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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分析

刘 源1，张凯云2，王 浩1*

( 1．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2．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是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的重要问题。笔者从中国现有大部分城市公园绿地单

体封闭、层次单一、结构零乱 3 个方面，阐述了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总结其规划特征和

方法; 以南京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规划为例，提出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应具备开放化、分层化及网络化特

征，并通过微观层面的开放溶解、中观层面的梳理分层及宏观层面的整合联网 3 种方法相结合，提高城市整体环

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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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public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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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ublic park overal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urban public park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The current paper focused on three issues concerning most urban public park in China，namely isolation，single layered-
ness，and disorganized structure．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urban public park overall development was ana-
lyzed． And its planning features and methodologies was summarized． With the Nanjing urban public park overall develop-
ment and planning as an example，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urban public park overall development should possess fea-
tures of openness，layeredness，and networking． The overall c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uld be improved by combining
three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micro level open dissolution，midium level organization and layering，and marcro level in-
tegration and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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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是城市公园绿地规

划建设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公园绿地能否发挥其

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能否实现建设和谐人地关系

和可持续人居环境的目标。事实上，中国城市公园

绿地规划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然获得了迅速的

发展［1］: 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 1990 年的 1． 8 m2

增加到 2011 年的 11． 18 m2［2］; 城市公园绿地因其生

态、环境、景观等多重效益在城市建设的政策导向中

越来越受到关注，建设投入也越来越多。然而，现今

大部分的中国城市公园绿地缺乏整体规划，或单体

封闭、或层次单一、或结构零乱，规划建设结果虽使

公园绿地单体面貌改善，但从城市宏观角度看，并未

使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效益发挥到最大［3 － 8］。

局部是整体的局部，整体是局部的整体。在坚

持整体谋划的前提下，建设城市公园绿地，将能整

合个体效益从而提升整体效益。鉴于此，笔者通过

在南京的实证研究，探讨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

的特征及规划方法，以期指导进一步的规划建设。

1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概况

1． 1 局部建设与整体谋划矛盾表现

1． 1． 1 单体封闭
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初衷是向市民提供远离城

市钢筋水泥森林的乐土，但它不是城市的“绿色孤

岛”，应与周边环境密切联系，融合于城市的物质

及社会空间，加强城市生活的自然乐趣。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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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也是城市公共福利性设施之一，如街道、广场

等一样，应对全体公众免费开放。然而由于历史原

因和管理、经营理念的区别，“围墙建园”曾是中国

城市公园绿地的最大特点，这与传统文化相关。时

至今日，中国众多城市为了便于城市公园的管理，

仍用砖墙和高大乔木将公园围合，用城市道路隔断

公园与周围建筑物、设施、社区等环境的联系。城

市公园绿地就像一个点被植入城市中，园内的道

路、景观、公共设施与周边环境被生硬划分为墙内、
墙外两种割裂的系统，没有形成以公园绿地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的向心式构架。降低了公众使用的可

