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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核心家庭为例，探讨紧凑型住宅平面尺度的两个主

要影响因素：家庭生活行为的细分对尺度变化的要求，现代

家居产品的尺度导致的空间尺度变化．通过家庭生活行为的

解析、行为单元的尺度分析以及行为的组合三个渐进的分析

步骤，探求面向核心家庭的中心城区紧凑型住宅平面不同层

次的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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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当前

中国城市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面

临着巨大的能源压力，人多地少，城市土地资源稀

缺，要求传统的住宅建设方式由粗放单向型、外延扩

张型向集约循环型、内涵挖潜型转变，建设高效紧凑

型城市住宅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城市房地产市场过

热导致市场失衡，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受经济利益驱

动，致使大量大套型住宅涌入市场，中心城区住宅内

部空间利用率偏低、受众面偏小的问题比较突出．

中心城区因其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城市生

活、密集的就业岗位等因素，是城市居民理想的定居

地，而中心城区土地供给的稀缺性与大量的市场需

求形成反差．随着城市住宅价值的区位差异日益明

显，中心城区住宅总价过高，限制了对中心城区住房

消费的受众．事实上，大量中心城区的就业人群如能

选择在邻近就业区域居住，可以大大降低城市总体

出行成本和交通能耗．因此，尽管当前城市在不断

“向外”扩张和“向上”发展，但坚持高效利用有限的

城市中心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住宅，提高住宅建筑

套密度，满足更多人在中心城区的居住需求，是保证

城市持续和谐发展和都市活力的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的家庭构成呈小型化的趋势，平均每

户家庭的人员数逐年下降，核心家庭（由父母及其未

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模式）［１］成为当前也将是未来

我国主要的家庭形式之一．核心家庭小型化的居住

模式使中心城区紧凑型住宅具备了市场力与适用

性．因此，笔者选取核心家庭作为研究人群，来探讨

中心城区紧凑型住宅的内部平面尺度．

１　几个概念的界定

１．１　核心家庭

在我国独身子女政策背景下，本文的核心家庭

指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三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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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是城市中人口聚集、功能密集的核心

区域，其交通的便利性、空间的可达性、设施的完备

性均明显优于城市周边地区．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

所指的范围是以环线所划定的上海市外环线以内区

域，即城市的集中建成区域．

１．３　紧凑型住宅

通常，住宅的居住标准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衡量：

第一个层次———“能用”，为人们提供一个优于

室外环境的、利于基本居住行为的掩蔽所，满足人们

基本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

第二个层次———“够用”，在“能用”的前提下，为

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实现更多居住行为的归属地，满

足人们一定的享受欲，满足人们归属和爱的需要．

第三个层次———“好用”，在“够用”前提下，作为

一种物质消费品，进一步满足人们社交的精神需要

及自我实现的情感需要，彰显社会地位及消费水平．

以图１所示住宅内双人卧室的平面尺度为例，

可以理解不同层次的居住标准．

图１　双人卧室的不同居住标准（单位：犿犿）

犉犻犵．１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犳狅狉犱狅狌犫犾犲

犫犲犱狉狅狅犿狊（狌狀犻狋：犿犿）

　　“紧凑”在《辞海》中的注解是“密切联系，中间没

有多余的东西或空隙”．本文所谓的紧凑型住宅，首先

从概念上与纯粹追求小面积的公寓区分，是一种保证

“够用”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居住功能、精打细算提高

使用率的住宅套型．紧凑型是城市住宅的发展方向，

但是不能过分压制舒适性，降低家居生活质量．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城市紧凑型住宅的理论研究

