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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弹性治理策略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　胡　畔，张　筠，程嘉璐

[摘　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高质量、多样化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服务人本化水平的重要内容。
社区作为城乡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文章指出当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还存在静态规划
建设标准和管理方式与社区动态需求不匹配，普适化供给模式与不同区域社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匹配，以及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事件的空间韧性不足等问题。同时，以南京市为例，针对其社区发展的实际问题，分别从全周期、全域空间治理以及多
情景风险治理3个视角分析了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特征，提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应从强化时间弹性动态
调控供给重点、强化空间弹性精准匹配供给模式、强化情景弹性灵活转变治理方式3个维度入手，实现由“刚性”管控向“弹性”
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弹性供给；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治理
[文章编号]1006-0022(2023)03-0044-07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胡畔，张筠，程嘉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弹性治理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规划师，2023(3)：44-50．

Research on Spatial  Resilient Governance Strategy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 Case of Nanjing City/
Hu Pan, Zhang Yun, Cheng Jialu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s the key content to achieve the refined and human-
oriented of urban manage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and rural life, the community i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 static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do not match the dynamic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e universal supply model does not match the diverse and individual needs of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ublic insufficient resilience of event space, etc.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in-depth community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supply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ull-cycle governance, 
whole-reg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multi-scenario risk governanc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dimensions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rigid control to flexible governance: strengthen 
time resilience and dynamically adjust supply priorities, strengthen spatial resilience and accurately match supply models, and 
strengthen situational resilience and flexibly chang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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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问题：一是自上而下按规模的普适化供给模式
难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二是静态
化的规划方案、配套标准和管理措施难以充分应对社
区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空间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空间不仅要作为承载着各类硬件
配套设施的物质空间，还要保证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
空间关系的整体优化发展[1]。在物质、社会两重空间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质量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时期，公共服务的全面发展
对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作为城乡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
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在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社区尺度空间治理的重要性越发突出。
然而，目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面临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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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社区
空间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区的不同发
展阶段，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层
次会随之提升，需求结构也会随人口结
构的变化而变化，而受到居民需求变化
的影响，社区每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核
心问题也不同。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不能仅仅是简单的供给，还需要针对居
民需求的变化做到有弹性、有兼容性地
供给，并随着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
调整。从弹性供给的视角出发研究社区
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治理问题，对于解
决社区各个发展阶段的核心问题、培育
社区空间活力、营造高品质社区环境，
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研究进展

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研究中，
关于社区发展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偏好、
居民个体特征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关系
的研究较多，且相关研究的关注点逐渐
从普适性、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转向多层次、分类型的多样化社区需求。
从2002年到2022年我国的相关文献统
计可以看出，对于社区生活圈等微观尺
度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而针对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重点则开始由均等
化转变为强调高质量、精细化，研究对

象呈现出从单一空间规划、设施配置向
多元空间治理转变的趋势(图1)。

1.1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及标准
逐步纳入弹性发展内容
培育全年龄段学习成长的社区空间

并兼顾不同年龄、职业人群的活动需求
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的重要性不
断提升。设施配置标准相关指标的确定
逐渐从“以地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
心”[2]，更加注重精准化配置，在配置中
统筹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人口变化情
况，以加强设施配置的针对性、精细化
和弹性化 [3-4]。例如，针对不同类型人群
和不同的社区空间提供差异化的社区公
共服务 [5]，研究居民需求随年龄变化的
特点等 [6]。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多
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标准的
制定方向趋向精细化和多样化，并吸收
了全周期、全域空间治理理念。例如，《社
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
2021)区分了不同发展阶段社区的工作重
点，分类引导不同地区的社区建设。国
外的研究则进一步聚焦于城镇化后期高
密度城市中心区 [7]、城市更新地区的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情况。

1.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由普惠
型向提质扩容型转变
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

从“有”转变为“优”，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的研究除了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和全覆盖、强调社会发展的公平性，
对提升型、改善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关注
度也在不断提升，普惠型非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普惠型非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目标在于满足人们
更高层次的需求并强调提质扩容。随着
“一老一小”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老人、
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成为国内外社
区公共服务研究的重点对象 [8-10]，并引发
了学界对“老龄社区”“儿童友好型社区”
等话题的关注 [11-12]。此外，大城市外来
人口比例的急剧上升也使得人口构成和
居住形式趋于复杂化，导致社会结构和
设施需求结构的进一步重构 [13]。满意度
水平研究的主要对象也转变为新移民聚
集区和保障型社区 [14-15]。