达性和便利性，导致其城市生态联系与社会交往活

动作用的弱化，无法有效地带动城市周边地区景观

与经济的发展。又如，很多城市的公园绿地仍实行

购票制，限制市民平等享受自然乐趣的权利，一定

程度地使公园绿地中的公共设施闲置浪费，空间利

用率低。再如，在众多城市中已辟为城市公园绿地

的场地里，仍存在挂着“游人止步”告示牌的“园中

园”，未实现真正的“开放”意义。这种“孤立与封

闭”是 造 成 城 市 公 园 绿 地 逐 渐 走 向 衰 退 的 原 因

之一。
1． 1． 2 层次单一

皮埃尔·查尔斯·朗方( Pierre Charles L'Enfant)
规划的华盛顿国家大草坪( The National Mall) 是世

界第一个大型城市绿色空间，之后美国纽约中央公

园开始了城市“绿心模式”的实践，意图把大型绿

色空间引入纽约市中心［9］。近年来，这一模式及其

变体在中国城市公园绿地更新实践中被多次复制，

其特点在于以一个或数个巨大的绿色空间构成强

烈的图面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建设者往往忽略了

城市居民更喜欢方便且靠近生活地的小型绿地空

间，而不是远处的大型绿地空间的基本使用心理，

规划设计缺乏对城市公园绿地规模和类型的合理

分配，造成市民利用上的困难和内容上的单调。不

容忽视的是当前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片面追求面

积大、视觉效果强的城市综合公园与带状公园的建

设与更新，而中型的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小型的街

旁绿地数量明显不足、质量堪忧。在此并非否定

“大”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而是质疑由于“大”成

为多数人的关注焦点后对“小”的价值的忽视。因

此，在日趋成熟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有必要对

公园绿地更新的规模和类型做出科学合理的考量。
1． 1． 3 结构零乱

中国城市公园绿地更新曾一度遵循“见缝插

绿”原则，公园绿地建设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公园

绿地体系结构零乱。具体表现为: ( 1) 城市公园绿

地更新只注重单体的局部细节，而忽视从城市整体

角度的公园绿地体系结构谋划; ( 2) 城市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更新规划缺乏科学性，使市民到达游憩点

所需的时间过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游憩兴趣及

光临频率; ( 3) 城市公园绿地之间及其外部林地缺

乏有效连接，未形成整体的系统结构，不利于城区

模拟自然群落与城外自然生物群落的融合; ( 4 ) 实

行城市公园绿地与其他绿地分而治之的管理体制，

使城市公园绿地无法与外部环境对接连通。以上

种种问题都导致了我国诸多城市公园绿地体系结

构零乱的现状。
以北京市为例，中心城区的公园绿地面积和数

量不足，且分布不均。如在全市对外开放的 169 个

综合公园中，分布在人口密度大的中心城区仅有

33 个，占 19． 5%［10］，其余公园绿地多集中在郊区

且散点布置，不利于满足居民游览观赏、休憩娱乐、
锻炼身体的需求，部分大型居住区周围甚至没有公

园绿地，市民晨练要步行较远距离。
1． 2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意义

正确处理局部更新与整体谋划的关系，在面临

两者矛盾时，坚持以整体谋划为前提，谋求城市公

园绿地的整体性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历

史意义。首先，局部不能脱离整体。任何事物的更

新建设，整体得失比局部好坏更重要。单体的城市

公园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和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

具体组成部分，它需要融入城市大体系中，不能脱

离系统而自行其是。其二，整体的效益大于各个局

部效益之和。从城市绿地系统构建的全局出发，遵

循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整体思路和目标，丰富城市

公园绿地类型，科学规划公园绿地单体的服务半

径，并使之连接成网，可以使城市公园绿地的整体

效益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活动需求。其

三，从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构建的角度，将公园绿地

与居住区、广场、道路等空间相互渗透，共同构建完

整、统一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对于尊重城市总体

格局，保持城市肌理的延续，建设新型的城乡关系，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2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特征

2． 1 开放化

美国风景园林师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

扩建》一书中提出: “城市公园建设是社会物质计

划的第一步，是消除城市拥挤和重新分配人类财富

的手段，公园不是为了与城市分割开来，而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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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与城市生活有机的

