,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daily routes of women. Secondl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global practice 
in establishing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women-friendly citie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nd the formulation of guideline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women-friendly city planning at the macro,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inally, it analyzes and presents the 
experiences of global women-friendly city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urban 
design, master plan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intending to offer a reference for 
China’s women-friendly cit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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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5 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 11 条（Goal 11）
为“使城市与人类居住地具有包容性、安全性、韧

性和可持续性”，其中第 7 条款（Target 11.7）规定到

2030 年提供安全和包容性的绿色公共空间，尤其是

针对女性、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 [1]。这一目标

的设定，旨在保障女性等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权

与发展权。对各类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基于性别差异

的研究开展较早且已从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城市研究领

域，使城市区域中的性别关系成为该领域近年来重要

议题 [1]。

 女性友好城市的概念于 1970 年代在北美提出，

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城市中的女性安全问题 [2]。1980
年代起，城市规划中的女性安全问题以及如何从性

别视角来规划城市也受到了关注 [3]。相关研究表明，

与男性相比，女性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城市

空间设计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大 [2]。  因为在城市

化过程中女性成为就业人口，需要承担家庭和社会

双重责任，面临比男性更为严峻的挑战 [3]。  这种双重

责任是城市女性问题与一般女性、女权问题的最大

区别，并进一步导致了两大现实问题。其一， 在城

市空间的日常使用中，女性双重责任下的差异化需

求在城市空间设计中被忽视 [4]。这些需求 主要包括公

共设施可达性需求、交通安全性及方式多样性需求、

工作空间复合性需求、各类配套设施便利性需求等

更多样化和高层次的城市空间需求。在需求忽视下

设计出的城市空间限制了女性日常活动的频次与范

围，从而阻碍了女性获得知识、权利、资源、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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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可能性 [5]。具体表现为，城市育儿设施不足导致女性

育儿需求满足上（如哺乳）出现困难 [6] ； 交通不便和交通安

全问题降低了女性就业率，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降低幅度为

16.5%[7] ； 男性需求主导下的办公空间设计无法完全满足已

育工作女性的育儿与工作需求 ；休闲游憩与卫生公用等配

套设施的便利性、安全保障率低 [8]。其二，在城市的规划管

理过程中，女性视角被忽视，女性参与不足 [6]，诉求和观点

也很少得到重视 [9]。具体而言，规划决策上，女性在决策层

的人数比例极低——例如在美国，建筑师、工程师与规划

师当中女性仅占 13.6%[7] ；规划编制上， 一些常见编制做法

影响了女性的出行、工作与生活 [10]，例如土地利用混合度

低加重了女性的复合型出行负担，交通路网密度低降低了

出行安全性 ；规划实施上，监测和评估不力，导致不能完

全实施已编制的女性友好规划方案，或实施中偏离方案方

向，无法实现预定的性别包容目标。通过城市规划构建女

性友好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加强女性的城市规划参与，

正在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

 不少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已经就促进女性友好城市建设进

行了多角度、多层面探讨 [3,6,9,11]，倡导从城市规划角度提供

性别包容、便捷安全的城市空间。有学者指出，关心城市女

性，关键在于关注她们在承担家庭和社会双重责任下所产生

的差异化需求。这需要积极应对女性在空间环境中面临的困

境，在规划编制中将性别问题纳入探讨，让城市真正有利于

女性的发展 [3]。目前，女性友好城市及其规划已从理论辨析

走向城市实践，成为一种将女性视角与需求纳入城市规划进

程的工具 [2]，并用以支持地方政府进行规划和决策 [4]。 然而，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案例或单一方向上，较少对案例进

行综合分析。

本文基于问题剖析，从女性日常生活空间设计和女性视

角下的总体规划两个层面，梳理多个实践，总结策略做法。

 针对问题一，在微观、日常生活层面，基于女性一天日常活

动与行为轨迹，分析国际实践如何进行女性友好的空间设计。

针对问题二， 在宏观、准则与制度层面，基于城市规划与管

理的视角，分析国际实践中女性友好城市的发展目标确立、

决策参与、规划准则与评价指标制定。本文选取分布在不同

大洲、处于不同经济水平及城市发展时期、覆盖女性友好城

市各个领域与层面的 15 个典型国际案例进行解读（表 1），
总结其设计、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  基于女性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设计典型案例

