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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城市是怎样建成的——伦敦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黄慧茵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 ：在城市发展日益成熟、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绿地

对于社会、健康、环境、经济和教育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

迫于土地财政的压力，国内很多城市面临着“发展”与“保护”

的矛盾，绿地规划的实施困难重重。相反，伦敦经历了工业革

命严重雾霾的困扰后，历经百年的绿地保护和建设，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绿色的宜居城市之一，绿地形成网络渗透到城市环境

之中。本文选取伦敦为对象，研究其城市现状绿地保护建设情

况以及绿地系统规划的特点，旨在为我国的绿地系统规划提供

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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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伦敦的雾霾程度随着其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

不断加重，经历了惨痛且漫长的曲折过程，被冠以“雾都”之

称。历经百年的城市绿地保护和建设实践，如今的伦敦城市环

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获得“世界最有魅力的城市”、“最宜居

的城市”、“最有竞争力的城市”等一系列称号。伦敦的绿地系

统规划经历了从“环带状网络化”到“城市公园均布化”再到“城

市绿道网络化”的阶段式发展，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绿色的城

市之一。从雾都到绿色城市，伦敦经历了环境破坏再到生态修

复的过程，实现了从工业革命领跑者到生态文明先驱的角色转

变，已经建成相对成熟的绿地系统，其相关规划对我国绿地系

统规划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 相关概念

城市规划中的绿地系统，泛指城市内人工或自然的植物群

体、水体以及具有绿色潜能的空间。由于规划进程的差异，伦

敦在相关规划方面，采用较新的规划概念，将绿地系统纳入绿

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的范畴进行考虑。“绿色基

础设施”的概念于 1999 年首次在美国提出，被定义为 ：国家

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Nation’s Natural Life Support System），

由自然区域（水道、湿地、森林、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和城乡

开敞空间（绿道、公园、农场、牧场等）相互联系所构成的绿

色生态网络系统。绿色基础设施的提出，强调自然生态系统是

城乡“支撑系统”的一部分，表现出对其的全新认识和尊重，

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伦敦绿地现状

2.1 绿地总量及类型

根据大伦敦地区绿地信息中心（Greenspace Information for 

Greater London）的相关数据，截至 2015 年，大伦敦地区大约

47% 的区域是绿色的，其中，除去 14% 的私家花园，有 33%

的绿色空间。大伦敦地区 17.88% 的区域为公共开放空间，其

类型可分为 ：区域公园、城市公园、区级公园、地区公园和

开放空间、小型开放空间、口袋公园、线型开放空间。根据

2017年3月21日实时更新的数据，伦敦共有12440处开放空间。

2.2 绿地分布特点

伦敦的绿地系统呈网络状分布，泰晤士河贯穿伦敦中部，

自西向东联系沿河绿地。大面积的绿地主要分布在伦敦城市边

缘，形成环形绿带呈楔入式分布，控制城市建设发展边界。市

中心绿地以小规模的公园和开放空间为主，呈密集分布。

图 1 伦敦现状绿地分布图

3. 伦敦绿地系统规划

3.1 规划体系

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国家，英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

空间规划体系。绿地系统规划早在 20 世纪初就成为英国城市

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绿带政策，形成城乡间的

隔离，控制大城市的无限蔓延，以改善环境质量。英国现行的

绿地规划涉及国家规划 - 区域规划 - 专题规划三个层次。

在国家规划（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Guidance）的基础上，

伦敦出台了伦敦区域规划（Then London Plan），并发布三个专

题规划作为补充，分别是 ：社区营造（Shaping Neighborhoods 

SPG）、 绿 色 基 础 设 施 和 开 放 环 境（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Open Environment SPG）， 可 持 续 设 计 和 建 筑（Sustainabl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PG）。其中，绿色基础设施和开放环

境专题涉及了绿地系统规划，名为伦敦绿网规划（All London 

Green Grid）。伦敦绿地系统相关规划框架详见图 2。伦敦绿网

规划从规划目标、实施过程、绿网功能和绿网分区四个方面对

绿色网络的构建提出相关的规划指引。

图 2 伦敦绿地系统相关规划框架

3.2 绿地分级

伦敦绿网规划将公共开放空间分为七个级别，通过清晰的

绿地分级，形成完整的绿地网络系统。七个级别的绿地分别是：

区域公园、城市公园、区级公园、地区公园和开放空间、小型

开放空间、口袋公园、线型开放空间。不同类型的绿地对应不

同的规模以及服务半径，通过分析绿地可达性，明确绿地覆盖

不足区域，在欠缺区域进行重点的绿地建设，完善绿地网络。

3.3 绿地规划要点

伦敦绿网规划立足于构建完善的多功能绿色基础设施网

络，利用绿网将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公共交通、绿带和蓝

带等要素更好的联系起来。规划提出多个规划要点，以将绿地

的效益最大化。

（1）适应气候变化。通过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将绿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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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排水系统）相结合，减少洪水风险，缓

