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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十四五”开局之年，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被正式写入国家发展规划，

各地建设工作也将随之快速展开，然而

国内已有研究和实践却不足以为建设行

动提供支撑。结合国内儿童成长空间普

遍存在的公共服务、自然游憩、交通出

行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建议从纵向 （城

市、城区、街镇、社区） 和横向 （服务

设施、游憩场地、出行环境） 两个维度

构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要素体系，并

结合城市更新工作提出“十大微改造”

行动抓手，作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重

点内容。综合我国国情体制，提出建设

实施应在机制上注重自上而下统领，过

程中注重规划规范先行，组织上注重多

方携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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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the second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s needs

and perceptions. The Child-Friendly City is a brand-new urban development concept

based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s and needs. The provision of child-friendly spaces

contributes to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better growth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nd is one of the priority areas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friendly spaces,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ldren's growth spaces in China, it

proposes a new space system as well as action prior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friendly spaces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of child-friendly spaces with China's circumstances i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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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儿童权利保障源于1924年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日内瓦宣

言》）的诞生，1989年，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提出，保障儿童生存

权、发展权、参与权、决策权等四项基本权利得到了全球范围的广泛认同。1996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人居署（UN-Habitat）共同发起“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Child Friendly Cities Initiative，以下简称CFCI），建议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调动力

量创建适合儿童成长需求的城市和社区[1]，自此，众多国家和城市开始关注并推行儿童

友好城市的建设。

我国于1991年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但实际启动儿童友好城市的研究与实

践是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09年主办“创建儿童友好城市高层论坛”和2010
年起草《中国“儿童友好城市”的创建目标与策略措施》之后。如今，随着新时期中国

城镇化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城市发展重心由量向质、城市建设从“工程

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变[2]，“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结合

“全龄友好”让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将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感受[3-4]。在此背景

下，2021年国家发改委联合22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 [5]，标志着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目标下的全新风向标，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对儿童健康成长期许的美好寄

托，必将开启我国新时代人本发展模式下城市建设的全新实践[6]。
为儿童提供适宜成长的城市空间，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及我国出台的指导文件中都予以高度重视[5，7]，都特别关注儿童成长的空间

74



行动导向下的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重点与实施路径建议 张 菁 刘昆轶 余 波 马晨吴炜 郑 铄

需求，因为友好空间包含了与儿童日常

生活、健康成长与发展最密切的各类服

务设施与空间环境。友好空间的建设最

具有实效性，是能让百姓、儿童直接切

身感受和体验到的直观改变。然而，由

于各地需求的复杂性、空间的多样性、

技术的专业性、运营的经济性，空间建

设也是最难实现的领域之一。本文从我

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时代意义出发，

结合已有研究和实践剖析现状儿童成长

空间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试图从空间

建设的内容建议、实施路径两大方面提

出综合建议，以促进我国儿童友好城市

的有序、高效建设。

1 我国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综述

1.1 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理论综述

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理论研究

起步较晚，前期以翻译外文文献为主，

21世纪后以儿童游戏为切入点，构建

“儿童”与“空间”的关联，并逐步向其

他城市空间类型拓展[8]。在中国知网以

“儿童友好”与“空间”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共有 337 篇文献，发表时间为

2005—2022 年 10 月 （图 1）。 其 中 ，

2005—2015年仅19篇文献，研究对象主

要为居住区户外空间与城市开放空间，

重点关注户外环境与游戏场地，如

TERTILT等[9]提出城市化进程挤压儿童玩

乐空间，应在城市规划中对其类型、质

量予以保障；2014年，国内开始出现社

区层面儿童友好空间设计研究，如刘子

粲[10]以儿童作为社区空间设计主体，进

行一系列社区空间规划、建筑和环境的

探讨。2016—2022年文献数量快速增加，

研究对象逐步向公共空间、城市公园、

街道空间、户外活动空间等多种类型延

伸（图2），并于2017年开始出现城市层

面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规划探索，如高

亚琼等[11]对长沙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

规划策略与实施路径探索，邱红等[12]对
北京儿童友好型规划的体系设计与路径

探索。

国内已有理论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

明显不足：一是大多聚焦单个类别的儿

童友好空间建设与改造提升研究，缺乏

综合性、系统化的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

设的体系构建。二是缺乏城市各类儿童

友好空间与设施建设标准，仅付冬楠[13]