 作为城市空间使用者，女性日常生活通常按育儿、交通

出行、上班工作、购物休闲等顺序展开。针对这一生活行为

轨迹，本文从女性友好型育儿空间、交通空间、工作空间与

配套设施设计四方面分析相关国际案例。

1.1  女性友好型育儿空间设计
女性是未成年子女的主要抚育者，其在一天工作开展前

常需要先将子女送往育儿机构或学校，也有女性需要带儿工

 表 1  本文涉及国际案例汇总

案例

序号
大洲 国家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微观设计层面 宏观规划层面

育儿空间 交通空间 工作空间 配套设施 目标确立 规划决策 规划导则

1

亚洲

日本

东京市丰岛区爸爸妈妈亲子家庭中心 

2 地铁女性专用车厢、女性换乘专用电梯 

3 女性友好型酒店、胶囊旅馆 

4 丰岛区开放式厕所项目 

5 丰岛区儿童和女性友好城市 

6 丰岛 F1 理事会 

7
韩国

世宗市第 2-2 区女性特别设计区  

8 首尔市女性家庭复合设施 

9
印度

德里市“性别包容城市计划” 

10 德里市女性安全审计 

11 巴勒斯坦 拉法市埃尔舒卡社区公共花园 

12 北美洲 美国 天使之翼联合办公空间  

13

大洋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

女性专用公交车 

14 莫尔兹比港室外市场 

15 莫尔兹比港“女性安全城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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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儿机构的密度提高、覆盖范围增大及其内部设计的女

