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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花市树作为城市的“绿色名片”，反映城市的形象品格、精神内涵、地域文化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但目前缺少系统研究。采用以点代面的思路，以39个中国重要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官方资料及期

刊报纸、电话询问等方法，研究其市花市树概况，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市花市树选定

存在部分城市无市树、选定植物同质化、选定年度久远而缺少更新与增选、评选程序不合理等问题。在

此基础上，从市民喜闻乐见、乡土植物的典型代表、城市形象品格的象征、深厚历史基础、经济效益等

方面得出市花市树的选定依据。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市花市树选定的策略。对目前国内中小城市的

市花市树评选及较大城市的市花市树改选增选具有参照价值，对完善国内市花市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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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reen card of a city, the city flower and city tree reflect each city’s image, character,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systematic researches are scarce. The statu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ity flowers and city trees were researched with a case study of 39 important cit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ing the minority to reflect the majority by referring to offici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periodicals, and newspa-

pers, telephone counseling,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with the selection of city flowers and city trees in-

clude without city trees in some cities, similar selection, be short of updating and addition on some old selection, unreasonable 

selection procedures, and so on. On the basis, selection criteria of city flower and city tree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favorites of citizens, typical native plants, image symbol, profound historical basis, and economic benefit. Lastly,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selection of city flowers and city trees were proposed.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choice of city flowers and city 

tre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he change and addition of city flowers and trees in large cities of China. It benefits 

the theory frame of city flowers and city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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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保护城市不同风貌，提升城市品

质越来越受到重视。“市树市花”既是城市

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塑造风貌、提升品质

的重要手段。市花市树还展现各个城市的风

土人情，承载市民认同的城市精神内涵，具

有重要实践和研究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陈俊愉院士发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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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省花和市花》一文对中国的市花市树

评选工作起到了较大的引导推动作用，此后

“十年成绩斐然”[1]。进入21世纪后，城市

发展日新月异，但针对市花市树的相关研

究明显落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在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市花市树为主题进

行检索，检索结果中相关度高的文献数量

较少，且存在时效性差、存在错误、偏重

罗列树种、缺少风景园林学科语境、欠缺

系统性等问题 [2-7]。本文采用以点代面的思

路，根据行政等级分类，筛选包括直辖市、

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港澳特别行政区

及计划单列市的39个中国重要城市为主要

研究对象，兼顾其他城市，以掌握目前国

内城市的市花市树现状，并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结果为当前国内中小城市的市花市树

评选工作及大中城市的市花市树调整工作

提供依据和参考，对生态文明建设、公园

城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乡村振兴等也具有

一定意义。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重要城市”目前尚无官方权

威界定。本文选取4个直辖市、23个省会城

市、5个自治区的首府、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

以及宁波、深圳、大连、厦门、青岛5个计划

单列市等共计3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这39个

城市占据国内重要地位，具有典型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本研

究采用访问政府官方网站、查询绿地系统规

划等官方资料、查阅期刊报纸年鉴等文献资

料、电话询问官方职能部门、政府机构留言

板等方法准确调查各研究对象的市花市树，

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调查结果

将上述调查结果列表整理如表1所示。

2.2 量化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39个城市共计46个市

花、40个市树。市花方面，39个城市均已

选定；市树方面，除上海、大连、香港、澳

门等4个城市没有确定市树之外，其他35个

城市均有市树。除广州均以木棉为市花、市

树之外①，其他研究对象的市花与市树均不

同。39个研究对象中，“一市花一市树”的情

况较常见，占66.67%。另外也存在“两市花

一市树”或“一市花两市树”的情况，分别

占10.26%和5.13%。结合上述无市树的情况分

析，国内城市更加偏爱市花。“两市花两市

树”的情况较少，仅占7.68%，未发现3种及

以上市花或市树的情况存在。

2.3 较常见的市花市树

根据研究结果，39个城市中最常见的

市花是月季，频次7次，占39个城市中的

18%。其他常见的市花有玫瑰（5次）、三角

梅（3次）、山茶花（3次）、丁香（3次）、梅

花、菊花、荷花、桂花等。最常见的市树则

是国槐和香樟，前者出现6次，占39个城市

中的15%，后者出现5次，占13%。其他常见

的市树有雪松、榕树、榆树等（图1）。

2.4 选定年代分布

39个研究对象中32个城市可查询到市

花市树的选定时间。这32个城市中有28个

城市的市花市树选定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

占比高达71.79%。这说明20世纪80年代是我

国市花市树选定最为集中的时期，举国上下

掀起了评选市花市树的热潮。2000年之后，

出现了调整或增选市花市树的情况，如银川

等城市。

①  广州市政府官方网站仅公布市花为木棉花，电话询问广州市林业与园林局，对方回复市树同为木棉。

市花频次比例图 市树频次比例图

图1   市花（左）市树（右）频次比例图
Fig. 1   City flower（left）and tree（right）frequency ratio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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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重要城市市花市树一览
Tab. 1   List of city flowers and trees of important cities in China

