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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中央公园对合肥骆岗中央公园发展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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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纽约中央公园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城市公园之一，它在注重开放绿地、解决交通问题、建

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及举办多样化的活动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合肥市于 2018 年前后决定在城市中心位

置打造大型绿地项目。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大型公园绿地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生

活的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纽约中央公园规划建设为例探索其对于城市中央公园建设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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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城市公园源于西方工业化时期，但道法

自然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园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城市公园的建设中也蕴含了东方的自然哲学观

念。工业的发展对这个时代的人居环境形成了挑战，

而城市中较大规模的绿地对完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都有着巨大带动作用。纽约中央公

园则是城市大型绿地规划的先驱。

1 纽约中央公园简介

纽约中央公园是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心的城

市公园，占地约 341 公顷。该公园地理位置优越，被

繁忙的城市街道和建筑所环绕。但其内部所呈现的自

然景观，包括人工湖泊、草地、树林、花坛和步道等

多样的景观元素，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和运

动的场所。1851 年，纽约市通过 “The 1853 act”决

定建造中央公园，随后成立了中央公园筹建委员会，

并通过了沃克斯和奥姆斯特德团队“绿剑”方 案。

“绿剑”代指大型开放绿地，奥姆斯特德想要象欧洲

的城市一样能够提供大面积的公园公共产品，为中下

层居民“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建立一系列的绿地和公共

公园”。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将他们的 “横向”道路

埋在地下水位之下，并创造了一个结合地形的连续广

阔的公园。公园的范围从第五大道延伸到第八大道，

从 59 街延伸到 110 街。然而，这样狭长的规划方格

地块阻隔了东西向的交通。为此，中央公园结合地形

设计了四条横贯公园的马路。马路下沉到地下，通过

石桥方式连接两边。下沉的道路保持了公园的视觉和

体验的完整性。1876 年开园以来，公园陆续增设游

乐场、健身活动场地、动物园等。纽约市公园和娱乐

部门共同负责公园的管理、运营、维护、安全和活动

策划。公园运营方面突出艺术导向，定期举办各种文

化、艺术和娱乐活动，如音乐会、电影放映和户外展

览等，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娱乐选择。其中夏日音乐节

和莎士比亚戏剧节是纽约最受喜爱、广泛可及并免费

的户外表演艺术节之一。

2 合肥中央公园简介

合肥骆岗中央公园位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包河

区，处于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的骆岗机场片区。规

划包括了 2023 年举办园博会的园博园片区和作为城

市公园的骆岗公园片区。项目范围为东至包河大道，

南至锦绣大道，西至合安高速，北至京台高速。总面

积约 15．3km2，其中规划绿地与水系总面积为 10．1km2。

中央公园规划范围内拥有丰富的河湖水系和林地资源。

南侧是十五里河生态廊道，北侧是绕城高速生态廊

道，是城市主导风向上的重要节点，对于提升主城区

的景观风貌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该片区北

接高铁南站，南邻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交通资源丰

富，已建成轨道交通 1 号线和 5 号线，未来还规划了

8 号线、S1 号线和城际站等。该片区曾是原合肥通航

机场骆岗机场所在地，2013 年骆岗机场转场至新桥，

骆岗机场关闭后，片区发展面临重新规划。

