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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PTED 理论的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策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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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谐美是高品质住区环境设计的重要目标，关注安全和美观双重因素的和谐统一，兼顾人们视觉和

心理双重感受的环境体验。但很多住区环境设计却往往顾此失彼，忽视了二者的协调性。借助 CPTED 策略，

解析安全和美观在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中的耦合效应。通过探寻美观和安全两个基本需求的契合点，

从二者在住区环境中的设计原则、设计着眼点、设计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共同营造和谐美住区环境的

优化建议。在营造视觉和心理双重美感的同时，创造安全感高的住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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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Design with Harmonious Beauty 
Based on CPTED Theory

WANG Keqi，SUN Xiaozh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Jilin Jianzhu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8，China）

Abstract：Focu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afety and aesthetics，harmonious beauty is an important goal in the design of high-quality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hich balances the visual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However，such balance are often ignored in the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CPTED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effect of safety and aesthetics i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design with 

harmonious beau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principles，factors，strategies，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creating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ith harmonious beauty that ensures both safety and aesthetics. 

Keywords：CPTED；harmonious beauty；residential environment；aesthetics；safety

住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聚居空间，是城

市主要功能区之一，其安全性和环境质量直接影响

人们的被害恐惧感。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当下，人们

对住区环境品质的要求逐步提升，从简单的物质需

求向审美和精神需求转变。安全和美观的协调统

一，视觉与心理的双重体验，即和谐美，成为当前人

们对居住环境更高层次的要求。然而在一些现代

设计中，美观似乎成为设计师们的主要目标，片面

强调体量的繁复，材料的新颖和造型的美感，存在

安全为美观让步的现象 [1-3]，导致住区存在刺激犯

罪产生或引发环境参与者被害恐惧感的病态空间

环境。事实上，住区环境设计中同时实现安全和美

观是不相矛盾的，因为二者都是以人与物质环境的

关系和人在空间环境中的感知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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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改善物质环境为实现 

手段。

环 境 设 计 预 防 犯 罪 理 论（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 CPTED）是以提

高环境设计为手段威慑犯罪，消除潜在的犯罪隐

患，实现构建安全环境的目的 [4]，创造舒适宜居的

居住环境。构建和谐美的住区环境是以实现美观、

安全的环境设计，营造和睦的邻里关系，形成社区

凝聚力、认同感、领域性和归属感等为目标。因此，

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从当前的国内外研究

进展来看，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住区环境安全性和美

观性耦合效应的探讨分析。为此，研究从人们对空

间环境的感受和 CPTED 策略两方面出发，基于理

论建构，探讨美观和安全在住区环境设计中的原

则、着眼点和策略，进而提出共同营造和谐美的住

区环境的设计策略。

1  基于CPTED理论的和谐美内涵建构

论文中“和谐美”的概念是通过 CPTED 理论、

“和谐”的定义，以及美的相关内涵共同构建。在西

方的哲学领域，许多思想家将“和谐”视为重要的

哲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

政治家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认为“和谐”即事

物的对立统一，表示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相互结

合，统一共存。因此，论文中的“和谐美”是基于人

们对居住环境安全和美观的需求，以及对空间环境

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知的共同体验。鼓励设计师

进行设计时，兼顾这些因素的耦合效应，营造安全

性高、景观怡人、邻里和谐、温馨舒适的场所空间。

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美的产生源自于“生存的

需要”。安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审

美需求的前提和基础。吴中杰通过分析中西方建

筑的形式和功能，提出最完善的建筑应是既实用又

美观 [5]。陈望衡将居住环境分为五个层次：宜居、

安居、利居、和居、乐居 [6]，各层次逐级升高。其中，

“安居”为低级层次，重在居住安全，既有自然安全，

也有社会安全；“乐居”为高级层次，即满足人

们的精神享受，注重场所精神和审美体验。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Need-

hierarchy theory）”将人类需求分为七个层次，安全

需求是其他需求的基础，审美需求是基于安全需要 

实现。

1.1 安全性

CPTED 理论是住区环境犯罪预防研究的重要

理论之一。自 1961 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提出实质环境设计可以影响安全感 [7] 后，奥斯

