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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铁路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与人性化设计启示研究
张家瑞*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上海  230000

摘    要：近年来，中国铁路持续快速发展，铁路交通运输枢纽设计中开始注重无障碍与人性化设施设计，本文通

过日本铁路交通运输枢纽无障碍与人性化设施设计的分析，对我国铁路无障碍设计研究有借鉴之处，反思中国铁路无

障碍与人性化设施设计研究存在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思路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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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铁路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设施设计现状

日本老龄化出行国情必须重视无障碍设计

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老龄化特征是“起步晚，速度较快”，属于比较罕见之一的老龄化发达国家。在1980年

之前，日本老龄化率处于低水平，2005年之后开始达到了高水平，人口老龄化率持续从7%~14%所上升的时间，日本

仅花了24年，可见日本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5倍，处于世界之首的地位。

在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多，如图1所示，在2017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13.8%。未来2025年日本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17.8%，日本人口高龄化趋势非常严峻，截至2017年，日

本全国10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了67824人的新纪录，可见日本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进展速度增快。据表格显示女性人数明

显高于男性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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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历年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

因此，在无障碍问题上所有老年人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困难，老年人对铁路无障碍出行设施提出了更多、更高、

更细化的需求。

日本老龄人及残疾人的增多，倒逼日本在包括铁路运输出行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充分考虑无障碍设计细节

化，并尽可能地将人性化服务纳入这一越来越庞大的老年出行群体。

尤其是我国即将迎来老龄化时代，这也是我国生产力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必将深刻影响到国内

经济发展及铁路客运车站公共设施建设。基于和日本相似的老龄化国情，应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并统筹规划，铁路运

输客站的建设要和与之配套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同步运营。

（二）完善的无障碍与人性化建设的设计法规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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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障碍设计法规相对很健全，无障碍设计已经法制化。地方与民间组织先制定无障碍标准和相关政策，通过

司法后在日本全国展开无障碍法制化[1]。见表1。

表1 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无障碍发展政策进程表

时间 基本进程 相关政策及行动

1949年 《身体残疾人福利法》 提出将身体残疾者收容进行康复训练

1973年 《福利城市政》
该规定了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实施无障碍改造。交通路口配置安全设施、公共场合
为残疾人开放、修建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并配备安全扶手

1982年 《无障碍化建筑设计标准》 制定了公共设施的设计指导原则和标准

1993年 《残疾人基本法》 规定了国家应釆取的公共设施无障碍化措施

1994年
《创建福利生活大纲》和《关于无
障碍化特定建筑物的有关规定》

《爱心建筑法》主要规定了公共建筑的出入口、走廊、楼梯、电梯、卫生间、停
车场、建筑用地的无障碍设计要求

2005年
《 爱 心 建 筑 法 》 和 《 交 通 无 障 碍
法》合并，修订为《关于促进高龄
者、残疾者等的移动无障碍法律》

健全无障碍法制化社会。促进日本国民对老年人及残疾人的困难感同身受来重视
的“内心无障碍化”

2006年

《 爱 心 建 筑 法 》 与 《 交 通 无 障 碍
法 》 合 并 修 订 为 《 关 于 促 进 高 龄
者、残疾人等的移动无障碍化的法
律》，内容增加了五大方面

法律界定对象加以扩充，不再局限于身体障碍者，同时包括智障、精神障碍等所
有残疾人员。
对象设施得以扩充，在原来建筑物、公共交通工具与道路外，增加了道路外停车
场、城市公园及福利出租车。
基本构想制度的补充，即重点推行无障碍的区域扩展到不包含旅客设施的地区。
在确定设施构思时邀请当事人参与，并协商制定，创立居民提案制度。
“软政策”的充实，将老年人与残疾人的困难感同身受，促进国民的“内心无障
碍化”。

2013年
日本政府颁布了
《障害者差别消除法》

根据残奥会的要求制定了关于赛场观众席位的要求,同时考虑到访日外国游客和高
龄社会。同时做好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无障碍设施工作

2017年
日本政府宣布
《无障碍新法》修订完成

保障进一步推进全国建筑的无障碍化

日本法制建设促进了铁路交通出行无障碍的发展。日本无障碍设计的概念逐渐扩展到通用设计，弱势人群也涉及

残疾人、老年人、幼儿、孕妇等，使设计的要求和规范能够满足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并且需要配备无障碍服务功能