和设计实践都领先于我国．如日本的集合住宅、香港

的公营房屋、瑞典的城市公寓等发展过程始终伴随

着紧凑设计的思路展开．在内部平面尺度方面的研

究主要有：日本集合住宅有关“居住实态调查”［２］，常

规住宅和小规模住宅两种居住标准的内部房间的最

小面积规定［３］；香港公营房屋对居住单元的研究［４］；

瑞典城市公寓内部各空间的功能尺度研究［５］，等等．

而我国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的目标的提

出，促使学界和业界重视这一层面内容的研究，陆续

出现了一些理论专著和研究性论文，包括对国外紧

凑型住宅经验的介绍［６］、住宅精细化设计［７］、套型设

计方法［８］和对面积标准的探讨［９］等，都成为紧凑型

住宅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３　以核心家庭为例的尺度影响因素

以住宅内部平面尺度对紧凑型住宅设计的关键

性影响，作为展开紧凑型住宅研究的切入点．影响住

宅内部平面尺度的因素很多，下文以核心家庭为例

探讨紧凑型住宅内部平面尺度的两个主要影响因

素：家庭生活行为的细分对尺度变化的要求，现代家

居产品的尺度导致的空间尺度变化．

３．１　家庭生活行为的细分对尺度变化的要求

行为研究是空间设计的核心支撑．家庭生活行为

的不断细分，使住宅内部功能的分化程度不断提高，

进而对内部功能空间的平面尺度提出变化的要求．

核心家庭的家庭生活注重父母与孩子共享天

伦，客厅内交往行为比较多，如家人日常团聚、休闲

娱乐活动等，所以需要一定的活动面积．

餐厅中传统的宴请客人行为逐步减少，人们通

常选择外出招待客人，餐厅逐步成为较为私密的家

庭内部就餐区．在紧凑型住宅中，餐厅与起居室或厨

房结合布置渐渐为人们所接受．

主卧室内，年轻夫妇的活动需求更多：就寝、更

衣、梳妆、育儿、学习、上网、视听活动等．所以，对面

积的要求，以好用为主．而年龄较大的夫妇，活动相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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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７年，笔者对上海地区主要的家居产品卖场———国美、永乐、苏宁、月星家居广场、吉盛伟邦家居广场、红星美凯龙家具、宜家家居内

主要的现代家居产品进行了市场调研，并且访问了各类品牌的卫浴产品的网站，收集大量家居产品的尺度资料．

对简单，对面积的要求适中，以够用为主．

第二卧室考虑用作儿童或双人卧室，通常主要

的活动有：就寝、更衣、学习等．考虑孩子的成长空间

需要，面积不能太小，以够用为原则．

一部分人需要多功能房间，或者第三卧室，提高

住宅适应性，面积需求不大，以能用为原则：可以用

作书房、保姆房，或临时就寝的客卧．

卫生间的活动基本上是传统的沐浴、洗脸和如

厕，一部分家庭还希望可以在卫生间洗（干）衣，就需

要洗（干）衣机的空间了．

家务劳动电器化使得核心家庭对厨房空间需求

进一步提高．厨房设计必须考虑各种家用电器、家居

设备的摆放位置，并要求使用方便合理又紧凑高效．

入口区域包含了更衣、换鞋、整理外貌、储藏等

行为要求，是居住品质的细节体现．

３．２　现代家居产品的尺度导致的空间尺度变化

伴随着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近几年来我国的家

居产品日新月异，尺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２）．

家居产品在住宅中占用很大一部分面积，其尺度将

直接影响到住宅的平面尺度．在紧凑型住宅中，合适

尺度的家居产品不仅能满足住户的生活需求，更能

实现空间的舒适性．

从作者市场调研１）结果来看，核心家庭内部各功

能空间中家居产品的尺度变化主要有：

客厅内沙发尺度较传统资料集数据稍大，品种

也更多．以三人沙发的平面尺度变化为例，宽度增加

约３５０犿犿，厚度增加约５０～１００犿犿，客厅尺度因此

相应增加．现代平板电视机开始取代了传统犆犚犜（阴

极射线管）电视机，厚度可减小２００～２５０犿犿，电视

机柜的厚度也相应减薄２００犿犿，给予客厅最大的面

积使用率．平板电视机也可以直接挂在墙上，厚度再

减少１５０～２００犿犿，电视机柜不再必需．

就餐区域内折叠式餐桌是既实用又节约空间的

选择．日常使用时可以部分折叠起来，特定需要的时

候可部分或完全展开．

传统的卧室内１３５０犿犿宽度的双人床逐渐被

市场淘汰，尺度趋向更宽更长，１５００～１６００犿犿成

为主流宽度；更有１８００犿犿的，尤其受到许多年轻

夫妇的青睐，使用面积也相应增加．推拉门衣柜可比

平开门衣柜节约一个开门的宽度，有效减小卧室进

深．高床用于儿童卧室，利用架空的床下空间可以放

置衣柜或者写字台．

图２　现代家居产品的尺度变化（单位：犿犿）

犉犻犵．２　犞犪狉狔犻狀犵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狅犳犺狅犿犲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狊（狌狀犻狋：犿犿）

　　书房内液晶显示器取代传统犆犚犜显示器，厚度

大大减小，电脑台、写字台的厚度也相应减薄．折叠

式沙发床根据使用需要可以兼顾沙发和床两种用

途，转换内部空间的功能．卫生间内全自动洗衣机较

传统资料集上的双缸洗衣机宽度减小２５０～４００

犿犿．滚筒式洗衣机的摆放位置更为自由，可以充分

利用其上部空间．挂墙式坐便器、挂墙式洗脸盆可以

减小所占用空间．新型卫浴产品———淋浴房，节约占

地面积，有很大的市场接受度．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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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８年４月到５月间，笔者在住宅地产较为活跃的华东地区两个主要城市上海、杭州，展开主题为“中心城区紧凑型住宅平面尺度的最

