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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残疾人士的无障碍停车位。  

2008年9月6日，全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北京，这一次是因为第十三届残奥会。举办残奥会是一

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举办城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残奥村、比赛场馆等赛事区域内要达到

无障碍标准，整个城市环境也必须实现无障碍通行。因此，“无障碍”成了北京这座城市9月份的主

题。 

 

那么，什么才是无障碍环境？应该如何实现真正的无障碍呢？带着以上问题，《科学时报》记者特

地走访了国内进行无障碍设计的元老、被业内尊称为“周公”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设计师

周文麟。 

 

面向所有人的全方位无障碍 

 

“无障碍的概念内涵很大，应该包括城市道路、房屋建筑、城市交通和城市信息等方面的全方位无

障碍。无障碍设施不仅方便残疾人，也是老人、儿童等其他有特殊需要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

条件。”当被问及该如何对无障碍下定义时，周文麟如是说。 

 

周文麟指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城市里一直呈现各种群体共存的局面，其中既有身心健康的

成年人，又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婴幼儿及体弱的伤病人等。这种人口结构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改变。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各种原因，城市管理者一直忽视了群体中存在行为能力不健全或丧

失者这一客观事实，导致无障碍的设计理念及使用效应失控。 

 

周文麟说：“以往城市中的道路交通、房屋建设及社区服务，从规划到设计，从施工到验收，其依

据的规范和标准基本上是按照健全成年人的尺度和人体活动空间参数而制定的，其中的许多设施也是按

照健全成年人的活动模式和可使用性进行考虑的。大量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和环境却不适合行动

无障碍建设：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周文麟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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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者使用，给老年人、伤残人、孕妇及儿童带来了障碍，有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待无障碍环境：从狭义上讲，是方便残疾人，消除残疾人在信

息、移动和操作上的障碍，强调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同健全人平等参与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讲，是为所

有人创造的更为安全、方便地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整体环境，它不仅有利于残疾人，而且有利于老年

人、儿童、妇女、携带重物者及一切行动不便者。”周文麟说道。 

 

平等、参与、共享的无障碍理念 

 

周文麟指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公共设施需要适应各种类型人群的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普

遍存在并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注意这一问

题，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吸取了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探索

并提供便利的物质环境条件，提高这部分人的自立程度，使他们的生活圈子大为扩展。 

 

事实上，包括人、自然、社会、建筑和社交网络5个基本要素的人居环境，正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普

遍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为无障碍环境设计提供了技术保障。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社会就城市建

设提出了“人文复兴”和“人文关怀”的理念，构筑了城市无障碍环境的发展方向，充实了设计“以人

为本”的具体措施，使社会各种人士均可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共同享受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成果，

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文明。 

 

周文麟介绍说：“联合国在提倡人权平等、全面参与，特别是保护老年人、残疾人及儿童权益方

面，从二战后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宣言、决议及公约。在联合国的组织和促进下，全世界的残疾人事业及

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展，无障碍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参与、共享已经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而人权和平等、尊

老与爱幼、扶贫及助残的民主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建设无障碍环境成为了社会的呼声。社会越稳定，

经济越发展，老龄化问题和残疾人的福利问题就越突出，其要求随着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

高。无障碍环境社会设计正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内容之一。” 

 

而我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无障碍研究与改造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漫长而艰苦的过

程。 

 

残奥会：无障碍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对于有无障碍概念的人来说，奥运会有两个，它们在同一个地点，那就是夏季奥运会和紧随其后的

残奥会。奥运场馆不仅要能满足普通比赛使用，还要满足残疾运动员和观众的需要。 

 

残奥会对无障碍设施和环境具有特殊要求。北京残奥会竞赛场馆共20个，独立训练场馆6个，全部

利用奥运会的比赛和训练场馆。这些场馆都必须满足残奥会的特殊需求。据了解，残奥会各场馆的固定

无障碍设施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其中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部分场馆

还达到了国际水平。作为各国残奥会代表团居住和开展相关活动的重要场所，残奥村内所有的运动员公

寓都配备了达到国际标准的无障碍设施。 

 

除了奥运场馆，与残疾人士和运动员可能产生关系的交通、购物环境和旅游景点都必须进行相应的

无障碍改造。 

 

据了解，从2005年起，北京每年建设和改造的无障碍设施均达1000多项。目前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

和公共交通枢纽的无障碍综合改造率已达到80%以上。北京市内坡化了130条道路、1180处路口、460家

银行、20家邮局，50所高校、24个定点医院、16家残奥会签约酒店等都实施了无障碍改造。新建的地铁

线路都引入了无障碍设施，原有的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也实施了无障碍改造。目前，北京的8条轨道交

通线共新增42部爬楼车和109部升降平台，123个车站都至少有一个出入口能满足轮椅乘客从地面到站台

的出行需求。 

 



另外，故宫、天坛等古建筑也通过在门槛、楼梯旁边搭建颜色、样式相仿的固定或移动坡道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而这正是来源于周文麟的建议。他认为，让残疾人也能无障碍地领略到我们国家的悠久历

史，这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周文麟说：“为了帮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与健全人一样享受社会物质文明成果，我们正

在持续推进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现在，残奥会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无障碍的精髓是人文思想 

 

“无障碍设施建设并不算是太难、太大的工程。新建的工程把无障碍设计包括在内并不会增加太大

的花费，一些旧建筑在改造的过程中（如几年一次的整修）加上无障碍设施也不算是太难的事情。”周

文麟强调：“其实，无障碍设施建设一直处于一个想为之而未为的尴尬境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无障碍的精髓是人文思想，而不是单纯的设计和建设。”周文麟说。他认为，在无障碍建设和改

造工程量巨大的情况下，应分轻重缓急，在大方向上将无障碍设施在规划汇总过程中全面考虑进去，特

别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的无障碍设计，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思想的同时，避免造成工程浪费。 

 

“没有切身的体会，很难感受无障碍设施对于残疾人的重要程度。如果不能用无障碍的理念进行思

考，那么很多无障碍设计将无法落到实处。”周文麟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比如，在无障碍设计中，

要求门宽达到80厘米以上，其中64厘米是轮椅的宽度，再加上使用者的双臂，80厘米刚好可以通过。但

是，有些设计人员并不了解这80厘米宽度的用途，有时候稍微减少那么一点，残疾人在通过时就会十分

不便。 

 

“要真正彻底地实现理念上、观念上的无障碍，往往比物化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还要难。”周文麟认

为，我们正在打造一个能让残疾人同健全人一样生活的无障碍的城市，致力于使残疾人能够真正无障碍

地融入社会。可以说，我们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实现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更高

标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必须继续下工夫，作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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