和设施装置。

可以从上面列表看出，2006年日本实行《爱心建筑法》与《交通无障碍法》合并修订为《关于促进高龄者、残疾

人等的移动无障碍化的法律》的国家级法规。因此，在日本国家级法律条规的基础上，日本全国共有47个都道府县的

地方根据自身特色情况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地方无障碍设计规范条例。其中有些条例说明比较关键，值得我国铁路运输

客运车站无障碍与人性化设计借鉴与思考[2]，例如：

1. 法律界定对象加以扩充，不再局限于身体障碍者，同时包括智障、精神障碍等所有残疾人员。

2. 基本构想制度的补充，即重点推行无障碍的区域扩展到不包含旅客设施的地区。

3. 在确定设施构思时邀请当事人参与，并协商制定，创立居民提案制度。

4. “软政策”的充实，将老年人与残疾人的困难感同身受，更重点的是，是促进对老年人、残疾人的理解、关

爱、问候和帮助，即所谓对无障碍设施认识的“内心无障碍化”。

另外，日本国家级法规制定了建筑与交通的无障碍设施与人性化设计建设的基本标准，在无障碍设施与人性化设

计建设过程中的责任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进行分工、监督、审查的三位一体的流程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

日本国家级法律规条一旦实行，日本全国都道府县的区市町村设立专门负责无障碍法规执行监督人员。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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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经过审核后要在

相关部门备案。

设计方案

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

工情况进行抽查访

问、监督、评估等，

保证工程施工过程中

的无障碍设施与人性

化建设符合设计规

范。如有不遵守规范

的现象情况进行调

解、劝说、公示。

工程施工结束后，日

本地方建筑行政厅会

委托监察机构对工程

施工所达到的无障碍

程度进行审核、评估、

验收。

审核通过后，交通与

建筑所有工程施工相

关机构可以申请无障

碍等级证书。

建设施工 审核

颁发证书

日本无障碍服务平台建立是由铁路旅客无障碍服务系统为基础平台，上升到人性化服务框架平台。通过个性化服

务框架平台，重点对象是老幼病残孕等进行提供精准无障碍服务，方便解决车站通行存在障碍因素、行动不便以及信

息交流存在障碍等出行问题，建立日本无障碍个性化服务框架，见表2。

表2 日本无障碍个性化服务框架表

服务对象 轮椅使用者 身材矮小者 带婴儿出行者 老年人 孕妇 拐杖使用者 听力障碍者 视力障碍者 外国人

服务目标 车站通行障碍因素 行动不便 信息交流障碍

人性化和智
能化服务

智能语音、手语翻译器、轮椅、担架、助残机器人、盲人引导子系统、智能求助子系统、无障碍化自助售取票机闸机
设备、车站台阶间隙折叠式路板等

服务平台 日本铁路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与人性化服务系统

日本的无障碍设计与建设经验表明，在无障碍设计施工流程的每个环节,来完善无障碍设计的法制体系是保证铁路

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设计有法必依的基础，使铁路客流运输无障碍建设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减少后续不必要的改造

工程，这对我国的铁路无障碍设施建设有着现实的启示作用。

（三）车站无障碍设施设计细部更具人性化

鉴于日本越来越庞大的老年群体，日本铁路运输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日常出行密不可分,车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公

众场合。因此日本无障碍法规规定了各城市里车站按其区域面积的大小, 进行设计不同等级的无障碍设施标准，站内

外无障碍设施很齐全，简约而不复杂。

通过实地调查及大量对比研究，日本在铁路客运车站无障碍设施设计细部大致归纳如下[3]。见表3。

表3 日本车站无障碍人性化设计细部
                     国家
无障碍项名

日本

车站内道路
修建了可触觉地面，包括条状凸起和块状凸起两种，人行横道也设

有盲道，与人行道的盲道相连贯形成统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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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无障碍项名

日本

带盲文的地铁自
动购票机

地铁站自动购票机都设有各个站点的盲文键和盲文牌，并且带有声
音提示功能，配合盲人进行自主购票。

站内盲道
地铁站站内有专门设施盲道引导盲人方便进售票通道出入站口，无
须通过检票识别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地铁站盲道交汇处地面还
设有指南针提示旅客。

电梯

电梯门开得快关的慢，方便行动迟缓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进入的充裕
时间，净空高度≥800 mm，门前设盲道，装音响指示器，电梯门净
空高≥800 mm，梯箱面积≥1350×1400 mm，呼叫按钮附近安装盲
文指示牌，设音响器，报告所到层数。