卡·纽曼（Oscar Newman）基于此提出“可防卫空

间”理论 [8]，并总结了防卫安全的四大基本策略。

随后，美国犯罪学家 C. 雷·杰弗瑞（C.Ray Jeffery）

首次提出 CPTED 概念，强调改善外部环境的物理

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提倡通过交叉学科角度

研究 [4]，以提升安全性，防止损失。CPTED 理论的

核心思想是通过环境设计，预防潜在犯罪的发生，

从而提高人们的安全感，减少犯罪恐惧，改善生活

质量。住区安全性是场所吸引力的前提，通过灵活

布局和通透空间，提高人们的场所感和自然监视，

减少犯罪。环境美学设计则可以提高场所吸引力，

特定的美学特征所营造的居住氛围，可以影响潜在

犯罪者的心理和行为，如夸张的外立面造型所形成

的折角空间为犯罪主体藏匿提供条件，过于鲜艳的

装饰色彩能够刺激犯罪主体的心理从而激发犯罪

等。恰当的环境美学设计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犯罪

行为，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诱因，降低

犯罪率和环境参与者的被害恐惧感。

1.2 美观性

中国传统对美的认识和研究历史悠久，和谐美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追求和目标。中国自古提倡“天

人合一”、“心物一体”等思想，战国思想家荀子将

艺术与人的情感紧密联系，强调精神层面的美。我

国学者易万成将美定义为人对自己的需求被满足

时所产生的愉悦反应的反应，即对美感的反应。哲

学家李泽厚认为美应该是以人为本 [9]，即从人的感

受和需求出发。人类需求既有生理需求，包括视

觉、触觉、听觉、嗅觉等，也有心理需求。换言之，美

观带给人们除了视觉感受外，还有精神感知。在

我国的建筑观中，形式美是建筑的基本诉求，是外

在美，给观赏者带来直观的视觉审美。中国人同样

重视意境美，即内蕴美，通过心理愉悦感来实现。

因此，满足视觉和心理的共同体验是人们的根本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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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和谐美的内涵建构示意图

1.3 和谐美在住区环境设计中的实现途径

和谐美的住区环境可借助 CPTED 理论在环境

设计中的应用，在实现预防犯罪的同时，兼顾环境美

观。从 CPTED 角度来说，立足于居住区的物质空间

环境，通过自然监视、领域性、形象维护等六大策略

在环境设计中的具体体现和应用，建构和谐美的住

区环境。从美观角度来说，在美学和环境心理学的

研究层面，住区环境的价值离不开人的感知。从美

的表现形式角度出发，通过对形式美和内蕴美的认

知，建构人们对环境的视觉审美和心理愉悦，运用多

样性、整体性、秩序性等原则，立足于美在环境中的

设计要素，提出设计策略和优化建议，形成相应的设

计策略支撑（如图 1）。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可

以通过视觉感受和心理感知两种途径来实现。

2  基于 CPTED 理论和视觉感受的和
谐美住区环境设计策略

从视觉感受来说，环境和谐统一，色彩柔和怡

人，比例、造型和尺度得当适宜，有利于增加场所

吸引力，形成自然监视和形象维护。一方面，基于

CPTED 理论分析，通过减少空间盲区、提高可视性

和通透性等提升环境参与者安全感的设计策略，优

化环境设计。另一方面，立足于色彩和光环境多样

性设计、建筑形态和空间布局整体性设计，以及交

通和景观系统的秩序性设计，通过采用暖色调、多

样性照明、减少物质障碍等策略，满足环境参与者

对住区环境的视觉愉悦感和人们体验环境带来的

感官刺激。两个方面同时作用，通过对比分析，挖

掘二者在环境设计中的契合点，共同营造和谐美的

住区环境（如图 2）。

2.1 视觉感受下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原则

2.1.1  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原则在住区环境设计中主要体现为

色彩多样性和光环境多样性。适当的明度和色

调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的满意度，增强自发性

活动和高频率的交流互动，增加监视者的数量，

从而对潜在犯罪形成自然监视。室外光环境设

计可以直接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力。不同层

次的光环境既能增加美感，也能增强吸引力，引

导人群停留，形成监视，从而减轻人们的被害恐 

惧感。

2.1.2  整体性原则

建筑外立面外露的水管、铁丝网等构件，不仅

使建筑外观显得杂乱，也为犯罪主体攀爬入户提供

便利。建筑立面的凹凸过多，影响造型的整齐美观，

易形成空间盲区，为罪犯藏匿提供条件。

2.1.3  秩序性原则

住区户外空间的明确划分，过渡区域的设置，

边界的控制和美学设计，能够形成一定的秩序性，

增强了环境参与者的领域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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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CPTED 理论和视觉感受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分析图