性友好化都能促进女性友好型育儿空间的形成，以支持她们

的职场发展。

一方面，需要提高育儿机构密度，在一定生活半径内规

划配套足够的幼托机构。例如：日本东京市丰岛区通过各种

措施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丰岛区通过吸引持证托儿所

入驻、提升育儿机构的空间覆盖率，以确保儿童保育设施的

数量，于 2017 年实现了儿童零候补名单 [12]。另一方面，需

要在商场、火车站、办公楼等公共场所规划足够的育儿空间，

并尝试将工作、休闲与育儿空间相结合、优化升级育儿空间，

以支持女性工作与育儿的复合活动 [13]。例如 ：美国天使之翼

（The Wing）联合办公空间致力于提供一个完全以女性为中

心的共享工作空间，其中增设的小小翼（The Little Wing）

区域，是由儿童看护师监管的儿童区 [14]，旨在为工作女性提

供儿童保育服务。日本东京市丰岛区市民中心也于 2019 年

配备了爸爸妈妈亲子家庭中心（Papamama Spot）免费暂托

幼儿服务，以支持育儿父母的外出活动。该中心通过更细化

的空间分隔与更中性的空间色彩使用，推动育儿空间的去性

别化设计，确保不同性别育儿者的和谐共处。

1.2   女性友好型交通空间设计
女性与男性在交通出行上存在较大差异 [7]。基于其家庭

与社会的双重责任，女性出行需求与目的都更复杂且时常变

化，对交通空间的安全要求更高，夜间出行需要的安全保障

也更多。城市交通空间设计要满足女性出行的复杂化与安全

化需求。女性专用 公共交通设施的增设、换乘路径的优化、

街道空间的安全性设计与智能设施的应用，都有助于形成女

性友好型交通空间。

首先，在增加女性 出行的选择多样化与安全性上，常

见做法是设置女性专用公交车、地铁车厢、出租车等，并提

升交通站点的复合性，优化换乘路径（增加无障碍设 施如换

乘专用电梯等），从而满足女性携带婴儿车、大宗生活用品

时的出行需求。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地方

当局自 2015 年以来开设了女性专用公交车（MSB: Meri Seif 

Bus）。它通过灵活的线路组织与合理的运营时间设置，减少

换乘与等候时间，降低女性在公交车站遭到攻击的风险。日

本在地铁中设置了女性专用车厢，并在车站或商场设置女性

换乘专用电梯，促进换乘便利。墨西哥除设置女性专用地铁

车厢外，还在地铁站设立由女性工作人员组成的办公室，为

女性提供举报犯罪的安全场所，并推广由女性驾驶的专为女

性服务的粉色出租车 [7]。

其次，在增 强女性夜间出行的安全保障上，增加照明与

监 控设施，从绿化景观上改进街道空间设计，进而提高环境

的可视性和可识别性，重塑街道空间安全感。例如：韩国世

宗市第 2-2 区的女性特别设计区从智慧城市出发，创建了多

条“安全街”[6]。这些安全街在设计中加强了公共场所和行

走路线的视线通达程度，增加了照明和监控设施，以营造日

间与入夜后的安全步行环境。具体而言，在公园、人行道、

人行天桥下等开放空间增加 LED 照明；在绿色景观设计上，

采用避免视野遮挡的低矮树木和设施；在监控设备上，缩短

安全街的闭路电视安装距离，在路灯上安装安全警铃，同

时引入能够将视频和音频连接到城市综合信息中心的智能

设施。

1.3  女性友好型工作空间设计
以男性需求或无性 别设计为主导的办公空间一般以满足

工作、社交等单纯功能为主。规划师常采用男性空间设计思

维或不考虑性别差异，缺乏对职场女性心理、生理与行为方

式的关注。女性友好型工作空间则将家庭与办公室、育儿与

工作、办公与社交等功能及其相关空间复合在一起，遵循复

合功能的设计路径。具体实践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女

性的工作性质与环境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女性友好型工

作空间。

发达国家主要是在室内办公空间等正规空间实现女性

友好营造，关注工作与育儿功能的复合以及女性多元化需

求的满足。例如 ：美国天使之翼联合办公空间具有家的特

性（图 1），形成了客厅式办公空间，为女性提供灵活、开

放的私人工作场所 [15]。其设计特征如下。其一，设置儿童

区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双重责任。这一设置成为女性友好办

公空间常见的设计准则。例如 ：2021 年开始运作的韩国首

尔市女性家庭复 合设施（Space Sallim）也是一座混合了商

业和育儿等功能的女性工作中心 [16]，提供共享办公室和日

托中心等，方便女性在工作期间照顾孩子 [17]。其二，贴合

女性日常多元化需求，办公空间内复合了各类设施——浴

室、美容室、哺乳室、私密电话亭、迷你健身区、冥想区等。

其三，关注女性社交需求，如定期组织专业讲座、主题派对、

读书会和观影会等丰富活动 [18]。

图 1  美国天使之翼 联合办公空间设计
资料来源：https://www.dezeen.com/2017/12/04/female-co-working-club-the-wing-new-york-

soho-loft/

a“客厅式”办公空间 b 儿童保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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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由于存在更多非正规就业现象，女性