  

 

楼梯间

有高低扶手，设置防滑条及盲道，在休息平台处也设置了盲道。对
于未设置电梯的建筑，楼梯间则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因此楼梯间的
无障碍设计重点是灵活性和安全性。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设计：
1.是高低扶手的不同高度设计，方便不同人群提供的高度选择。
2.是防滑条的设计，以防滑倒。
是盲道的灵活性设计，在梯段间即休息平台处设置了盲道，方便引
导盲人行走。

卫生间
在坐便器的扶手，方便残障人士坐下及起身的用处，设计了高低洗
手池，以便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卫生间内任何高度可照到脸
的镜面组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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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无障碍项名

日本

出入口及股道间
通道

股道间通道设有扶梯，设台阶的一般设有无障碍台阶爬梯和扶手。
同时，公共设施的入口大多数都设有残疾人专用下楼梯的轮椅升降
机。

触觉信息
触摸式示意图，向视觉残疾人提供凸起文字或盲文进行说明。音响
导向在日本铁路如新宿车站，也得到一些使用。

母婴候车室

母婴候车室较少：
1.日本母婴室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宽敞明亮的氛围。
2.优质的空间环境设计，能有效安抚宝宝焦躁的情绪。
3.设计得长短高低各异，适应儿童各个年龄段。
4.为了国际化服务，门口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标示得很清楚，有些
地方门口还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帮助。
设施和功能区齐全，符合儿童卫生、安全、环保等标准。

 

 

车站间接送轮椅
残疾人联络机制

服务

1.车站内必须配备升降式电梯或提供轮椅残疾人使用的阶梯轮椅服
务。
2.车厢内必须设计为轮椅残疾人停靠专用位置。
3.车厢与车站之间必须配备轮椅无缝板服务。
交通枢纽站有接送轮椅残疾人的联络服务体制，保证做到人性化服
务程度高。

 

 

二、提升我国铁路无障碍与人性化设施水平的途径启示

目前我国铁路无障碍人性化服务主要体现在无障碍配备设施方面。与过去相比，各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车

站无障碍设施部署没有做好连续和接缝的工作，不同车站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情况差别很大，难以满足弱势群体旅客

独自交通枢纽站出行的需求[4]，应该从以下几点扎扎实实做起：

（一）遵从能让所有乘客无障碍出行的设计原则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设身处地的为老弱病残者着想，把无障碍设计的重点放在不应因某人由于某种形式的

残疾而被剥夺参与和享受出行的权力，积极创造适宜的铁路运输出行条件，方便他们进出站。

（二）严格践行铁路建设无障碍出行法制化建设

严格践行无障碍设计的法规体系是铁路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设计的法制保证。必须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才

能保证铁路运输无障碍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避免因短视眼前的建设成本和经济利益，造成车站无障碍设施建设可

续表



工程学学科研究 2020  第1卷 第3期·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6

有可无的无障碍民生短板[5]。

（三）铁路客站无障碍建设应加大前瞻性与统筹性

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国情，车站建设一定要有主体建设和无障碍建设同步实施的前瞻性，统筹考虑，尽

量避免以后的“费时费力，浪费资金”现象的新增或改建无障碍建设工程。

（四）提高车站无障碍细部的人性化设计水平

遵从《铁路旅客车站无障碍设计规范》，无障碍设计还必须对一些通用的细部要素，如出入口的坡道、水平与垂

直电梯、公共厕所、股道间通道等细部构造，做细致入微、人性化的设计[6]。

（五）强化车站无障碍设施服务水平

中国铁路运输客运车站无障碍设施必须强化和提高服务水平，与人性化细部设施互相配合和协调，体现社会关爱

和尊重的价值。

三、结束语

面对日本超老龄化的社会趋势，人员密集的铁路车站无障碍出行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我国面对和日本一

样都是快速老龄化的基本国情，日本在无障碍实施理念、法制建设、细部人性化设计方面，确实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我国即将迎来老龄化时代，这也是我国生产力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必将深刻影响到国内经济发

展及铁路客运车站公共设施建设。基于和日本相似的老龄化国情，应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并统筹规划，铁路运输客站

的建设要和与之配套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同步运营。

因此，我国必须完善和严格践行铁路无障碍设计法规，深刻领悟无障碍设计的内涵和外延，提升铁路客运车站无

障碍建设与人性化水平，使包括残疾人士和老年人等更广大的健全人群体得到方便出行，为建设中国和谐文明社会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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