结合”。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化是指其向城市、向公

众完全开敞，与城市其他空间直接相融，成为城市

公共空间的延伸，更有效地改善居民生活，提高城

市环境质量［11］。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要求公园绿地从传

统的封闭形态向现代的开放空间形态转换，公园绿

地的平面布局、规划结构、功能分区也因此产生巨

大改变。传统封闭的公园绿地功能和空间模式是

由内及外的，即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向心式构架，

而现代的开放式城市公园绿地基于融入城市环境

的需要，并与城市开放空间保持延续性，表现为由

外及内的功能和空间布局模式。因此，城市公园绿

地整体性发展中的公园绿地边界应实现高度“开

放化”，对其日常使用者完成由“可达性”至“易达

性”的提升，提高其到达或进入公园绿地的便捷性

和舒适性，提高公园绿地边界空间场所及其设施的

可接近性。真正“开放化”的城市公园绿地单体，

是实现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的关键性基本

细胞。
2． 2 分层化

公园绿地作为城市中的主要开放空间，是居民

开展户外游憩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城市重要的游憩

资源。因此，城市公园绿地的区位规划、建设规模

及功能类型就显得十分重要。不可否认大型城市

公园绿地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过分强调它会

导致整个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分布不均衡。首先，

由于用地的限制，大型城市公园绿地意味着更少的

小型城市公园绿地，但其后者为当地居民所使用的

频率更高。第二，大型城市公园绿地不能使游客接

触到它的每一个部分，降低了空间使用率。第三，

大型城市公园绿地会造成政府监管的难度。第四，

由于在高度开发的城市区域难以找到足够的用地，

而高密度的中心区才是最需要绿地的。因此，大型

城市公园绿地并不能改变中心城区缺乏绿色空间

的问题。第五，建造、维护及更新大型城市公园绿

地成本比同等面积的一系列小空间要高很多。最

后，大型城市公园绿地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分布的

不均衡。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的“分层化”特征表

现为城市综合公园、带状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

园、街旁绿地按照城市人口密度、使用需求等科学

分布于城市环境中，以便发挥整体的系统功能。首

先，“分层化”的城市公园绿地可更均衡地在城市

中按比例分配公园，提高其使用率。经研究发现即

使人们强烈需要公园，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表现

为距离越远，人们利用公园绿地的频次越低，3 min
步行距离范围内的公园绿地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

的公园［11］。其次，“分层化”城市公园绿地可以提

高地方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减少社会问题。国外研

究发现，人居环境中公园绿地的数量和居民健康成

正比。相反，公园绿地少的人居环境往往是人们孤

独和缺乏社会支持的地方［12］。第三，“分层化”的

城市公园绿地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相关研

究证明面积大于 3 hm2，绿化覆盖率达 60% 以上的

公园绿地才是城市中的冷岛［13 － 14］; 也有研究证明，

城市小公园绿地的降温功能也非常显著［15］，绿地

降温半径通常是公园的宽度［16 － 17］。
2． 3 网络化

城市公园绿地网络化建设的雏形起源于美国

波士顿市公园体系的规划。1878 年，奥姆斯泰德

等结合城市原有公园绿地和水系资源，用公园路将

河滨湿地、综合公园、植物园、公共绿地等多种公园

绿地连接成网络系统，即“波士顿公园体系”，俗称

“翡翠项链”( Emerald Necklace) 。波 士 顿 市 政 府

从城市角度对公园绿地系统先规划再建设，“翡

翠项链”的建成使得人们在使用中意识到公园不

该被孤立于城中，而应深入城市生活。波士顿公

园体系建成后，周边地价平均上涨了 3 倍，原来单

一的用地类型转变为以商业、商务为主的综合用

地。又如从 20 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市政府就开始

进行全市公园路( Parkway) 的建设，使其联系城市

内部众多公园空间，从而实现全市公园绿地的网

络化发展。100 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城市公园绿

地数量翻倍，城市公园绿地网络化建设堪称世界

领先。
21 世纪以来，城市公园绿地的更新发展同多

项新学科、新技术紧密相连，如地理信息学、生态学

等为公园绿地的规划和监测带来了新的视角、理论

和方法。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布局也由最早的单一、
集中模式，走向“集零为整”的网络连接及城郊融

合的发展趋势。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的“网

络化”特征遵循城乡平等原则，将网络向乡村充分

延伸，形成“建成区—规划区—市域”环环相扣的

结构体系，最终实现覆盖城市与乡村的广域城市公

园绿地系统。

3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规划方法

3． 1 微观层面: 开放 + 溶解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使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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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对公共休闲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城市公

园绿地只有与城市整体环境实行协调对接，才可以

实现其价值和效益最大化。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

发展首先应将传统封闭的公园围墙推倒，实行开放

式的科学管理模式; 其次，把开放式的城市公园绿

地单体真正溶解于周边环境及中心城区，实现微观

层面的形式与内容的“解放”。
Jacobs［18］认为: 城市公园绿地和开放空间并不

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孤立偏僻的公园和广场反而是

危险的场所，周边应与其他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

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溶解

公园”的概念［19］，即在现代城市中，公园绿地应当

成为居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旧

城更新进行和新城向郊区扩展，工业城市初期的公

园绿地形态逐步被开放的城市公园绿地取代，原有

孤立、围合的公园绿地将慢慢“溶解”，进而发展为

简洁、生态和开放的绿地形态，成为穿插连接在城

市各种性质用地之间的基质，与城郊自然生态景观

相融合。随着居住环境的发展，未来的城市就是一

个天然大公园，不需要再刻意修建公园来满足人们

对远离自然的需求。“溶解公园”概念赋予现代城

市公园绿地建设以新的使命，也为中国城市公园绿

地整体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3． 2 中观层面: 梳理 + 分层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中，在城市公园绿地