1.3　社区公共服务实践关注代际
交往与精细化治理
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维度逐渐从物

质空间向社会空间拓展，社会交往需求
成为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的主要需求
之一。“社交和体育活动”“社区生活
设施和服务”“社会联系和网络”“干
净宜人的环境”是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
施和公共空间要求最高的四类需求 [16]。
同时，关注代际交往也成为社区建设实
践的重要趋向。例如，日本丰四季台社

图1  2002—2022 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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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建成时间 入住率 人口结构 周边商业环境

雏形建设期 ＜5年 30%～＜50% 数量少，类型单一
成长成熟期 5～ 20年 50%～＜70% 混龄特征明显 数量多，类型多样
衰退分化期 ＞20年 ≥ 70% 老年人居多 数量多，类型多样

表 1  住宅小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区鼓励混合居住，通过合理设置商业、
住宿、公共服务设施的比例，使社区既
适合老年人居住也适宜年轻人居住；法
国的比乌尔社区通过建设代际参与食堂、
居住区，促进代际交往；荷兰代文特市建
造了“退休村”，通过给学生提供免费住
宿的方式换取学生每月为老年居民提供
30小时的帮助，这种老年人与学生的互
惠模式有助于发展人际关系，缓解老年人
的孤独感；新加坡海军部社区综合体通过
建设垂直村落，促进功能空间的交叉和多
样性，加强了多代人之间的联系。

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弹性治理
特征

当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发
展由从静态走向动态、由单一走向多元
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从弹性需求的角
度着手，重新审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治理的策略，以期为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2.1　相关概念辨析
“弹性社区”概念最早由米勒提提

出，其将灾害防治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认为弹性社区应能够不借助外力，依靠自
身力量抵御极端事件并且不遭受损失和破
坏，不会减少生产力或降低生活质量[17]。
随后，弹性理论经历了从工程弹性、生态
弹性到社会经济弹性的变化。21世纪以
来，弹性研究开始聚焦于社会弹性 [18]，
联合国减灾署在2022年发布的《联合国
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中将“实
现治理转型，打造弹性未来”作为新形

势下的首要发展目标。社区是城市最基
本的单元，社区弹性也因此成为社会弹
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并衍生出区别于普
通社区的“弹性社区”概念。目前国内
外关于弹性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
韧性概念的识别和分析、社区的弹性特
征分析、社区弹性评估体系与测度模型
构建，以及建设弹性社区的新模式与策
略等方面。在弹性社区的特征方面，国
外学者重点研究弹性社区的恢复能力或
学习适应能力，国内学者则关注社会、
经济、制度、居民等要素对社区弹性的
影响 [19-20]。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爆
发后，国内研究将弹性服务、支撑协作
网络、公众参与等公共服务要素也纳入
了弹性社区的体系构建，进一步丰富了
弹性社区的内涵。

2.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弹性特征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治理以社区

物理空间、生活空间及虚拟空间为载体，
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参与，结合
“弹性社区”概念，本文分别从公共服
务设施供给的时间弹性、空间弹性和应
对风险的弹性三个方面对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弹性进行解读。
(1) 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具有时间

弹性。
不同的住宅小区由于其建设时间存

在差异，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会
发生变化。社区由不同属性的住宅小区构
成，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需要充分
考虑小区的时间属性。生命周期理论被广
泛地应用于城市以及社区的发展研究中，
如吴兵、赵万民等人根据城市的人口集聚

度、经济活力度、设施完善度等指标将城
市划分为萌芽、产生、发展、成熟、转型
等不同发展阶段 [21-22]；孙元欣在社区商
业研究中依据建筑形态、道路交通、人
口密度、居民消费结构等特征将社区的
发展阶段划分为雏形期、成长期、成熟
期和衰退分化期 [23]；胡畔等人结合入住
率将住宅小区发展阶段划分为建成初期、
发展期、成熟期 [24]。本文结合老旧小区
的定义即建成时间在2000年以前的小区
[25]，并根据人口结构与人口密度、设施
配套情况、周边基础设施完善情况等因
素，将住宅小区发展阶段划分为雏形建
设期、成长成熟期和衰退分化期三个阶
段 (表1)。社区的发展阶段的判定需要
结合内部小区的具体组成情况。
(2) 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具有空间