2018 年合肥骆岗中央公园被定位为合肥最大的

城市中央公园，立足未来 20 至 30 年的发展。骆岗片

区的总体定位是高质量现代化的生态公园和中央商务

区，也是城市活力的中心，展示合肥作为国际化都市

区的新地标，是面向全球的国际舞台。主要发展业态

包括公园、总部基地、研发、办公和居住等，计划打

造成大型、现代、生态的中央公园。
·1·



3 合肥中央公园建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3．1 相似性

3．1．1 规划理念的先行

中央公园的规模和区别的设计必然是偶然的历史

条件的产物。首先，从广义上讲，这个公园是美国人

对自然景观迷恋的一种表现。美国的园林审美主要受

到英国自然式风景园的影响，偏向田园风光。虽然人

们普遍认为商业城市一直是必要的，但十九世纪的美

国艺术、文学、政治和大众文化都将农村土地作为国

家“例外主义”的核心要素而庆祝。亨利·戴维·梭

罗在其著作《瓦尔登》( 1854 年) 中记录了他在马萨诸

塞州农村寻求自我复兴的过程，他建议每个美国的城

市都应该为 “原始森林”留出土地，以 “保存在乡

村生活的所有好处”。合肥中央公园的规划初期就采

用文化回归、社区回归、活力回归、人才回归和生态

回归的理念，引入以人为本的景观发展方案。大型绿

地的代表有城市中央公园和园林博览会展园，而骆岗

公园的选址和建设兼具了两个大型绿地的种类。

3．1．2 对城市的重要意义

纽约中央公园是纽约地标性的城市景观，从对于

城市功能的影响来 说，它 被 称 为“ The Lungs of the

City( 纽约之肺) ”。中央公园是充满活力和变化的，

它与周围精彩建筑群形成了对比和融合，是世界文旅

目的地。合肥骆岗中央公园的建成，被定为“安徽之

窗、省会之心、城市之肺”。骆岗中央公园的建设，

在城市园博园大事件的外推力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由

工业时代向生态时代转型的内驱力的共同作用下，从

城市发展地理规划上的中心转换成了与城市共同生长

的核心区。本次规划建设的中央公园注重现代化，强

调生态、科技和人文，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城市公园的

生态工程，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1．3 相似的历史阶段

纽约中央公园的提案是为了调节纽约下城拥挤和

脏乱的环境而提出的构想。1844 年记者威廉·布莱恩

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 提出应仿效英国的白金汉公

园( Birkenhead Park) 和维多利亚公园( Victoria Park)

建立供市民使用的“人民公园”( People’s Park) ，缓

解城市的拥挤，改善城市卫生安全，为全市居民建立

一系列的绿地和公共公园。目前合肥也经历了从工业

兴城到生态优先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通过生态的方

式更 新 城 市，完 善 城 市 的 生 态 格 局，最 终 形 成 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1］。

3．1．4 完善提升了城市的品质

纽约中央公园成为了纽约市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绿色休闲空间，又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前来参观和休闲。同时它还巧妙的通过景观手法

设计了下穿的市政道路管线，从而保留了完整的公园

景观。合肥骆岗中央公园的建设引入了大型园林展会

园博园，将园博小镇纳入城市中心的文化和商业服务

功能，增加了城市的经济效益。园博园同时与纽约中

央公园类似，骆岗选择了通过地下穿行的交通方式完

整保留了机场跑道和大草坪，在完善城市路网格局的

同时不破坏场地肌理。

3．2 差异性

3．2．1 选址的基地不同

19 世纪初，纽约市的人口迅速增长，曼哈顿下

城难以容纳更多的居民，而在欧洲有很多城郊公园

可以让富人们游憩。中央公园选址是当时的城郊，曾

经的地形是石滩和沼泽，规划方案保留了很多岩石，

同时将一些沼泽适当扩充为水面，但填充了原有水库

转为最大的草坪。骆岗公园的选址则是已经发展成为

中心的片区。规划方面保留了原用于机场跑道分割

的大草坪，通过城市规划作为引导，结合城市大事件

实现全民参与多方共赢。相比较，纽约中央公园更多

保留纯自然的要素; 而合肥中央公园在尺度规模上更

大，大约是三个纽约中央公园，存在的城市功能也更

多，需要在融入自然的基础上对保留的建筑进行重新

利用［2］。

3．2．2 与城市融合的程度不同

建设阶段，纽约中央公园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建

设。中央公园的总设计师奥姆斯特德评价纽约中央公

园“是第一个真正的公园，是美国民主进步的重要标

志，体现了艺术和审美文化的进步。”但在规划设计

中，主要的精英阶层仅仅考虑城市需要一块大型的绿

地提升城市形象，所以采用大拆大建的方法拆除了包

括塞内卡村这样的移民村庄。这样的建设引起了当地

居民的争议，而纽约的精英阶层则发动了舆论战。随

着中央公园的建设逐渐临近，报纸和政治家开始将这

些村庄描述为“贫民窟”。他们称居民为 “占地者”、

“流浪者”和“恶棍”。合肥中央公园则采用了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建设相结合的方式，融合了城市大事