2.2 视觉感受下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策略

通过对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万科城 3 期住区

走访调研和居民访谈，结合分析住区环境设计在营

造和谐美方面所存在的优缺点，总结设计策略。通

过视觉感受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可以通过以下

方面来实现：

（1）色彩多样性。色彩多样的住区能够吸引人

们注意力，增强自然监视，防止犯罪发生。采用红

黄等暖色调，加上绿化点缀，不仅能为美观增色，还

能增加环境亲和力，缓和人们的情绪和心理，拉近

彼此距离，提高居民的领域感。色彩明快的住区，

其可识别性强 [10]。例如，采用彩色铺装的人行道

路，不同颜色花卉装点的活动场地等，能够改变住

区环境刻板单调的印象（如图 3）。

图 3 色彩明快住区可识别性强

（2）照明适宜性。一定的光环境可以实现视线

的通透，对犯罪分子产生心理威慑，增加人们发现

潜在危险的可能性。定期的灯光设施维护，也显示

社区有人监管，降低犯罪率。钠灯、卤灯、荧光灯等

结合使用，增加灯光和色彩的层次感和多元化，同

时有效预防犯罪，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居民楼走廊

应布置廊道灯，并定期检查维修。感应灯是保护特

殊场所和人身安全的好方式，可以设置在通往住宅

的小路，或居民楼的后门处等。

适当的多元化色彩和灯光可以防止犯罪的发

生，但过度使用也会招致犯罪。很多城市都在实施

亮化工程，当城市街道的亮色和前进色过多时，会

刺激犯罪主体，对其心理产生影响。在亮丽的灯光

下行人的衣服颜色不够显眼，犯罪主体实施犯罪不

易被发现，进而变相刺激犯罪的发生。因此，柔和

适宜的光环境，能够在保证美感的同时，又不会对

犯罪心理产生过度刺激。

（3）交通秩序性。混乱的地面停车，会破坏住

区的环境秩序，增加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为犯罪主

体提供藏匿场所。停车数量过多，也会增加管理

难度，切断空间的渗透性和视线的通透性，增加犯

罪率，提高环境参与者的被害恐惧感。居住区应

控制地面停车的数量和规模，多设置地下停车。提

倡人车分流，采用严格的出入管理，限制车辆进入

住区内部，提高住区道路的可视性，增强人们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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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

（4）边界通透性。住区多会采用绿篱、植被等

景观设计来美化环境。划分空间的领域边界有实

际性边界和象征性边界两种，相比厚重的围墙和栅

栏，绿篱等象征性边界美观又通透，利于形成内外

视线交流，更受人们欢迎，在加强领域性的同时，保

证自然监视。有研究表明，建筑周边的植被越多，

人们的安全感更强，能够降低对犯罪的恐惧感 [11]。

然而，英国学者斯托纳德的研究认为，景观植物的

生长可能会形成意料之外的遮蔽物、障碍物或隐匿

所，茂密的灌木和篱笆等容易成为犯罪主体的藏身

之处 [12]（如图 4）。

图 4 茂密的灌木容易成为犯罪主体的藏身之所

（5）立面整洁性。有些住区为追求空间形态的

规整，采用行列式布局，导致空间视野狭窄，山墙无

人监视，犯罪率提高。还有的住区内部设置混凝土

墙、铁丝网等预防潜在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美

观，同时凌乱的环境也减弱人们的安全感。建筑外

立面的维护需要管理人员和居民共同协作。住户

尽量避免在建筑外墙增加不必要的设施，如栏杆、

落水管等，管理人员也要定期对建筑外墙进行粉刷

和维护，保证美观和整洁。对于裸露在外的水管等

不美观因素，可以进行适当装饰，将其融入周围环

境，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3  基于 CPTED 理论和心理感受的和
谐美住区环境设计策略

从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心理感知来说，通过感

受环境设计带来的意象美和意境美，激发心理愉

悦，促进邻里互动，增进邻里交流，有助于形成融

洽的住区氛围和和谐的人与环境关系，提升人们的

环境参与意识，建构对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

而降低环境参与者的被害恐惧感。一方面，基于

CPTED 理论分析，通过提高环境掌控力、增强场所

吸引力等安全感设计策略，优化环境设计。另一方

面，立足于创造积极空间、强化领域意识等主观因

素，通过绿化景观引导、控制路网、灵活划分公私空

间等策略，满足环境参与者对住区环境的心理舒适

感。两个方面同时作用，通过对比分析，挖掘二者

在环境设计中的契合点，共同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

境（如图 5）。

图 5 基于 CPTED 理论和心理感受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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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心理感受下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原则