弹性。
社区所处的城市空间在建成环境和

公共配套设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社
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
2021)从分区的角度指出配套指标存在差
异性，要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建设目标、用地条件、人口
特征和环境特点，细化规划技术要求。
例如，对于新建地区、城市更新地区和
老旧小区提出需因地制宜的发展；针对
城镇居住区、城镇商务社区和产业社区
及乡村生活圈的设施布置，补充了就业
引导、住房改善、公共安全等基础保障
型服务要素。这些都充分表明空间差异
化发展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现实需求。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全域管控、

全要素管理成为空间治理的共识原则，
本文依据“全域空间治理”的理念，结
合国内部分学者对城市居民住宅区位的
选择及影响要素的探讨 [26]，分析了城市
中心区、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地区公共服
务设施差异供给的特征。其中，城市中
心的社区一般建成年代较早，人口密度
较高，各类设施建设空间有限但管理相
对完善；城市边缘区社区规模一般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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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 商业服务 社会服务 便民服务
( 基础型 )基础型 提升型 基础型 提升型 基础型 提升型

社区工
作站

文体活
动室

卫生服
务站

亲子活
动中心 菜市场 社区商业 共享办

公场所
公共活
动广场

老年人日
间照料室 社区食堂 托儿所 快递代收点

雏形建设期 △ ○ ○ ○ ○ △ ● △ ○ ● △ △
成长成熟期 ○ ○ ○ ○ ○ △ ● △ ● ● ○ △
衰退分化期 △ ○ ○ ● △ ○ ● △ ● ● ○ △

表 2  不同发展阶段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结构变化

注：供需比=实际供给量÷理想需求量，“△”代表供需比大于1.0，供给充足；“○”代表供需比为0.5～ 1.0，供给不足；“●”代表供需比小于0.5，供给严重不足。

图2  不同发展阶段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对比图

保障性住房比例较高，人口结构复杂且
流动性较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多滞后
于社区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心
城区；乡村社区作为全域空间的边界区
域和最后一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和治理中出现了诸多供需错位的问题。
(3)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需要具有应

对突发事件的治理弹性。
随着风险治理的重心不断下移，社

区成为抗击风险的前沿阵地。面对社会
风险事件，社区必须做好常态化风险管
理，以更强的韧性应对突发事件。社区
应对风险的弹性特征表现为社区韧性。
社区韧性的内涵包括物质空间的韧性和
社会空间的韧性两方面 [27]。具体而言，
物质空间的韧性包括空间韧性、设施韧
性和环境韧性，指社区中应急防疫隔离
空间、应急避险疏散空间以及各类公共
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应对突发风险
的能力；社会空间韧性包括制度韧性、
资本韧性和个体韧性 [28]，指社区的组织
结构、管理方式、经济活动以及居民的

意识、知识和技能。

3　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
关系特征分析

3.1　全周期视角下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的供需特征
从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来看，南京

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结构随着社
区发展阶段不断变化 (表2)。处于雏形
建设期的社区，托儿所、公共活动广场、
快递代收点等社会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
设施供给充足，而卫生服务站、亲子活
动中心、共享办公空间等提升型公共服
务设施的供给不足，存在较大缺口；处
于成长成熟期的社区，随着居民年龄结
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托儿所、老年人
日间照料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出现
不足；处于衰退分化期的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的供需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养老
服务设施和托育服务设施上，对于老年
人日间照料室、亲子活动中心的供给缺

口显著大于其他发展阶段的社区。
从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来看，随着

社区发展阶段的变化，托儿所、老年人
日间照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养老托育服
务设施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图 2)。从不
同阶段社区的需求重点来看，处于雏形
建设期的社区对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
需求差异相对较小，其中对菜市场和亲
子活动中心的需求较大；处于成长成熟
期的社区聚焦于“一老一小”群体的养
老托育问题，对于面向老年人和儿童的
社会服务设施及活动空间 (卫生服务站、
老年人日间照料室、托儿所、公共活动
广场 )的需求较大；处于衰退分化期的
社区对于老年人日间照料室、文体活动
室、亲子活动中心、社区商业网点的需
求显著高于其他发展阶段的社区。

3.2　全域空间治理视角下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特征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从城