对儿童友好空间的相关标准进行梳理，

并建议构建标准、指南、导则互为支撑

的新标准体系。

1.2 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实践综述

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实践历程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设理念、

价值观的引入与少数城市先行探索阶段。

2006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在

我国推广儿童友好城市建设。2015年开

始，国内少数城市开始探索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其中长沙、深圳走在全国前

列，上海、北京、成都、武汉、南京等

城市陆续跟进。二是全面启动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实践行动阶段。2021年 3月，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

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城市规划，并将

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列入“十四

五”期间的重大工程。2021年10月国家

发改委联合 22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这标志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步入全面

推广的新阶段。随后，重庆、杭州、苏

州、福州、广州、保定、温州等多个城

市根据文件要求，陆续发布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目前全

国第一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正在申

报遴选过程之中，未来各地实践行动有

待进一步推进。

国内先行探索城市的建设实践具有

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建设内容不同，

其中，深圳、长沙建设内容系统全面，

其他城市大多重点关注社区层面儿童友

好空间建设。二是实施路径不同，其中，

深圳[14]、长沙更加强调自上而下引领，

上海、成都更加注重自下而上推进，北

京 则 是 强 调 双 向 互 动 形 成 合 力[15]。
见表1。

图1 2005—2022年10月“儿童友好”与“空间”关键词检索的历年文献数量
Fig.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with "child-friendly" and "space" as search words from 2005 to October 2022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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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2022年10月“儿童友好”与“空间”检索文献主要主题前30位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30 main themes of publications from 2016 to october 2022 with "child-friendly"

and "space" as search words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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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儿童成长空间建设的挑战

分析

聚焦儿童友好城市的空间建设包括：

一是要回答建什么，围绕哪些空间要素

展开，怎样更有针对性、系统性；二是

要回答怎么建，不同城市适宜采用什么

样的机制模式，如何更加有序、更有成

效地开展建设行动。无论是内容还是路

径，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在儿童成长空间

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核心挑战。

2.1 现实层面，成长空间挑战突出

从相关研究和现状调查的情况来看，

面向儿童友好，全国各类城市普遍存在

公共设施不足、游憩空间不足、出行安

全不足的突出挑战。

2.1.1 公共服务保障不足

在过去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

存在不少追求速度，忽视人本需求、人

本尺度的设施。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设

施更是如此，许多都是按照成人的标准

设计，儿童用起来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研究[16]显示，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博

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适儿化程度低，

普遍缺乏有趣味和独立的儿童空间，难

以扩大儿童参与例如人文阅览、场馆参

观、社会实践等校外生活的机会。2020
年北京市调查数据发现，近 70%的居民

认为幼儿园、小学、社区绿地是社区中

针对儿童的重要设施与空间[17]。然而，

许多地区由于老旧社区空间不足、存量

更新乏力、政府推动力不足等原因，在建

设实施过程中存在对规范标准“打折扣”

的现象，儿童托育服务、基础教育、医

疗保障等设施空间完成度低、供应不足。

另外，儿童活动和体验缺少专类性的设

施与场所用地保障，不利于广大儿童全

方位身心健康发展。

2.1.2 自然游憩空间缺失

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导致儿童释放天

性的“自然化”活动空间缺失，市中心

往往被快餐式商业空间所占据，而郊野

公园等自然空间中缺少独立的儿童活动

空间。这使得我国儿童的室外平均活动

强度和体力活动总体水平较全球平均数

值偏低。低龄儿童需要通过玩耍和冒险

来感知社会建成环境，获得身心成长，

而 12—18岁青少年更希望在就近的社区

中获得健身和运动的空间场所。然而调

查显示，我国仅不到1/4的在校生能维持

每日体力活动，超过 80%的学生久坐时

长超2 h，导致体质水平下降[18]，2010年
中国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15.5%，