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应科学梳理城市公园绿地资

源，本着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的原则，分层次进行更

新建设。城市大型综合公园应更多地让位于社区

公园、街旁绿地等小型且便利的绿色空间。
3． 3 宏观层面: 整合 + 联网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的整合资源环节，首

先应积极寻求城市公园绿地之间共同的自然资源、
历史文脉和风貌特色，为公园绿地单体之间的“整

合”创造条件; 其次，城市公园绿地的资源整合应

以结构上的组织严密、功能上的协同合作为前提，

组成局部完整的系统。
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最终体现在公园绿

地的系统联网环节。具体方法为: 首先在中心城区

通过用地置换增加小型公园绿地的均布性，营建一

定规模的核心绿地，外围新建区顺应建成区的迅速

扩张配置适量的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等; 其次，通过

绿色廊道、楔型绿地和结点等，将各层次的城市公

园绿地纳入城市绿色网络，构成一个自然、多样、高
效、有一定自我维持能力的动态绿色景观结构体

系，促进城市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4 南京市公园绿地整体性发展分析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长江下游，是

长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区重要城市和长江流域四大

中心城市之一。自公元前 472 年范蠡在长干里筑

“越城”起，至今已有 2470 多年的建城史，被称为

“六朝古都”。南京市辖区跨长江南北两岸，市域总

面积 6 582 km2。现行的行政区划为 11 区，全市域

总人口为 800 多万。南京属于较典型的北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四季变化分

明，冬夏温差较大。南京降水丰富，年均降雨 117
d，年平均降水量1 106． 5 mm。
4． 1 南京市公园绿地单体开放

城市公园绿地的开放式管理，是推动城市公园

绿地整体性发展的首要前提，也几乎是世界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英国的伯肯海德公园、圣詹

姆斯公园等城市大型公园绿地从建园初期便实行

免费开放政策。美国纽约中央公园、费城众多社区

公园也都长期实行开放式管理，任居民和游客休憩

停留［20］。近年来，南京市政府大力推行城市公园

绿地的单体开放，使众多城市公园绿地真正成为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城市休闲娱乐设施，成为提供

免费服务的“市民客厅”。至 2012 年底，南京市公

园绿地免费开放率已达 87． 56%。其中以玄武湖

公园、雨花台风景区、北极阁公园、明故宫遗址公园

等城市公园绿地为主。另外，在现有城市公园绿地

免费开放基础上，对红山动物园、莫愁湖公园、古林

公园、栖霞山风景名胜区、阅江楼等 39 家市、区属

的景点景区设置免费开放日，其中大多数设置的免

费开放日为 1 d，少部分免费开放日有 2 ～ 3 d。据

了解，到 2015 年，南京市综合公园将实行全部免费

开放。
4． 2 南京市公园绿地类型多元

城市公园绿地包含综合公园、带状公园、专类

公园、社区公园及街旁绿地 5 种类型，每种类型的

公园绿地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功用［21］。南京市政

府从城市整体环境出发，梳理城市内部现有的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滨江城市和山水城林的

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结合城市水系和文物古

迹，因地制宜地建设丰富多元的各类城市公园绿

地。它们一是结合城墙、河道规划带状公园，一方

面对其起到保护作用，一方面联系城市其他各级各

类绿地，发挥生态廊道的功能; 二是在主城和各副

城中，按照高品质建设标准和各自资源特点，建设

各类专类公园; 三是结合城市社区中心建设儿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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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游乐园、健身园等社区公园。通过以上举措，使

不同等级、不同面积大小、不同使用功能的多种城

市公园绿地，各扬其长，相得益彰，发挥其整体综合

效益。根据 2009 年修编的南京市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 2007—2020 年) 文本可知: 综合公园、社区公