友好型工作空间的营造路径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更加关

注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例如莫尔兹比港的女性友好

型工作空间是位于室外的市场空间，其设计特征如下。其一，

女性工作空间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该市的市场摊贩中女性

约占 80%，有 55% 在市场遭受过性暴力 [19]。莫尔兹比港通

过改善市场基础设施，为这些女性商贩提供了安全便利的工

作环境，包括设立新派出所，翻修市场摊位，提供清洁饮用

水，改善照明和卫生条件，建造公共厕所等。其二，同样注

重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问题——该市为女性摊贩的年幼子女建

造了一座游乐场 [20]。

1.4  女性友好 型配套设施设计
除了育儿、交通、工作等需求外，女性日常活动还会涉

及消费购物、休闲游憩、公共卫生等城市配套功能。与理性

的男性空间不同，女性空间的感性因素更强，因而在设计这

些配套设施时，需要在空间细节上加入感知式体验和艺术美

学效果等设计要素。

消费购物设施方面，可遵循混合多元、感知体验式空

间设计路径，形成女性主题的商场、购物街、宾馆、餐厅

等购物消费空间。可设置女性专用楼层，设计上突出精致化、

多样性和安全性以满足女性需求。例如 ：日本女性友好型

酒店、胶囊旅馆就设有女性专用楼层、女性专区或仅限女

性入住，提供母婴室、化妆间、按性别区分的休息室等软

硬件设施 [21]。

休闲游憩设施方面，通 过增加空间通达度并配合智能设

施，营造安全包容的交往休闲空间。例如：巴勒斯坦拉法市

的埃尔舒卡（Al-Shoka）社区利用数字技术与智能基础设施

设计了社区公共花园，使之具有充足的照明、视野清晰的步

道，提升女性安全感 [22]。同时，花园也考虑了女性的社交需

求，增设了可供家庭休憩、女性交流的专门区域，鼓励她们

进行更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公共卫生设施方面，一方面需要优化女性卫生间的设计

与建设水准，确保其步行范围可达、功能划分合理、需求全

面覆盖；另一方面，考虑到父母独自带异性孩子外出的情况，

在公共卫生间中应增加家庭卫生间的比例。例如：日本东京

丰岛区的公园公厕在进行改造前咨询了女性使用者的意见。

由于受访者认为公厕黑暗且肮脏，丰岛区对区内的 133 间公

厕进行了名为“开放式厕所项目”的全面翻新改造 [23]（图 2）。
改造后的公厕美观干净、舒适易用，配备有化妆空间和婴儿

座椅 [24]，其中的 85 座还被改造为艺术公厕 [25]。

1.5  小结
本文从城市空间的日常使 用角度，在微观空间层面上总

结国际案例经验如图 3 所示。

2  女性友好的城市规划典型案例

女性不仅是城市空间的使 用者，也应当是城市规划决策

的参与者。女性友好城市的形成，不仅需要从使用者角度出

发进行日常 生活空间的设计与营造 , 也需要从规划管理角度

图 2  日本东京丰岛区 公厕改造前（左）后（右）对比图
资料来源：https://times.abema.tv/articles/-/10009609

图 3  女性友好型城市空 间设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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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在不同尺度和层级的区域、城市、社区、场所中引入

女性视角，强化女性参与。下文从女性友好的城市发展目标

确立、决策参与以及规划准则设立与评价指标拟定三方面，

分析相关国际案例做法。

2.1  女性友好的城市 发展目标确立
纵观国外的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常用方式是通过公共政

策途径确立各种城市发展总体目标，将促进 性别平等的规划

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全球各地，这样的目标被赋予了各

类名称，如印度的性别包容城市、莫尔兹比港的女性安全城

市、日本的儿童和女性友好城市等。这些目标将性别观点纳

入城市发展计划和方案，并明确规划的关键领域及其责任单

位，促进各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协调。在印度，德里市于 2009
年实施了性别包容城市计划（GICP: The Gender Inclusive 

Cities Program）。该计划针对七个领域提出相应规划方案——

城市规划与公共空间设计、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共交通、

治安、立法司法、教育、公民意识与参与 [26]。类似地，莫尔

兹比港的女性安全城市计划也在 2011 年启动，是“无暴力

侵害女性安全城市全球计划”（SCGP: The Safe Cities Fre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Global Programme）的五大

创始计划之一。该计划通过多部门综合参与的方式 解决女性

安全问题——地方当局、女性组织、基层女性和其他社区伙

伴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干预 [27]。

目标确立后的落实也非常重要。这需要在规划实施阶段

加强各参与主体之间以及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以

确保目标的实现。例如：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以及不

同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韩国世宗市第 2-2 区规划阶段

设定的目标在实施阶段未能完全实现。更有甚者，这一女性

特别设计区规划还因偏离“常规”而遭到学校和公务员的抵

制。因此，规划当局需要在规划实施阶段与各方沟通，为参

与机构确定明确的界限和责任，并加强建设与运营主体之间

的合作。

2.2  女性的城市规划决策参与
女性遇到的城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缺乏参与城