2014年上升到 20.4%，2019年又继续上

升至24.2%[19]。研究发现，许多城市城区

现状公园绿地面积不足人均 5 m2，城市

公园和街角绿地中的儿童游憩设施也往

往呈现标准化、塑料化特征，缺乏生态

元素和主题特色，难以满足儿童体验、

探索、锻炼等多方面的活动需求。

2.1.3 交通出行安全性差

我国在道路建设方面以机动车为先

导，普遍缺少适合儿童的安全、独立、

趣味的街道空间，对儿童的独立出行造

成了极大影响，也导致交通安全成为仅

次于溺水的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的第二大

杀手。每年我国有超过 3.5万名 14岁以

下的儿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其中

超过 1.85万名儿童在交通事故中死亡，

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20]。研究显示，学

校附近的街道中儿童的流量较大，通行

频次较高，但实际停留比例与成人相差

不大[21]，23%的儿童希望放学后与同伴

在回家途中的街巷旁玩耍，但实际占比

仅为 11%[19]；北京在关于儿童无障碍出

行情况调查[22]中发现，80%的 12岁以上

儿童希望独立出行，然而实际出行比例

为 40%，其中多数原因均为交通环境不

安全。儿童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其独

立活动比例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

参与和融入城市生活。

2.2 指引层面，空间重点标准不一

国际方面，《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

册：为孩子营造美好生活》（以下简称

《规划手册》）更强调不同维度规划和营

造儿童友好城市，在空间方面只是分为3
个城市空间类型（住房、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空间），考虑到各国各地区经济、政

治、文化和发展条件的差异，2019年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出版的《构建儿童友好

型城市和社区手册》中并没有明确提出

儿童友好城市空间上的建设要求和评估

标准，而是鼓励每个国家在手册中提出

的五大目标指引下，灵活制定符合自身

特点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并分阶段

推进实施[15]。
国内方面，或考虑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惯、地域文

表1 5个代表性儿童友好先行探索城市建设要点梳理
Tab.1 Summary of five pilot cities that have explored child-friendly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城市政策文件整理。

城市

深圳

长沙

上海

成都

北京

空间建设
1.创新空间配置标准，计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和城市规划标准
2.推进儿童友好基地建设：街道、社区、学
校、学前教育设施、医院、图书馆、公园、体
育公园、体育场所、出行系统、实践基地、母
婴室等
3.拓展儿童友好服务阵地和活动平台：市妇儿
大厦、区级儿童活动阵地、基层儿童服务阵地
和活动平台
1.建设儿童友好示范空间：社区、校区、企
业、街区
2.完善儿童学习空间：编制中小学、幼儿园专
项规划、研学实践地图、儿童通信录
3.拓展儿童生活空间：母婴室、儿童友好微信
平台、社区妇女儿童之家
4.优化儿童出行环境：学校周边爱心斑马线、
儿童安全报警系统、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1.儿童友好街镇（儿童服务中心）
2.儿童友好社区（儿童之家）

1.儿童友好社区（儿童之家）

1.通过专项规划明确要求：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公园绿地；
2.通过技术规范细化指引：交通枢纽、中小
学、医院、母婴室

实施路径
1.做好顶层设计：市级制定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区级细化
行动计划
2.制定建设标准：市级编制儿童友好型社区、图书馆、学
校、医院、母婴室、出行系统、公园等建设指引，区级探索
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南等
3.强化政府统筹：市委市政府牵头，妇儿工委发挥组织优
势，协同多部门推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
4.创新合作运营模式：政府协调土地或场所，企业等社会主
体出资建设运营

1.纳入顶层设计：目标共识写入城市战略规划、总体规划，
编制市级行动计划
2.制定建设标准：编制案例赏析，总结“长沙儿十条”，开
展行动导则、规划导则研究
3.多方共谋共建：六大治理主体横向联动（行政、社区、学
校、企事业、公益组织、媒体）、三大实施主体纵向深入
（市级—区县—街道）

1.从“儿童友好社区”走向“儿童友好城市”，通过试点一
个项目，形成一部导则，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和规范性标准
1.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与联合国儿基会
建立“儿童友好家园”，为成都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打下
基础
2.市妇联群团组织倡导为主，社区广泛参与

1.将“儿童友好”理念在规划及规划实施中层层落实
2.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鼓励基层探索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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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巨大，《指导意见》仅从大方向上