积极空间的营造方式有很多，如一定的围合空

间、宜人的尺度、通透的边界等，还可以利用阴角空

间来实现。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

一书中提到“阴角”和“阳角”空间的概念 [13]。“阴

角”，即内侧凹进去的空间；“阳角”，即外侧凸出的

空间。“阴角”空间能够创造出一种把人拥抱在内

的，亲切、温暖、封闭性强的空间。住区环境中的阳

角空间易产生空间盲区，利于犯罪主体的隐藏和躲

避，增强居民的被害恐惧感。

国内多数住区功能单一，除了审美的乏味单

调，还会导致较低频率的公共活动。而过于理想化

的户外活动空间一方面保证了美观，引导居民的活

动和交流；另一方面也会吸引犯罪分子浑水摸鱼，

招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住区的公共空间设计

应掌握适当的原则，既不能过于单一，也不能过于

理想化。

温馨美观的住区环境能够提高环境参与者的

心理愉悦度，提高安全感，增强向心力，有助于人们

自发维护住区的内部环境，提高环境参与者的责任

意识，创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

3.2 心理感受下和谐美的住区环境设计策略

通过心理感受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可以通

过以下方面来实现：

（1）布局多样性。通过凹入设计美化景观，创

造积极空间，吸引人群停留，增加自然监视。住区

环境设计还需要考虑通过沟通、交流、体验等共同

活动培育人们共同的价值与情感。增设广场、内庭

式绿地等交流空间，设置休息座椅和可供停留的设

施，通过绿化和景观引导环境参与者的自发性公共

活动，增加盲区的使用率和自然监视（如图 6）。

图 6 活动场地设置休息设施利于形成自发性活动

（2）空间灵活性。灵活划分空间区域和层次，

控制空间规模，利用景观引导人流，实现场所的渗

透力，加强人员交往，增加自然监视。老人和儿童

活动场地布置是一些住区环境设计的难题，可在组

团绿地中心设置游乐场，边缘布置老人晨练和健身

区。两类人群可以同时活动，互不干扰，又能形成

相互间的监视。

（2）领域清晰性。有专家认为，适当对社区环

境设计进行引导，可以将环境参与者的社交范围从

建筑内部延伸到周边的公共区域，将公共区域和半

公共区域进行转化，在人们意识上成为私人领域。

这样的方法核心是“空间防御”[14]，提升环境参与

者对“私人领域”的不断扩充，从以家庭院落为单

位到以小区为单位，不断提升人们的督察意识，增

强人们的归属感和领域感。

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通过彩色铺装、绿植、建

筑小品等进行过渡和划分，提高场所感和领域感，

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此外，还可以引导居民

共同参与环境设计，提高人们对社区环境的熟悉

度，增强环境参与者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4）道路适宜性。住区内道路进行适当规划和

设计，控制道路和交叉口的形式和数量，提高人们

对道路的控制力。高密度的路网不利于住区整体

的美观，也会降低人们的安全感。住区可以通过增

加人行道宽度，限制车行道路，避免过大的车流，保

证行人安全。还可以增设休息长椅，装饰构件和建

筑小品等，形成积极的停留空间（如图 7），增强监

控力，实现对犯罪预防的支持。

图 7 通过装饰构件和建筑小品形成积极停留空间

4  结论

基于 CPTED 理论的和谐美的住区环境是兼顾

美观和安全两种需求的环境，可以通过视觉感受和

心理感知两种途径来实现。

（1）通过增加色彩多样性、确保照明适宜性、提

升交通秩序性、提高边界通透性、加强立面整洁性

等方式可以增强人们对美观的视觉刺激和对环境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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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深入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历史价值，更好的

传承历史文脉，为发扬地域文化特色理清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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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感。同时，通过增加布局多样性、增强空间

灵活性、提高领域性、确保道路适宜性等方式，在提

高环境参与者精神愉悦感和心理舒适感的同时，可

增强其安全感。

（2）通过领域感、形象维护、自然监视等

CPTED 策略在环境设计中的运用，结合增强人们

视觉刺激和心理愉悦的美观设计策略，通过对物质

空间环境的合理设计和完善，可实现安全和美观的

相向耦合，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犯罪的机会和条件，

提高住区安全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场所吸引力，

营造和谐美的住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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