小化与居住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活动．调查问卷采用随机发放的形式，共发出５５０份，回收４６３份，其中有效问卷４０４份．调查对象为２０到６０
岁、上海或杭州中心城区工作或生活的人群．被调查者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水平都具有多样性，从而确保了样本的普遍性．

　　厚度减小５０～１００犿犿的洗涤槽的出现，使厨

房操作台宽度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也可以相应减

小．出现了转角水槽，有效利用厨房操作台的转角空

间．冰箱品种更多，平面尺度更宽更厚．三门、对开门

冰箱尤其受到生活节奏快的核心家庭欢迎，厨房需

要更大的放置冰箱的空间．折叠式便餐桌用于厨房，

不使用时完全不占厨房空间．

储物空间中吊柜不但增加储藏空间，又节约家

具占地面积．通高的大容量柜子使储藏空间往纵向

发展，也可作为隔断来分隔功能空间．壁式搁板可安

装于空闲墙面上，既作小型储藏家具，又作装饰

构件．

入口区域的新型家居产品———鞋柜、鞋架以及

各种门厅组合柜，用于储藏或者设定入口空间．

４　以核心家庭为例的尺度解析

４．１　三个渐进的分析步骤

第一，解析核心家庭生活行为．图３按照行为对

物质环境产生反应的要求，从低到高地把发生在住

宅内的主要生活行为分为必要行为、延伸行为、自发

行为．必要行为是在一定环境中达成个体的基本目

标和需要的行为，基本生理行为属于此范畴；延伸行

为是由必要行为引出的配合性行为，包括各种家务；

自发行为只有在个体有参与的意愿，并且在时间、空

间可能的情况下才会产生［１０］，比如文化娱乐和社会

交往．通过作者问卷调查１
），解析核心家庭的生活行

为在不同功能空间内的需求程度，分为强度需求（需

求比重超过５０％）、中度需求（１０％～５０％）和弱度需

求（１０％或者没有）．详见图３．

第二，引入“行为单元”来研究单个行为所需要

的平面尺度．行为单元又称动作空间，指人体及其动

作、动作所涉及的器物及其可移动部分的移动范

围［１１］．对行为单元尺度的研究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紧

凑尺度：低限尺度和常规尺度．

低限尺度是考虑居住行为所占有的最小平面尺

度，以及服务于各种行为的当前市场上低限尺度的

家居产品１），所获得的各类居住行为单元的最小

尺度．

常规尺度指在居住行为所占有的最小平面尺度

的基础上，再考虑人体活动所需的余地、人的心理感

受等弹性因素，然后选用当前市场上常规尺度的家

居产品２），从而获得的各种居住行为单元的、紧凑而

舒适的理想尺度．

图３　核心家庭的生活行为在不同功能空间内的需求程度

犉犻犵．３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狅犳

狀狌犮犾犲犪狉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第三，根据上述核心家庭生活行为的解析与行

为单元的尺度分析，通过各种平面图示，理解紧凑型

住宅内部行为组合的可能模式和住宅内部平面不同

层次的紧凑尺度．

４．２　举例说明

以“核心家庭的客厅内部平面尺度”分析为例．

第一，通过行为解析，获知客厅内强度需求的行

为有家人日常团聚、会客、视听活动、眺望观景；中度

需求的行为有就餐、储藏、学习、上网、休息、喝茶小

憩、休闲娱乐活动．

第二，通过图示（图４，５，表１）分析核心家庭客

厅内部主要行为单元———家人日常团聚、会客、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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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听活动的行为尺度．针对不同核心家庭所需要