件的选址，包含了原有的骆岗机场，在此之前主要为

机场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群。在建设中保留了大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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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遗址和农田景观，仅在局部拆迁较少的村庄并将村

庄建筑风貌的记忆融入建筑［3］。

3．2．3 城市与公园结合对周边土地价值影响的方

面不同

纽约中央公园的建设导致公园周边人口密度达到

全市最高，同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地块能够看到公

园风景的房屋价格高出其它城市景观房价格 75%。公

园周边的房地产价值得到提升，成为了高档住宅和商

业地产的热门区域。中央公园创造了 4 000 多个岗

位，也对周围的酒店博物馆产生了正效益，为城市创

造了税收收入。骆岗生态公园在规划阶段就定性不在

公园范围新增住宅。但中央公园对于合肥的意义体现

在带动整个中心片区的发展，包括西侧规划的核心商

务区。

3．2．4 经营模式不同

纽约市政府和纽约中央公园的管理机构在 1998

年签署协议，约定共同管理中央公园。纽约中央公园

的管理机构是一个私有的非盈利组织，负责公园的管

理、运营和维护已经有 43 年的历史。纽约市公园部

门保留对公园政策、运营、活动、许可证及其日常运

营的其他事项的控制权。管理机构从城市财政预算收

取维护公园的年费。此外，有专项基金支持公园的特

殊需求，例如人行道照明等。骆岗中央公园以政府主

导的模式进行前期规划，以市场化的模式后续运营，

创新性的提出了 “建管运维一体化”的建园和运营

模式。骆岗生态公园结合城市大事件“第十四届中国

( 国际) 生态园林博览会”的筹办，打造同建共管，

资源共享的管理体系。具体由合肥市财政统筹建设预

算必须的公园公共预算，由社会资本参与运营落实规

划，引入项目［4］。

4 对合肥骆岗中央公园建设的启发

4．1 尊重原有的场地特征

在纽约中央公园建设中保留场地里原始裸露的岩

石，通过简单的覆盖青苔的方式，向自然学习，塑造

更接近自然的环境。骆岗公园建设同样也是遵循生态

优先的原则，保留良好的生态本底，保留机场草坪的

历史记忆。
4．2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纽约中央公园建设有动物园、喷泉广场、健身设

施、博物馆及餐厅，配套有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包

括 13 条地铁线穿过公园的四周，6 条公交线穿过公

园的东西侧。其中在 97 街东西向通过下穿桥的方式

保留了完整的中央公园。园博园建设中也借鉴了中央

公园的手法，下穿三条道路保留了完整的机场跑道和

大型绿地。

4．3 明确中央公园的公共性

对比合肥和纽约中央公园的历史，能够启发城市

建设工作者不断的去理解 “公共”一词的时代含义。

纽约中央公园的建设增加了周边人民运动的频次，降

低了市政府的医疗开支并且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2021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

南》( 自然资源部公告 2021 年第 36 号) ，合肥中央公

园对于补全合肥中心片区配套，提升社区生活圈品

质，增强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帮助。城市公

园的公共性也能够转换为长久的经济效益，再反哺公

园的建设，形成可持续的循环发展。

4．4 与时俱进的运营更新策略

合肥骆岗公园可以借鉴纽约中央公园公私合营的

非盈利性的管理模式和运营策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

教育文化产品，在维护和保护、提供多样化的娱乐活

动、提供教育和文化活动、吸引赞助商和合作伙伴方

面加强服务。

5 结语

从 19 世纪末期起，中央公园的兴建明确了景观

设计师的行业地位。此后，美国开始将生态公园作为

重要的城市建设策略，在此时期其开始建造“国家公

园系统”，建立了黄石公园、大峡谷等 30 多个国家公

园 。如今，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我国也在加

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央公

园等城市公园的兴起也有助于构建 “生态城市”，重

新回到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的人居环境中。纽约中央

公园的成功经验为合肥骆岗中央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启示，包括注重开放绿地、解决交通问题、建立

有效的管理机制以及举办多样化的活动等方面。这些

经验可以帮助合肥骆岗中央公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城

市绿地，为居民提供优质的休闲和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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