解热岛效应。

（2）增加可达性。重点关注目前绿地网络暂未覆盖的区域，

通过新建、扩建或现状改造等方式，增强绿地之间的联系，提

高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3）保护和提高生物多样性。通过现状提升、新建自然保

护地、增加出入口、开放限制区域、提高周围区域可达性等手

段，增加亲近自然的机会，构建野生动物聚居网络。

（4）改善可持续交通网络。建设步行和自行车网络，将其

与公共开放空间相结合，鼓励可持续的出行方式。

（5）促进健康生活。在公共开放空间提供玩耍、休闲、运

动等社会基础设施，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6）保护和提升地域特色。尊重地区的自然和文化价值，

因地制宜，将其融入公共开放空间的建设中。

（7）发展独特的目的地。识别地区的旅游景点（如历史

建筑、博物馆、自然保护区等），充分挖掘其旅游价值，吸

引游客参观，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8）促进可持续设计、管理和维护。充分挖掘绿地的潜能，

进行可持续的设计和建设，降低管理和维护成本。

（9）研发绿色技术。吸纳相关领域的人才参与绿色技术的

岗位，提升绿色空间的设计和建设水平。

（10）促进可持续食品生产。充分利用绿地进行食品生产，

挖掘社区农场、屋顶绿化、绿带等开放空间，为人们提供可持

续的食品保障。

（11）改善空气质量和环境音效。通过增加绿色空间和纽带，

过滤空气和噪声污染。

（12）提高城市边缘的环境质量和可达性。在城市边缘发

展农业，建设环城绿带，保障高质量的乡村景观。

（13）提升泰晤士河沿河空间。保护伦敦的标志性河流——

泰晤士河，沿河设置不同等级规模的公园、路径，凸显河流的

历史、文化和自然价值。

4. 经验借鉴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在此现实背景下，基于对伦敦绿网规划的借鉴，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4.1 转变态度——认可绿地的多重价值

城市为了应对各类的发展诉求，对土地资源进行激烈争夺，

最终导致绿地规划缺乏空间支撑。在绿色经济日渐成熟的今

天，应该转变对待绿地的态度。绿地网络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建

设密度，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提供更好的

生活品质和保护生态环境。伦敦绿网规划认可了绿地对于社

会、健康、环境、经济和教育的价值，提出需要对绿地在设计

和管理上进行保护、投资和创新。国内绿地规划应该充分挖掘

绿地的潜在价值，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体现绿地所带来的

多方面效益。

4.2 拓展范围——从狭义的绿地到广义的绿地

绿地规划中的“绿地”，不应该是纯粹的植被景观要素，

而应该拓展为广义的绿地。伦敦绿网规划将绿网归纳为不同类

型的开放空间，包括但不仅限于 ：公园、社区农圃、公有地、

林地、自然栖息地、游乐场、球场、农田、墓地、设施用地、

儿童游乐场地、蓝网（水域）等。在进行绿地规划时，应该充

分考虑各类开放空间的相互联系及衔接，构建完整的绿色网络

体系，促进城市发展与环境建设的互动。

4.3 规划协调——统一绿地规划思路

伦敦已经形成层次清晰的绿地规划体系，绿网规划与上位

规划高度协调，且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生态环境景观要素，绿地

规划思路相对统一。国内的规划体系相对庞大，绿地相关的规

划较多，如绿地系统规划、生态控制线规划、生态红线规划、

绿地绿线规划等。由于基础资料、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差异，各

项规划存在规划目标、绿地总量、绿地分布等不一致的情况，

为规划实施带来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正在进行多

规合一的实践，为绿地系统的规划协调工作提供了契机。建议

及时更新相关的标准、规范，统一绿地规划的思路，对相关的

绿地规划进行整合。同时，各类型的规划应该注重与绿地规划

的协调，充分考虑规划对绿地发展的影响。

4.4 多方参与——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

规划的实施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此，伦敦

各级政府与社会的相关机构和组织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

系，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指引导则等推进绿地规划的实

施。政府在绿地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实现从“指导者”到“引导者”

的转变，在绿地规划的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

引导其参与绿地的保护和建设，并且鼓励社区组织及志愿者参

与不同的规划实施过程。

4.5 数据共享——完善绿地信息系统

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建立在大量现状数据的挖掘和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涉及大量的基础数据。伦敦成立了大伦敦地区

绿地信息中心，面对社会开放，并针对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的数

据获取权限，统一了绿地数据的来源，为绿地系统规划以及相

关的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撑。绿地数据的收集工作，

由信息中心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避免了重复的信息收集，最

大程度的节省了项目成本。通过完善绿地信息系统，实现绿地

数据的共享，有助于加强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加快规划进程，

并且及时监督规划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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