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街旁绿地均有一定比例的

分布，其中专类公园和带状公园的面积较大，社区

公园与街旁绿地的数量较多，综合公园的面积和数

量处于中间位置( 表 1) 。由此得出，南京城市公园

绿地类型丰富，层次清晰，比例合理。
由南京市公园绿地数量、南京市公园绿地主城

区、副城区面积百分比( 分别为 39． 2%、60． 8% ) 及

南京市各类公园绿地主城区、副城区面积百分比

( 表 1) 还可看出:“一主三副”的城市结构中，各个

片区均分布不同等级的城市公园绿地，各种类型无

一缺项; 其次，由于主城区用地限制，各类城市公园

绿地建设数量略低于副城区，但体现城市特殊魅力

的专类公园仍以主城区建设为主。另外，随着副城

区居住人口数量增多，新建大量住宅小区，为满足

使用需求，各类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比例稳中有

升，特别是社区公园的建设力度远大于主城区。

表 1 南京市公园绿地数量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number of urban public park in Nanjing city

位置
plot

综合公园
comprehensive park

社区公园
community park

专类公园
topic park

带状公园
belt-shaped

park

街旁绿地
green area
nearby street

数量
number

面积比
area
ratio

数量比
number
ratio

数量
number

面积比
area
ratio

数量比
number
ratio

数量
number

面积比
area
ratio

数量比
number
ratio

数量
number

面积比
area
ratio

数量比
number
ratio

数量
number

面积比
area
ratio

数量比
number
ratio

主城区 20 37 21 14． 4 19 90． 3 33 28． 6 36 27． 8

副城区 31 63 87 85． 6 9 9． 7 35 71． 4 38 72． 2

小计 51 18 15 108 4 33 28 44 8 68 27 21 74 7 23

注: 数据来源于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数量比与面积比均以% 计。

4． 3 南京市公园绿地结构稳定

美国佐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的道格

拉斯( Douglas) 教授认为:“每个城市都需要一个最

大化的系统结构和生态环境，每个廊道、斑块间的

联网和叠加都为城市绿色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形成

贡献力量，系统的能量来源于更多块面的组合与联

网”［22］。基于这一生态理念，南京市政府正在努力

为包括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在内的城市绿地建设打

造一个“最大化的系统结构和生态环境”。就南京

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而言，它们结合城市山

体、水域、历史文化等资源，形成了一个以都市区绿

地系统为主体骨架、以均衡分布的城镇公园和社区

绿地为补充、系统性和可达性较强的结构稳定的中

心城区绿地布局。在主城区，延续现行规划确定的

“两环四片”的绿地系统结构: 内环为明城墙风光

带，外环为围绕主城的绿环; 四片分别为钟山风景

区、雨花台风景区、幕燕风景区及夹江风光带。同

时加强主城水系和道路沿线的绿带建设，串联各类

公园、街旁绿地并加强与外围区域绿地主骨架的连

接，形成了外楔于内、互为支撑、共生共荣的绿地系

统结构。截止到 2012 年底，南京市已实现主城区

内任意一点，市民出门 5 min、步行 300 m，即可到

达一片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公园绿地。并计划每年

新建绿地不少于 20 块，面积不少于 100 000 m2。
到 2013 年底，南京市还将改造出新 300 个小区绿

化，新建 100 个社区公园，把绿色送到居民家门口，

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进绿、处处有绿”的美好

蓝图。新建的 100 个社区公园主要集中在缺少绿

色的老城区，与现在街头巷尾所建的小块绿地不同

的是，这些社区公园功能更加齐全，除了绿色，还会

增添配套设施，如供居民休憩的椅子、晨练运动场

所、健身器材等。
南京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注重从城市的整体

谋划出发，在推进公园绿地单体开放、丰富公园绿

地类型、构建公园绿地网络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效

果，为提高城市环境整体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也

为中国城市公园绿地的整体性发展提供了较好的

思路。

5 结 语

在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中，对于城市公

园绿地整体性规划的研究尚未达到完整的系统层

次，一般仅停留在单个公园绿地的规划尺度，而少

以一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更少从微观、中观和宏观

相结合的角度思考，寻求系统性的规划方法。因

此，总结一套清晰的城市公园绿地整体性规划方法

是十分必要的，它既契合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总体环

境，也满足了新时代下城市居民对于景观环境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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