原则性地明确了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六

大方面，即推进城市公共空间适儿化改

造、改善儿童安全出行体验、拓展儿童

人文参与空间、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开展儿童友好自然生态建设、提升灾害

事故防范应对能力等。但具体建设哪些

内容、怎么建，以及建设的深度、细节

要求等，尚无明确标准或要求。

2.3 操作层面，实施路径尚在探索

从实施主体来看，目前我国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涉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个人等多个主体，各地在探索过程中采

取了差异化的组织方式。并且，随着我

国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可预见

未来政府将会成为众多项目的投资主体，

但依赖政府的长期财政性投入将难以

持续，需要充分激发和释放社会组织

参与的活力，尽快探索出高效持续、适

宜推广的组织模式。从实施路径来看，

国外都要经过“成立地方指导委员会—

编制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在城市空间

和社会领域付诸实施-促进儿童深度参

与-动态监测和评价-完善相关法律、资

金和制度保障”这一完整过程[23]。但是

我国儿童友好在顶层框架构建、建设、

认定、评估、监测、制度保障等各方面

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探索仍然任

重道远。

3 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内容

建议

随着“十四五”期间我国 100座儿

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

全国层面亟须尽快明确指导儿童友好城

市空间建设的重点和路径，以便能更有

成效地推进该项工作。

3.1 构建体系：建议从两个维度构建儿

童友好空间的要素体系

3.1.1 纵向维度关注不同空间尺度：城

市、城区、街镇、社区

儿童友好城市的空间建设应该从儿

童不同年龄段的活动特征出发，关注不

同尺度的分层分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加，儿童户外活动体现出不同的空间尺

度特征。比如，0—6岁儿童的活动范围

为门前楼下的街坊范围（0—300 m，5分
钟生活圈），主要在社区内参与游戏、休

闲、托育等活动；6—12岁儿童的活动范

围为街区范围（0—1000 m，15分钟生活

圈），主要开展上学、游戏、运动、邻里

交往等活动；12—18岁儿童的活动范围

为城市（城区）范围，该年龄段儿童更

多选择独立或与同伴一起开展一些学习

实践、休闲运动、文化艺术、社会交往

等活动。这样，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儿

童需求，可以明确每个层级内儿童友好

空间的建设内容和重点，增强儿童在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服务设施等方面的

舒适度和幸福感[24]。实际上，这样按年

龄分类的尺度层级体系与我国城市自身

行政管理体系也基本相对应。城市各项

公共建设和资源配置都是围绕不同行政

层级（城市、城区（县）、街镇、社区居

委）展开的，每个层级都有自身的财事

权责，这也构建了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

体系。而且，未来儿童友好空间的创建、

申报和评估单元也是可以依从这样一个

层级体系来开展的，结合申报主体的不

同，可以形成儿童友好城市、儿童友好

城区、儿童友好街区（对应街镇层级）、

儿童友好社区等多层级的范式单元。不

同的层级的建设内容虽有自上而下的贯

穿，但管理重点和深度各不相同，因此

可以结合不同的行政层级（城市、城区

（县）、街镇、社区居委）形成不同的建

设要点，分门别类凸显重点，并形成与

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特征相匹配的标准

体系，让各层级建设主体有的放矢、有

据可依。

3.1.2 横向维度关注不同空间类型：服

务设施、游憩场地、出行环境

梳理联合国《规划手册》、发改委等

部门《指导意见》，以及我国部分城市儿

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关注要点（表 2），发

现相关分类各不相同，主要包括服务空

间、公共空间、自然空间、学习空间、

生活空间、出行环境以及灾害事故防范

应对能力等多个方面。为了应对我国儿

童成长空间面临的“公共服务保障不足、

自然游憩空间缺失、交通出行安全性差”

