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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起，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投入 3900 万

新元（1 新元约合 4.67 元人民币），对当地 360 个巴士

站进行无障碍改造。改造工程包括移除站台台阶、

调整路缘高度、改善照明设施等，同时为年长和坐轮

椅的通勤者增加座位和空间。全部工程预计 2025
年完成。

当地居民李群的膝盖不好，平时使用电动助行

车代步，他说：“我已经使用助行车超过两年，平时从

蔡厝港到义顺看望孙子，全程乘坐地铁转巴士都没

问题。”

新加坡政府去年宣布打造无障碍城市网络计

划，将与私营部门和社区合作，改善公共空间的无障

碍环境。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更清晰的路标、确定需

要增建无障碍设施的地点、提高公众对残疾人需求

的认识，鼓励公众必要时互相帮助。

近年来，新加坡在对交通设施、建筑物、公园、博

物馆、体育设施等公共场所的建设和改造中越来越

融入无障碍包容性理念，努力满足残疾人、老年人、

带小孩家庭等群体的需求。比如，新加坡 98%的巴

士站和所有的地铁站经过无障碍设计，地铁和站台

之间使用橡胶填缝剂，方便坐轮椅、使用代步工具、

推婴儿车人士上下车。地铁和巴士上设有专门停放

轮椅、代步工具、婴儿车的公共空间。

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站还专门为行动不便人群设

置特殊检票口。很多地铁站楼梯、坡道的扶手上以

及公共厕所的标牌上都印有盲文。一些地铁站的乘

客服务中心安装了听力增强系统，为视力和听力障

碍者提供帮助。新加坡 2008 年以后修建的出租车

站都经过无障碍设计，政府计划对所有出租车站进

行无障碍改造。交通信号灯转换时也会发出声响，

提示盲人何时过马路。

早 在 1990 年 ，新 加 坡 就 推 出《无 障 碍 通 行 准

则》，指导开发商、建筑师在建筑项目中规划设计满

足老年人和残疾人特殊需求的设施。在随后的几十

年中，该准则不断更新，为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建筑环

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该准则，新建或者大规模

翻修的建筑工程，包括医院、交通枢纽等，必须确保

建造适合年长者、行动不便者使用的无障碍设施。

2006 年，新加坡出台《无障碍总体规划》，在市

场、购物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医院、地铁站等公共建

筑里建设或升级无障碍设施。为鼓励私营建筑业主

把无障碍设施纳入改建及扩建工程中，新加坡建设

局专门设立无障碍建设基金，迄今已支持约 150 家

购物中心、酒店等增设无障碍设施。

为了提升老年人和残疾人等人群的出行便利

度，新加坡也注重加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新加坡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协助残障者自立局合作推出手机

应用程序，视听障碍者和轮椅使用者下载该应用程

序即可实时查询巴士等候时间、即将到站的巴士是

否有足够的轮椅空间等信息，并可提交搭车需求。

该应用程序也会向相关巴士司机发出提醒，通知前

方站点有残疾人，需要及时给予协助。

新加坡——

持续改善公共空间无障碍环境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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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新加坡地铁站，乘客等待无

障碍电梯。 资料图片

图②：在英国伦敦地铁站中，工作人

员引导视障人士。 资料图片

图③：在德国多特蒙德，一名坐轮椅

的乘客正搭乘火车。 影像中国

图④：位于法国奥弗涅—罗讷—阿

尔卑斯大区的无障碍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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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各地，公交车进站时向路边一侧倾斜，是

人们已司空见惯的场景。公交车上均安装特殊气囊

装置，车门口设有可折叠板。折叠板打开，与路面之

间形成一个坡道，乘轮椅的残疾人、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或推着婴儿车的人，可以免去登阶梯的麻烦，直接

推动轮椅或迈步上车。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2020 年的统计，截至 2019
年，全德有 790 万严重残障人士。另据欧盟统计局