城市
City

市花及拉丁名
City flower & Latin name

市树及拉丁名
City tree & Latin name

备注
Remarks

北京 菊花Dendranthema morifolium、月季Rosa chinensis 国槐Sophora japonica、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 两种市花；两种市树

上海 白玉兰Michelia alba 无 无市树

天津 月季Rosa chinensis 绒毛白蜡Fraxinus tomentosa
重庆 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 黄桷树Ficus virens
沈阳 玫瑰Rosa rugosa 油松Pinus tabuliformis
长春 君子兰Clivia miniata 黑皮油松Pinus tabuliformis var. mukdensis
哈尔滨 丁香Syringa oblata 榆树Ulmus pumila
石家庄 月季Rosa chinensis 国槐Sophora japonica
太原 菊花Dendranthema morifolium 国槐Sophora japonica
南京 梅花Armeniaca mume 雪松Cedrus deodara
杭州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合肥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石榴花Punica granatum 广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 两种市花

福州 茉莉花Jasminum sambac 榕树Ficus microcarpa
南昌 月季Rosa chinensis、金边瑞香Daphne odora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两种市花

济南 荷花Nelumbo nucifera、玫瑰Rosa rugosa 柳树Salix babylonica 两种市花

郑州 月季Rosa chinensis 法桐Platanus orientalis
武汉 梅花Armeniaca mume 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长沙 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广州 木棉Bombax ceiba 木棉Bombax ceiba
南宁 朱槿Hibiscus rosa-sinensis 扁桃树Amygdalus communis
海口 三角梅Bougainvillea glabra 椰子树Cocos nucifera
成都 芙蓉Hibiscus mutabilis 银杏Ginkgo biloba
贵阳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兰花Cymbidium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竹子Bambusoideae 两种市花；两种市树

昆明 滇山茶Camellia reticulata 滇润楠Machilus yunnanensis、滇朴Celtis tetrandra 绿地系统规划拟定两种市树

拉萨 格桑花（翠菊）Callistephus chinensis 榆树Ulmus pumila
呼和浩特 丁香Syringa oblata 油松Pinus tabuliformis
西安 石榴花Punica granatum 国槐Sophora japonica
兰州 玫瑰Rosa rugosa 国槐Sophora japonica
西宁 丁香Syringa oblata 柳树Salix babylonica
银川 玫瑰Rosa rugosa、马兰Aster indicus 国槐Sophora japonica、沙枣Elaeagnus angustifolia 两种市花；两种市树

乌鲁木齐 玫瑰Rosa rugosa 大叶榆Ulmus laevis
台北 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榕树Ficus microcarpa
香港 紫荆花Bauhinia blakeana 无 无市树

澳门 莲花Nelumbo nucifera 无 无市树

大连 月季Rosa chinensis 无 无市树

青岛 月季Rosa chinensis、耐冬Camellia japonica 雪松Cedrus deodara 两种市花

宁波 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厦门 三角梅Bougainvillea glabra 凤凰木Delonix regia
深圳 簕杜鹃Bougainvillea glabra 荔枝Litchi chinensis、红树Rhizophora apiculata 两种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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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园林植物科属分析