等突出问题，并结合横向行政主管部门

的事权划分，建议将儿童友好空间关注

点聚焦在服务设施、游憩场地和出行环

境等3大类型。这3类空间要素几乎涵盖

了儿童日常生活中与其最为密切的活动

场景：公共服务设施包含了幼儿园、学

校、图书馆等儿童基本服务设施，也包

含医院、文化、体育、商业等其他使用

频率较高的服务设施；公共游憩场地则

包含儿童接触自然、游戏运动、交往休

闲等活动相关的一切室外开敞空间，如

游乐场、公园、广场、绿地等；交通出

行环境包含儿童外出过程中会使用的城

市道路、交通标志、公交、场站、停车

点等所有交通场景。当然，除了这 3类
主要空间，还需关注面向灾害事故防范

的公共安全空间。

通过纵、横两个维度的叠加，可构

建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与管理的框架

体系。纵向维度侧重管控、评估视角，

可结合现有行政管理层级和未来的评估

体系，可形成不同层次儿童友好空间建

设应配置项目的标准体系；横向维度侧

表2 联合国、我国发改委及部分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关注要点梳理
Tab.2 Development priorities for child-friendly cities identifi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and selected Chinese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城市政策文件整理。

城市/文件名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
子营造美好城市》
国家发改委联合22部门《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
《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 （2018—
2035年）》
《长沙市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成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2021—
2025年）》

《杭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苏州市儿童友好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关注要点
住房和土地权属、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游乐场、
广场、公园）
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安全出行体验、人文参与空间、
社区、自然生态、灾害事故防范应对能力
服务空间、公共空间（公园、广场）、自然空间（森林、
郊野公园）

公共空间、学习空间、生活空间、出行环境

社区、公共空间、自然环境

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实践基地、学校、社区、灾害事
故防范应对能力
安全街道、社区生活、公园绿地、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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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设要求、使用场景视角，可形成针

对不同类型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方法的标

准体系。纵向每个层次都涵盖横向的各

类空间场景，都有各自在公共服务设施、

交通出行环境、公共游憩场地等 3类友

好空间的配置要求，例如社区层次关注

社区级儿童服务设施（托育服务、幼儿

园、儿童之家等）、社区级出行环境（出

行路径、学径等）、社区级游憩场地（游

园、口袋公园、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等）。

3.2 聚焦行动：建议从现实操作层面形

成卓有成效的建设重点

体系的构建属于长远的系统性考虑，

而当下急须能够破解成长空间挑战的实

践抓手，需要在地方财政支出有限的情

况下，最大限度地体现儿童友好空间建

设成效。因此，一方面应充分结合完整

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微更新等已

开展的各类城市建设和更新活动，将儿

童友好理念纳入其中，因地制宜地推进

各类空间适儿化改造；另一方面需要充

分结合各地儿童成长空间现状调查评估，

从现状问题的紧迫性出发，有针对性地

补齐儿童友好空间的建设短板。

本文着重针对我国儿童成长空间建

设的普遍问题，兼顾各地经济水平与文

化习俗特征，聚焦服务设施、游憩场地、

出行环境3类空间梳理了“十大微改造”

行动，可供各地结合城市更新工作切实

推进，提升城市既有成长空间和设施场

所的儿童友好度。

3.2.1 建设关爱成长的公共服务设施

开展“母婴空间”行动。对母婴、

儿童使用频率较高 （建筑面积超过

1万m2或日人流量超过1万人）的公共服

务场所，增补建设母婴室、第三卫生间、

儿童厕位以及儿童洗手池等服务设施，

让儿童们都有尺度适宜、方便舒适的专

属空间。

开展“普惠托育”行动。结合国家

“三孩”政策，建议参照《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在社

区层面推进托儿所建设，增加或增设婴

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地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缓解“生易养难”的矛盾。

开展“课外学堂”行动。结合社区

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等开设儿童自习

室，提供安全健康的校外学习场所；鼓

励学校与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等城

市公共设施共建校外学习基地，通过沉

浸式的艺术体验提升儿童美学修养。

开展“城市阅芽”行动。结合城市

公共图书馆及社区图书室等阅览设施设

置儿童阅览区，建设儿童流动图书馆或

自助借阅图书柜，提供更便利的阅读服

务，为儿童创造可以体验阅读乐趣、培

养阅读习惯、探索知识的学习空间。

3.2.2 建设自然有趣的公共游憩场地

开展“花园农场”行动。针对现有

社区绿地或废置空间进行改造，通过植

物种植和园艺景观打造，为儿童提供亲

近自然、探索自然的体验场地。结合迷

你菜园、花卉步道、树皮沙坑等活动空

间，举办自然教育、手作工坊等活动，

寓教于乐、融教于野。

开展“游戏角落”行动。结合现有

社区绿地或废置空间进行改造，增设儿

童游戏玩耍、交流休憩的空间场所，提

高儿童日常游憩活动的便利性和多样性，

也提升现有儿童生活空间的环境品质，

让孩子挥洒天性、快乐成长。

开展“社区球场”行动。参照《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2018），结合社区现有公共空间和资源，