市发展与空间规划的机会。所以，在女性友好城市的缔造中，

强化女性参与规划决策过程（尤其是决策上游），至关重要。

国外相关案例的主要做法包括完善女性参与决策机制、实施

女性安全审计策略，提高女性在关键决策中的影响力。

参与规划决策可以从最为基础的决策部门组建入手，鼓

励女性成员以主人翁、管理者身份参与项目提案及研讨。例

如：东京市丰岛区设立了丰岛 F1 理事会 [28]（图 4），将 F1
 世代①女性的意见纳入城市规划过程。一方面，鼓励女性成

员自主选题并展开调查研究以形成拟议项目，并将预算分配

给部分项目以推动其实施。另一方面，根据丰岛 F1 理事会

提出的“女性友好型城市对所有人都友好”的建议，该区成

立了女性友好城市发展科，并召开丰岛生活会议鼓励公众参

与社区规划。会上，居民、政府和企业共同思考社区发展，

稳步推进了全民创建社区的工作。

参与规划决策也可以从实用策略入手。如一些国际案

例中提出的女性安全审计策略，是一种基于女性安全的城市

规划参与工具 [29]。具体操作方式是由女性亲自体验与观察，

指出公共空间安全隐患，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例如：

印度德里自 2004 年以来对该市进行了多次女性安全审计。

2013 年，审计工具升级为以手机应用程序 [30]——女性用户

通过这一应用程序，可以根据照明、能见度、人口密度、治

安状况等对街道等公共空间进行评分。2018 年该程序在德

里已积累 5.1 万个数据点，还与规划部门合作，就如何使地

铁站、旅游景点、公共厕所等对女性更加友好提出了建议 [26]。

2.3  女性友好的城市 规划准则与评价指标
仅有女性参与规划决策与实践，只能确保个案式的女性

友好城市实践。想要广泛推广女性友好城市建设，还需从规

划制度层面将城市的女性友好制度建立起来，即设立规划编

制准则，拟定规划实施评估指标。

其中，规划编制准则作用于城市规划编制阶段，重点关

注公共交通系统和功能设施配套的优化。相关国际案例中，

韩国公共部门首度在世宗市第 2-2 区来试行女性友好城市的

街区单元规划准则（Guidelines for the District Unit Plan），基

本设计原则包括低层、混合使用、自然监控、功能重叠与集

图 4  日本东京市丰岛 F1 理事会会议 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 绘制

① 指 20~30 岁年轻群体。F1 融合未来（Future）和 F1 赛事的高效决策意象，象征通过年轻世代意见加速构建女性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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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1]（图 5）。具体做法是，公共交通方面，缩短公交站点

之间的距离，提高站点密度，将公交线路延伸至社区内部，

使得出行更加便利 ；道路规划方面，以步行友好化为宗旨，

区内实现人车分流，主要步行街贯穿社区中心，外部道路只

能环绕社区而不能通达其内部 ；公共设施方面，优化社区的

功能设施配套及空间布局——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设施（育儿

机构、商场、学校、公园等）在步行可达范围内，小学、初中、

高中和社区中心均沿主要人行道布置（图 6）。
其次，设立评价指标监测女性友好的城市规划实施。制

定一套与女性友好相关的核心评估指标并建立相应监测评估

系统，对确保性别包容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最有效的评估

指标是能够揭示女性态度或行为变化以及对项目满意程度

的指标。例如世界银行在 2017—2019 年女性友好项目中发

布的九个方面的示范性指标（Example Indicators from World 

Bank FY17-19 Gender Tagged），包括公共服务无障碍、出行

便捷灵活、安全与免遭暴力、健康与卫生、气候适应能力、

使用权保障、在项目决策中的代表性与参与度、职业包容性、

社会包容性 [7]，充分覆盖了上述最有效的指标。世界银行的

这一指标体系可直接应用或在适当修改后应用于各类项目。

2.4  小结
本文从规划与 管理角度出发引入女 性视角、强化女性参

与，在宏观规划层面总结国际案例经验如下（图 7）。

3  女性友好城市规划国际经验 的启示

通过上述从日常城市空间使 用到城市规划管理的国际经

验分析，本文从城市设计、总体规划与规划实施三方面梳理

了女性友好的城市规划路径，将女性友好理念及内容贯穿于

城市规划全过程，覆盖从整个城市到具体片区的各个空间尺

度，以形成综合的女性友好城市。

图 5  韩国世宗市第 2-2 区女性 特别设计区的基本设计准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 绘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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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韩国世宗市第 2-2 区女性特 别设计区场地及其周边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 绘制

图 7  女性友好型城市规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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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她们面对的现实困难，满足她们就业与发展的需求，帮

助她们减轻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责任或重担，才能形成一座在

各个维度、各个尺度都真正有利于女性社会发展与心理健康

的性别包容城市。

同时，本文的国际案例研究也揭示了城市规划实践中出

现的一些不足，如缺乏城市性别数据收集与分析 ；实施阶段

沟通不力，监测与评估不足；未能将提高便利性、安全性的

空间设计措施与挑战性别不平等的战略性规划相结合；等等。

性别包容的城市规划并不是一个要否定既有规划价值

观的激进替代方案，而是试图寻找一个同时包容男性与女性

需求的合理备选方案。女性的需求、知识和技能是城市规

划者以及整个城市有待开发的资源。女性在规划和设计时，

考虑会更加复合与多样，其思维是创建更包容、更平等和

可持续城市的有效途径。以女性乃至更多弱势群体的角度

出发，研究、审视和改造城市，是营造公平公正的城市环

境的必由之路。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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