的行为单元的尺度差异，探讨不同层次的尺度要求．

其中，常规尺寸可以分别满足“够用”和“好用”的居

住标准，而低限尺寸则达到“能用”的居住标准．

图４　家人日常团聚、会客的行为单元尺度（单位：犿犿）

犉犻犵．４　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犮犲狆狋犻狅狀

犳狅狉狀狌犮犾犲犪狉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狌狀犻狋：犿犿）

１）笔者市场调研中选取的当前家居产品的最小尺度．

２）笔者市场调研中选取的当前家居产品最普遍的尺度．

图５　就餐的行为单元尺度（单位：犿犿）

犉犻犵．５　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犱犻狀犻狀犵犳狅狉狀狌犮犾犲犪狉

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狌狀犻狋：犿犿）

　　第三，通过图６，７，解析核心家庭客厅内可能的

行为组合及紧凑的内部平面尺度．

表１　平板电视机的最佳视距
［１２］

犜犪犫．１　犗狆狋犻犿狌犿狊犻犵犺狋犾犻狀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犔犆犇犜犞

平板电视机／犿犿 最佳视距／犿犿 图示

７１１（２８英寸） ９７０～１６２０

８１３（３２英寸） １１２０～１８７０

９１４（３６英寸） １３４０～２２４０

１０６７（４２英寸） １５３０～２５５０

１１６８（４６英寸） １６８０～２８００

１２７０（５０英寸） １８３０～３０５０

１５２４（６０英寸） ２２００～３６７０

行为组合一：只考虑强度需求的家人日常团聚、

会客、视听活动的行为组合，分别获得客厅内部平面

的常规尺度和低限尺度（图６）．

图６　核心家庭客厅的平面尺度（一）（单位：犿犿）

犉犻犵．６　犐狀狋犲狉犻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犾犻狏犻狀犵狉狅狅犿狊犳狅狉

狀狌犮犾犲犪狉犳犪犿犻犾犻犲狊Ⅰ（狌狀犻狋：犿犿）

　　行为组合二：在强度需求的行为基础上，再加入

有中度需求的就餐行为，形成第二种行为组合方式，

从而获得新的内部平面尺度（图７）．

５　结语

家庭生活行为的差异和家居产品尺度的变化，

对住宅内部的平面尺度产生重要影响．运用上述分

析方法，可以探求面向核心家庭的中心城区紧凑型

住宅内部平面不同层次的尺度要求，并与传统住宅

规范数据比对分析（表２），以建立起多义的尺度体

系：对于现行的住宅规范，建议根据不同的居住需求

（保障性住房、商品房等），提供基于紧凑理念的不同

平面尺度标准；其次，住宅作为一种产品，需顺应多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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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核心家庭客厅的平面尺度（二）（单位：犿犿）

犉犻犵．７　犐狀狋犲狉犻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犾犻狏犻狀犵狉狅狅犿狊犳狅狉狀狌犮犾犲犪狉犳犪犿犻犾犻犲狊Ⅱ（狌狀犻狋：犿犿）

表２　中心城区紧凑型住宅内部平面尺度的比对分析

犜犪犫．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犻狀狋犲狉犻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犮狅犿狆犪犮狋犪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犻狀犱狅狑狀狋狅狑狀犪狉犲犪犳狅狉狀狌犮犾犲犪狉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功能空间
住宅规范［１３］的最小

平面尺度／犿２
内部平面尺度

常规尺度 低限尺度

客厅
内侧净尺寸 ３６００犿犿×（３１００～６１００）犿犿 ３２００犿犿×（２５５０～４７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１２ １１．１６～２１．９６犿２ ８．１５～１５．０４犿２

主卧室
内侧净尺寸 ３３５０犿犿×（３７００～４８００）犿犿 ３０００犿犿×（３２００～４０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１０ １２．４０～１６．０８犿２ ９．６０～１２．００犿２

双人卧室
（第二卧室）

内侧净尺寸 ３１００犿犿×（３６００～４１００）犿犿 ３０００犿犿×（３２００～３８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１０ １１．１６～１２．７１犿２ ９．６０～１１．４０犿２

儿童卧室
（第二卧室）

内侧净尺寸 ３０００犿犿×３４００犿犿 ２９００犿犿×２８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６ １０．２０犿２ ８．１２犿２

书房／客卧
（第三卧室）

内侧净尺寸 ２７５０犿犿×２２００犿犿 ２５００犿犿×２１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６ ６．０５犿２ ５．２５犿２

卫生间
内侧净尺寸 １８００犿犿×（２１５０～２２５０）犿犿 １６００犿犿×（１８００～１９５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３（三件洁具） ３．８７～４．０５犿２ ２．８８～３．１２犿２

厨房
内侧净尺寸 １６５０犿犿×（３１００～３２５０）犿犿（单面）

２４００犿犿×（２２００～２５５０）犿犿（双面）
１５００犿犿×（２９００～３０００）犿犿（单面）

２２００犿犿×（２１００～２４００）犿犿（双面）

使用面积 ４（一、二类住宅）

５（三、四类住宅）
５．１２～５．３６犿２（单面）

５．２８～６．１２犿２（双面）
４．３５～４．５０犿２（单面）

４．６２～５．２８犿２（双面）

入口区域
内侧净尺寸 １５５０犿犿×１７００犿犿／

１２００犿犿×２５５０犿犿
１４００犿犿×１６００犿犿／

１２００犿犿×１８００犿犿

使用面积 ２．６４犿２／２．４６犿２ ２．２４犿２／２．１６犿２

重市场需求，根据不同使用者的个性化居住需求，提

供各个功能空间“能用”、“够用”和“好用”的不同尺

度标准及其可选择性组合，为紧凑型住宅走上空间

精细化和适度舒适化提供平台．

通过对住宅内部平面尺度的解析，一方面希望

探索最小舒适尺度，推广紧凑型设计理念，以满足更

多人在中心城区的居住愿望；另一方面，期望为中心

城区紧凑型住宅平面设计提供可供参考的基本尺度

资料，作为对传统规范的住宅平面模数设计的再反

思，从而为多层次的主流使用需求提供行之有效的

紧凑型住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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