市中心至城市外围呈现抛物线型(图3)。



48

城市中心区的社区包括老城中心区和新
城中心区。其中，老城中心区受先天条
件制约，早期建设时对该区域居民的需
求考虑不足，后期新增空间有限，因此
多采取空间的复合利用或与其他商业设
施共建共享空间的方式提高设施供给能
力。例如，南京市鼓楼区天津新村社区
与社区内的古林饭店共建会议室、办公
室；近几年出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
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新形式，整
合了现有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志愿
服务形式，凝聚群众、引导群众，并调
动多方力量，服务最基本的群众需求。
位于新城中心区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最强，该区域的社区室内外空间较为
充足，可提供的设施种类丰富，多采用
一体式社区中心会所或多点式社区服务
中心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南京
市雨花区翠竹园社区中心会所拥有完备
的娱乐活动设施和大型运动场馆；南京
市建邺区青奥社区文化交流中心内配有
书吧、网吧、茶吧、艺吧等功能区，这
些都是社区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
位于城市中心区外围的边缘区域(包

括城市近郊区和城市远郊区)，社区周边
商业、医疗配套设施供给能力不足，而
居民对社区内部设施依赖度上升，呈现
出社区内外部设施互为补充、综合服务
于居民的特点。社区内部供给的设施填

补了部分教育、商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
缺口，文体活动中心、社区工作站、社
区食堂等设施的数量较城市老城中心区
有所增加。其中，紧邻中心城区的近郊
社区，空间较为充足，建立了多点式社
区活动中心网络，如南京市浦口区路西
社区搭建了天华硅谷服务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慧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天华绿谷网格体验中心、党群中心等6
个活动阵地。同时，该区域也衍生出了
对环境舒适度有较高要求的康养社区，
包括老年公寓、适老用房、医院等设施。
距离城市中心区更远的远郊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进一步下降，整体
资源配置能力弱，各项设施均存在较大
缺口，针对儿童、老年的设施供给是主
要短板。
城市远郊区也存在着大量乡村社

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资源大多集
中在集镇，村庄内仅保留了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乡村居民习惯于以乡镇村落概
念划分自我属地，即使设施超过15分
钟步行可达的距离，居民心理仍认知该
设施为日常使用设施，社交心理距离划
分的设施等级取代了步行距离划分的设
施等级 [29]。此外，乡村社区中也存在大
量尚未纳入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却被村民
广泛使用的设施及空间，如合作社、为
农服务中心、产业服务设施等，同时还

存在设施配置与村民实际需求不匹配的
现象，产业策划超前引发的供大于求的
问题也导致乡村部分设施被闲置。

3.3　多情景风险治理视角下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特征
南京市的社区现状主要按照城市防

灾规划的标准配置避难疏散场所及医疗室
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区暴
露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储备能力不足以及
社区设施智能化程度较低等问题 [30]。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时，居民对
室外空间的依赖度上升，社区生活圈内
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而各种防控工作对公共空间的临时征用
又进一步压缩了有限的社区活动空间。
为应对这种情况，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
街道茶亭社区在听取小区居民反映的公
共交流空间不足的意见后，在街道公众
委员的带动下，将公共空间打造成多功
能的口袋公园，社区利用这些公共空间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防控宣传。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
常态化阶段，在社区人口规模大、人员
变动频繁的情况下，出入登记、手抄健
康统计、物流快递接收、人力舆情传达
等工作非常琐碎，加重了社区管理负担，
而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数量又严重不足。
为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以公共服务
设施智能化提升为基础的“平疫结合”
智慧社区建设方案逐步推广开来。例如，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村社区依托智能门
禁、智能监控、智能充电等设备搭建了
“莫愁红服”云平台，通过支付宝小程
序自动化社区信息收集流程收集相关数
据，将社区工作者从繁重的信息统计工
作中解放出来，并且在社区日常管理中，
智能化系统收集的基础数据也为社区的
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支撑。
高效的社区组织架构和科学的管理

制度是增强社会空间韧性的关键。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常态化阶段，社区

图3  城市不同区域的社区供给能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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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形成了“以社区居委会+物业为主、
志愿者+居民组织为辅”的社区防疫组
织架构，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作为社
区管理主体，主要承担信息告知、组织
动员、健康教育和环境卫生治理等工作，
居民志愿者则作为填补基层工作人员缺
口的后备力量。