的数据，2020 年，德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占

全国总人口的 21.8%。因此，德国各地对无障碍城

市建设一直较为重视，各州也有着相关法律政策。

“为每一个人建设”的理念贯穿于德国无障碍城

市建设之中，旨在通过对公共空间和建筑进行设计

和改造，让包括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在内的每

一个人感到安全和舒适。

1992 年 ，柏 林 市 政 府 开 始 对 无 障 碍 城 市 建 设

展 开 规 划 ，提 出“ 为 所 有 人 而 设 计 ”的 口 号 ，把 人

作为城市建设的“标尺”。 1994 年，德国联邦议会

通 过 对《基 本 法》的 修 改 ，明 确 歧 视 和 疏 远 残 疾

人，以及歧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条件，不能被社会

接受。柏林随后通过了权利平等法，成为第一个

对此作出响应的联邦州，并于 1996 年将最初的无

障碍城市基本建设目标写入《满足残疾人需求的

柏林改造指南》中，在德国的无障碍城市建设中较

早迈出步伐。

近年来，柏林逐步完善有关无障碍城市建设的

法律，对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作出细致规定。2006

年，柏林建筑条例修正案正式生效，要求在公共建

筑的无障碍建设中，必须满足残疾人、老年人和儿

童等群体的基本需求，如建筑物中至少有一部电梯

适用于婴儿车、轮椅、担架的使用，建筑物须为行

动不便及轮椅使用者提供靠近路边的安全专用停

车空间等。

柏林的法律同时对无障碍城市建设的诸多细节

作出规定，如公共道路的盲道，配备声学和触觉功能

的交通灯设计，路面垃圾桶、自行车架、电话亭等设

施应放的位置等。生活在柏林的人们能够在衣食

住行各方面感受到无障碍城市建设的成果，柏林

也 因 此 于 2013 年 获 得 了 由 欧 盟 颁 发 的 无 障 碍 城

市奖。以公共交通为例，在柏林 173 个地铁站中，

75%配 备 了 无 障 碍 电 梯 ，70%配 备 盲 人 引 导 系 统 ；

803 个有轨电车车站中，超过 530 个设计改造为无

障碍车站。从 2020 年起，柏林公共交通公司开始

在 该 市 6500 个 公 交 车 站 测 试 建 设 比 马 路 高 22 厘

米的人行路面，比之前提高 6 厘米，这意味着未来

乘坐轮椅的乘客不必使用车门处的折叠板，也可

以直接上车。

除完善无障碍设施外，柏林市政府通过网络详

细分享相关设施信息。柏林旅游会议局官网上发布

了无障碍旅馆、餐厅、商场、博物馆、公园等各方面资

讯，游客可以查询面向乘坐轮椅的游客、残疾人、老

人和带婴儿出游的家庭等不同群体的服务信息。此

外，游客还可以通过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无障

碍洗手间、电梯、停车场等信息，方便快捷。

德国—

在衣食住行多方面体现成果
本报记者 张慧中

在英国伦敦的街道上，时常可见坐轮椅或者手

持盲杖独立出行的残疾人。让他们顺利走出家门

的，不仅有社会的支持和包容，还有成熟而多样的无

障碍设施。

在伦敦街道或公交车上，常见到标识牌上写着

“不是所有的残疾都可见”，以此提醒人们，给身边的

残疾人多一些理解与关怀。据统计，英国有 1410 万

残疾人口，其中超过九成残疾不明显。因此，在最大

程度上提供公共无障碍设施成为保障残疾人独立有

尊严出行的重要举措。

英国塞奇旅行社的创始人约翰·塞奇是一位脊

柱损伤的残疾人。20 年来，他曾 16 次坐轮椅游览了

140 多个欧洲城市，在他看来，伦敦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越来越完善，“乘坐轮椅游览伦敦很容易，因为每

辆出租车和几乎所有公共汽车都有轮椅坡道，旅游

景点的大多建筑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以方便轮椅

的出入”。

正如塞奇所说，伦敦出租车可以使用轮椅，其中

许多提供轮椅坡道、旋转座椅以及感应装置和对讲

系统，导盲犬同样可以上车。除此之外，伦敦 700 多

条公交车线路几乎都配有无障碍设施，这些无障碍

设施包括轮椅坡道、轮椅专用位置、为听障人士设计

的电子显示屏报站服务、针对视障人士的语音提示、

下车按钮上的盲文等。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水上巴

士、阿联酋航空空中缆车等也都为轮椅使用者提供

了无台阶的坡道。所有马路路口都有坡道、盲道及

红绿灯提示音，大英博物馆等景点还提供盲文导览

图、语音讲解等。

除硬件设施，英国还注重对交通运输部门的工

作人员进行无障碍培训，以便为残疾人提供及时专

业的帮助。为了能更好地为残疾人提供服务，2020
年，英国所有火车运营商和铁路网都加入了一项名

为“向日葵计划”的项目。这个项目中，有隐形残疾

的人可以佩戴印有向日葵图案的挂绳和卡片。如此

一来，在公共交通上，工作人员和其他乘客可以注意

到这个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时间、理解和帮助。

残疾博主克洛伊·戴尔经常使用向日葵挂绳，她说：

“尽管我身体有残疾，视力也有障碍，但如果我把拐

杖收起来，坐在椅子上，别人很容易把我当成一个没

有残疾的年轻女性。有了向日葵挂绳，我就不用再

担心被别人误会坐了残疾人座位。”