因地制宜增设各类体育运动场地，为儿

童创造多样的锻炼机会。

开展“自然营地”行动。结合既有

郊野公园，建设自然露营地、野外树屋

等多功能活动驿站，提供适应各年龄段

的非硬质化、主题化步行路径和冒险探

索空间，开展科普教育、自然体验等主

题活动，重建儿童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

3.2.3 建设安全友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开展“舒心校门”行动。针对各地

普遍存在的校门周边上下学交通拥堵、

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应结合学校周边交

通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分时管制、动

静分区、稳静降速、临停港湾等一系列

适儿化改造措施，为儿童创造安全舒心、

活泼童趣的通学环境。

开展“彩虹学径”行动。结合城市

慢行空间系统，建设连接学校、幼儿园、

共享图书馆、社区活动场地、社区服务

设施等儿童主要的活动空间的学径网络，

保障儿童能够更安全、更便利、更快乐

地到达各类活动空间。

4 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实施路径

建议

明确了空间建设的体系框架和重点

行动，并不意味着建设实施就轻而易举

了。相反，面对复杂的权属、多元的需

求、高昂的成本、持续的运营，实施往

往是最难推进的环节。综合我国的国情

和体制特征，认为各地在探索特色实施

路径的同时，应在机制上注重自上而下

统领，过程中注重规划规范先行，组织

上注重多方携手联动。

4.1 自上而下统领，实施机制有保障

建议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统筹协

调各方力量，形成以满足儿童需求为出

发点和目标的整体机制。一是由于儿童

友好空间建设涉及多类设施场所、多层

行政管理主体、多方社会组织与参与机

构，需要依靠政府强大的调配能力来统

筹协调各方资源；二是由于儿童友好空

间建设是一项持续性的投入，需要政府

的长期支持；三是由于儿童属于容易被

忽视的弱势群体，需要依靠政府的号召

力、公信力来建立责权绩效机制。并且，

基于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特征，政府主

导更容易为建设工作带来成效，如深圳、

长沙之所以成为国内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推行较好的城市，都离不开政府的统领。

深圳市政府长期以来高度关注儿童

友好发展理念，在党委领导下成立儿童

友好型城市专项工作小组，并由副市长、

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任组长，市

相关单位及各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领

导为成员，牵头建立全市的工作统领机

制。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组

织优势，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激励机制和

调研督导机制，定期对行动计划的推进和

实施情况开展调研总结，并定期向上汇

报、向下通报。各区结合实际，落实属地

责任，研究制定相应工作机制和配套措

施，认真抓好落实。各部门落实主体责

任，各司其职，把儿童友好与各自职能

有机结合，融入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实

施，做好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并定期

向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提交进展情况

报告。在投入保障方面，各区各部门将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关经费列入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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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有针对性地落实经费投入，保障各

项目有序实施。

4.2 规划规范先行，建设行动有指引

儿童友好城市的空间建设是涉及全

域多空间要素的复杂系统，在建设实施

之前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应该有全面充

分的调研评估，针对地方突出问题和特

色优势，结合资源条件分析研究，明确

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目标，并基于此形

成兼具系统性和时效性的行动策略，以

确保整体建设实施能更加有序、有效地

开展。因此，一是要鼓励编制总体层面

的儿童友好总体规划、战略规划或行动

规划，通过规划统筹，实现各项资源和空

间的协调利用[25]，能够更好地在全市层面

达成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共识，明确时序

上的分期目标、空间上的策略重点、实

施上的行动路径。二是鼓励通过中观层

面的专项规划与相关规划上下衔接，将

儿童友好理念贯穿于城市各层级的法定

规划中。三是各地应积极研究总结儿童

友好空间建设和改造的方法体系，通过

制定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建设标准，

将实践积累成地方范式，并加以推广

实施。

深圳是我国较早提出建设“儿童友

好型城市”愿景的城市[26]，在 2015—
2020年实践探索的1.0阶段，以《深圳市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2018—
2035年）》《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各区深化