4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的弹性
治理对策建议

4.1　总体目标思路
高质量、多样化的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供给应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聚焦时间、空间、情景三大维度，
加快由“刚性”管控向“弹性”治理转
变。一是要坚持因时制宜，提升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需求
变化的适配能力，实现面向社区全周期
治理的时间弹性；二是要坚持因地制宜，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应对不同地域的
外部资源环境和内部基础条件差异的供
给能力，实现面向全域需求的空间弹性；
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提升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的托底
能力，增强其平急转换的情景弹性。

4.2　规划、标准的重点优化方向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弹性治理能力主

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应注重全周期
引导，基于社区发展阶段增加配置指标。
例如，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将多
种类目标人群活动与需求特征纳入指标制
定原则。其次，应突出全地域适配，细化
分地域分类指标，落实居住社区建设最新
要求，结合地区实际特征细化指标体系和
推进措施。例如，对于城市社区的公共服
务设施，以用地面积折减的方式鼓励设施
共享；对于乡村地区则关注其特色设施的
配置，因地制宜地提出分类配置要求。最
后，应加强全要素支撑，特别是要完善健
康社区、韧性社区的建设标准。例如，自

上而下地建立包含空间和设施两方面内容
的健康社区、韧性社区评价标准，构建从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到联防联控治理的韧性
体系。

4.3　空间治理弹性策略
(1)强化时间弹性，根据社区内居住

区的发展阶段，动态调控设施配建和服
务供给重点。
处于雏形建设期的社区以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建设为重点，应完善区域内各
项配套设施，更加关注年轻群体对公共
服务设施的需求；优先保障卫生服务站
等基础型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适当增
加具有共享社交、共享办公属性的商业
服务设施。处于成长成熟期的社区以公
共服务设施提质扩容为重点，更加关注
“一老一小”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
完善托老、托幼等社会服务设施，一方
面可通过改造、翻新、扩容等方式提升
设施品质；另一方面可通过购买第三方
机构服务等方式拓宽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处于衰退分化期的社区以公共服务设施
的更新转型为重点，更加关注空间复合
利用和环境品质提升，一方面可以采取
相近功能设施综合配置、分时段预约使
用等方式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
设施的复合利用率；另一方面针对改造
资金缺口，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
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引
导专业经营单位和社区居民出资参与小
区改造。
(2)强化空间弹性，根据社区的地域

特征，活化空间功能，提升服务水平。
中心城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套以挖掘社区内外存量资源为重点，优
化公共服务管理模式。例如，充分挖掘
社区周边的低效商业空间，采取“政府
兜底补贴+普惠型适度收费”的形式共
建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借鉴“青年议事
会”“社区互助会”等模式打造社区互
助产品，丰富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城市

边缘区社区以提升内部服务品质为重点，
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重点推进社
区内部服务设施建设，复合设置养老托
育、医疗、体育休闲等功能。乡村社区
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充
分利用乡村的地域资源，通过构建服务
型合作社等方式补足乡村社区的公共服
务设施供给短板，充分活化利用宗祠、
寺庙等传统公共空间。同时，应关注城、
镇、村不同层级间公共服务设施使用和
管理的协调衔接，通过完善交通设施提
升片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3)强化情景弹性，依托智能化与信

息化，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以数字赋能为导向，把握社区服务

转型的方向与趋势，推动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首先，
加快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智能化建设，实
现基础数据的“一次采集、多方使用”；
推进社区联络平台的信息化，通过数字
平台提高社区管理人员与居民的沟通交
流效率。其次，以空间留白为支撑，通
过预留空间和复合利用空间应对城市发
展的不确定性，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空间治理的应变水平，强化设施的复合
利用程度。例如，在社区医务室预留隔
离空间，打造健康监测的应急服务点；
增加口袋公园和公共阳台等活动场所，
并预留临时改造为应急服务、物资分配
场地的空间。最后，以党建为抓手，调
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提升社区公共服
务空间治理效能。例如，通过红色管家、
红色楼栋长等制度促进基层力量深入社
区；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建立志愿服务队，为社区
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精准服务。

5　结束语

居民作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
主体，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当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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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将面临更加
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 [31]，规划师需要
以一种包容的价值观来拟合社会的多重
需求。本文从弹性视角出发，提出3个
维度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治理策略，
希望能够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框
架和技术标准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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