英国于 1995 年颁布反残疾歧视法，要求所有新

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必要便利设

施。为此，英国交通部为驾驶员和车辆标准局提供

了一项专项资金，以落实法规中的相关要求。任何

违反规定的车辆将受到处罚。到 2025 年，英国铁路

运输集团还将引入 8000 节无障碍列车车厢，并投资

改善车站的无障碍设施。

在英国的残疾人中有一半为 65 岁以上老人。

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以及医疗保健治疗技术的进

步，英国的残疾人口数量还在继续上升。针对残疾

人的无障碍设施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应对老

龄化社会的举措。英国利兹大学残疾人研究中心

此前发布简报称，国家残疾战略不仅是“为残疾人

服务”，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容易获得和

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让每个人都受益。去年 7 月，

英国正式发布国家残疾人战略，提出了改善残疾人

日常生活的愿景，旨在确保残疾不会成为人们过上

充实、独立生活的障碍，残疾人同样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力。

英国——

为残疾人出行提供必要便利设施
本报记者 邢 雪

2012 年国务院发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

来，我国无障碍城市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已成为保

障生活、改善民生、提升品质的重要内容。目前，

所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都开展了创建

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的工作，大多数区县级行政单

元已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消除障碍、融合

共享”理念已逐步纳入各项政府规划当中，交通出

行、金融服务、商业服务、文化旅游、养老、教育等

领域“无障碍+”建设成效显著，无障碍科技创新水

平不断提高。

目 前 ，我 国 无 障 碍 城 市 建 设 仍 有 较 大 提 升 空

间。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大多数城市规模

仍将扩张、老龄化日趋严重、慢性病患病风险升高

等形势，要实现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远景目标，就必须着眼我国实际，

关注国际上的新发展趋势，推动无障碍城市建设前

瞻布局。

一是推动无障碍城市建设重心从末端改善转向

前端设计。由于历史上重视不足，很多公共服务设

施、社区的无障碍设施缺失，后续补建、改造往往成

本较大，这就要求从规划设计环节即融入无障碍理

念。在这方面，日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无障碍设计

规范，还提出了体验式的设计理念，邀请残疾人、老

年人等与设计师共同参与设计，确保无障碍设计为

所有人群使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着很多

城市更新与建设任务，应当在设计之初就将无障碍

理念贯穿其中。

二是提升已有设施设备的利用效能。实际上，

我国一些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已相对完备，但其服务

和运维水平相对落后，诸如共享单车占用盲道和无

障碍坡道、机动车占用残疾人车位的现象司空见

惯。为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建设

和管理的相应责任主体，对运营环节出现的一系列

阻碍行为，应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德国等发达国

家均制定了无障碍专门法，明确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和管理主体，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已建设施设备发挥

最大效能。

三是推动从实体设施无障碍向虚拟信息无障

碍延伸。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人们的活动空间逐渐向数字世界和虚拟世界拓

展，但也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制造了新的“数

字鸿沟”。要消弭这一鸿沟，就需要在信息服务领

域推进无障碍设计。众多信息技术企业不断加大

在无障碍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力求让所有用户都能

享受到便捷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例如，IBM、谷歌

安卓、小米手机等均设有专门的无障碍设计团队，

一些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则组建了“信息无障碍产品

联盟”，以期更好地将信息无障碍理念融入产品开

发及运维流程。

四是提升无障碍产品产业化运作水平。无障碍

城市建设需要政府、社区、企业、非营利机构、志愿者

和市民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中，企业在无障碍产

品产业化运作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残疾人、老年

人等有着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其需求规模足

以支持一个庞大的无障碍产品市场。近年来，国外

企业围绕特定人群无障碍需求形成了很多创意产

品，韩国在此方面尤为突出，诸如为盲人设计的浮标

水杯、盲文智能手表、为轮椅使用者设计的滑盖洗衣

机等新创意不断涌现，极具产业化潜力。我国有

8500 多万残疾人、2.64 亿 60 岁以上人口，无障碍产

品的潜在需求很大，我国应加大对相关企业发展的

支持力度。

五是更加强调无障碍城市的受益者是全体市

民。当前，认为无障碍城市是为少数残疾人提供的

专门福利的观念仍很普遍，但实际上，即便是健全

人，一生中平均也有 11%时间处于行动不便状态。

因此，阶段性不便者（老幼孕、临时伤病者）和情景性

不便者（育儿家庭带眷外出、口语或外语沟通不便等

场景）等同样是无障碍城市的服务对象。日本特别

注重普及无障碍城市为所有市民而建这一理念，于

2018 年 5 月和 2020 年 5 月两次对其《无障碍化法》进

行修订，要求实施“心灵无障碍”启蒙教育，以消除对

老年人、残疾人的偏见、歧视等。这些做法的目的在

于从根本上改变无障碍城市建设是对残疾人的“福

利”的错误观念，增强市民参与无障碍城市建设的主

动性。

无障碍城市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也是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

重要抓手。加快推进人人受益的无障碍城市建设，

将让城市更有温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

副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消除障碍 融合共享
丛晓男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让
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更
加舒适地出行、生活，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一些国家通过制定政策
法规，不断在城市发展中实施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普及
平等包容的观念，为包括残疾
人在内的所有人更好融入社会
生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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