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行动计划》）为引

领，聚焦社区、图书馆、学校、医院、出

行系统、公园、母婴室、实践基地、儿童参

与等 9个领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并出台了相关建设指引。2021年之后深

圳市进入实践探索的 2.0阶段，发布了

《关于先行示范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意

见（2021—2025年）》《深圳市建设儿童友

好 型 城 市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
年）》 [27]。在空间上，提出加强刚性管

控，将儿童友好城市空间的建设纳入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提出由

点到面、系统性建设各类儿童友好基地、

儿童友好服务阵地和活动平台。2021年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圳市“率先创

建儿童友好城市”经验做法47条清单向

全国推广；2022年 5月，深圳市发布全

国首个 《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指南》。

4.3 多方携手联动，共建共享有成效

除了政府层面的自上而下的统筹和

协调，儿童友好空间建设还应加强整个

过程的多方参与协作，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儿童参与”的携手联动模式，

以形成更高的建设成效。在这个建设模

式下，鼓励社区、学校、企业、公益组

织、人才团队、媒体、儿童等不同主体

在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下，积极参与社会

共治与[28]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工作。政府

加强引导宣传，做好政策与制度设计，

统筹资金安排与实施计划，更为关键的

是，要搭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合作平

台，形成儿童友好空间的共商共建共享

机制；各种社会组织、企事业主体作为

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全程参与和重要支

持方，在空间建设的参与过程中，为项

目行动提供场地、智力、资金等资源支

持；规划师、设计师、专家、学者构成

的人才专业团队是具体建设项目的主要

参与者，通过专业技术工作整合各参与

方诉求，形成建设方案；儿童与社区居

民作为友好空间最后的受益主体，也应

在空间建设的构思、设计、实施、评估

的全过程中充分参与，承担建言献策、

合作支持的主人翁角色。另外，除了多

方共同参与前期建设过程，还应强调后

期全过程运营的多方参与，探讨能够让

政府、企业、专家、儿童等不同主体长

期参与儿童友好空间共享、共治的长效

机制。

深圳市提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

的行动原则，构建了一套项目开放申报

机制，倡导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形成政

府主导、社会协同、儿童参与的合作机

制。如：深圳“红树林博物馆”由宝安

区政府提供空间，欧家村集体捐资，万

科基金会建设运营；福海街道将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一层开辟出场地，引进市场

主体负责建设运营，打造集文化、艺术

和科技体验于一体的创新儿童体验

空间[19]。

5 结语

儿童成长空间承载了儿童日常生活

与健康发展需求，城市空间儿童友好化

寄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系着

每一个儿童的日常生活与健康成长。建

设儿童友好空间是落实新时期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能为孩子

们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我们就是为

所有人建设了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正因

为此，“十四五”开局之年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被正式写进国家发展规划，各地儿

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工作也将随之快速

展开，全国层面亟须明确儿童友好城市

空间建设的行动路径。在此背景下，尝

试对儿童友好城市的空间建设内容与实

施路径开展系统性探索。建设内容：面

向长远考虑，建议纵向围绕城市、城区、

街镇、社区等4个空间尺度与行政管理层

级，横向聚焦服务设施、游憩场地、出行

环境等 3大空间类型，通过纵、横两个

维度叠加，搭建我国儿童友好空间建设

与管理的内容体系；聚焦眼前需求，建

议依托各地城市更新工作，结合服务设

施、游憩场地、出行环境等 3类空间提

出“十大微改造”行动，助力快速提升

城市既有成长空间和设施场所的儿童友

好度。实施路径：考虑我国国情体制，

建议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统领机制；通

过城市的战略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建设指引或

指南的编制，有序指导行动推进；构建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儿童参与的携手

联动模式，让社会各方持续参与儿童友

好空间的共建、共治和共享，形成机制

有保障、行动有指引、建设有联动的高

效实施模式。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

展、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操作

时还需要对建设内容体系与实施路径进

行因地制宜的深化与调整。展望未来，

希望能够针对建设内容展开进一步研究，

拓展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的指引标准

与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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