研究所得的46个市花，共计24个种，

分别属于蔷薇科、木犀科、菊科、山茶科、

千屈菜科、锦葵科、紫茉莉科等14个科21个

属。46个市花中蔷薇科占比较高，占30.43%，

呈现一定聚集趋势，这是因为该科之下的月

季、玫瑰、梅花等均是统计结果中常见的市

花种类。40个市树，共计26个种，分别属于

豆科、樟科、松科、桑科、榆科、杨柳科等

20个科23个属，分布相对均匀，未呈现明显

的集中趋势（图2）。

2.6 园林植物特征分析

2.6.1 生长类型

据统计，24种市花植物之中有18种木本

花卉，占比高达75%，其余6种为宿根花卉、

水生花卉等。这18种木本花卉中，灌木7种、

灌木或者小乔木6种、乔木5种。市树方面，

除了竹子之外，其他均为木本乔木。

2.6.2 常绿落叶树种分类

18种木本市花中，有10种常绿（或半常

绿）植物、8种落叶植物，比例相近。在26

种市树之中，常绿树种为12种，落叶树种为

14种，两者比例也相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

我国南方、北方二者大致均衡的地理特征。

2.6.3 生态习性

24种市花中喜阳植物占比为83.33%。26

种市树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多数为喜阳树种，

且适应性和抗逆性较强。

3 市花市树的选定依据

3.1 市花市树为市民喜闻乐见

结合调查结果研究发现，为广大市民喜

闻乐见是各城市选定市花市树的最主要依

据。由于广大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其有权选

定认同的植物种类作为城市的市花市树。市

花市树评选也通常需要经过广大市民投票评

选的环节。因此，一些观赏价值高、栽培历

史悠久、应用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富的园

林植物易得到市民的青睐，被选定为市花市

树。例如在市花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月季是中

国十大名花之一，栽培历史悠久、观赏价值

高、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品种繁多、经济

价值高，深受全国广大市民的喜爱与认可。

市树方面，出现频率较高的香樟与国槐，是

中国南方、北方常见的园林植物种类，常大

量用作行道树，树型优美、景观效果好、经

济效益突出，且具有辟邪、长寿等美好寓

意，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

3.2 城市乡土植物的典型代表

每个城市都拥有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

地域文化，二者形成各个城市的独特城市风

貌，塑造缤纷各异的城市形象。乡土植物原

产或较早引入，不仅因极其适应各个城市的

自然环境特征被广泛种植、大量使用，而且

凸显各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城市独特

风貌，更易得到市民的接受和认同。因此，

将城市乡土植物的典型代表评选为市花市树，

是选定市花市树的主要依据之一。例如，广

州的市花木棉、昆明的市花滇山茶、海口

的市树椰子树、福州的市树榕树、香港的市

（区）花紫荆花、厦门的市树凤凰木等等均

属于此种情况。

3.3 作为城市形象品格的象征

梅、兰、竹、菊、松、荷等植物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具备

一定比德、象征的文化功能。历经千年文化

积淀，国人对此类植物的喜爱早已从植物本

市花所属科频次 市树所属科频次

图2   市花（左）市树（右）所属科目频次
Fig. 2   City flowers（left）and trees（right）frequency of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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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喜爱转变为一种精神信仰。选择具有良

好文化象征的植物作为市花市树，展现城市

形象和市民品格，也是选定市花市树的依据

之一。例如，寒冬中盛开的梅花被赋予坚韧

不拔、不屈不挠的高尚品格，蕴含爱国主义、

自立自强、坚贞不屈、互助团结和乐于奉献的

精神内涵[8]。武汉市以梅花为市花，不仅契合

梅花在武汉市栽培历史悠久、广泛应用的特

征，也完全符合此次新冠疫情中武汉作为“英

雄之城”的城市形象。此外，贵阳市以“清幽

高雅”的兰花与“虚心有节”的竹子为市花市

树，拉萨市以生命力顽强的藏族文化象征格

桑花为市花，上海市以高尚纯洁、奋发向上的

白玉兰为市花[9]、广州市以英雄花木棉花为市

花等均有植物文化象征方面因素的考量。

3.4 深厚的历史基础 

在岁月长河中，每个城市都拥有着自己

独特的城市记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独特的

历史文脉也是市花市树选定的一大依据。市

花市树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引种驯化过

程，不仅是城市历史沿革的见证，也是当地

文明发源、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佐证。例

如，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为讨爱妃欢心，颁发

诏令在成都城头尽种芙蓉，每到秋季，芙蓉

花开，蔚若锦绣，花香四溢，成都因此得名

“芙蓉城”，简称“蓉城”。1983年5月，芙蓉

花被正式命名为成都市市花。杭州市栽植桂

花的历史已逾千年，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诗

人白居易在《忆江南三首》中曾写道：“江南

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

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1983年7月，桂花

被正式命名为杭州市市花。

3.5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也是城市选定市花市树的依

据之一。一些当地特产、具备经济价值、形

成地方产业的植物更易被选定为市花市树。

例如南昌市和福州市分别以金边瑞香和茉莉

花为市花，均有经济效益方面的因素。研

究发现，该依据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例

如，玫瑰在济南市已有1 300余年的栽培历

史，在济南平阴县等地广泛种植，是当地的

重要经济作物和旅游支柱。因此，基于玫

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因素，济南市在已

有市花荷花（1986年）基础上于2021年4月

增选玫瑰为第二市花。其他城市中也有类似

情况，例如绍兴市2014年将其重要经济树

种香榧（Torreya grandis）确定为市树；2016年

和2019年延安市和烟台市分别宣布将苹果树

（Malus pumila）选定为市树，助力传统苹果产

业，推动经济发展。

4 推进市花市树选定的策略

市花市树不仅仅是特定园林植物，更是

城市的形象代表，并蕴含多种特定含义。但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市花市树选定工作任重

而道远，不仅存在上述重要城市仅有市花无

市树的情况，而且国内大量中小城市、县级

城市未选定自己的市花市树。在经历20世纪

80年代的热潮后，目前市花市树的社会关注

度、市民认知度等均有待提高。当前，有序

推进市花市树的选定工作势在必行，这不仅

是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城市治理

能力的体现。

4.1 规范市花市树评选程序

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的市花市树评选存

在未经市民票选、负责及公布的主体不符、

评选程序不合理、投票方式不符合时代特征、

所选结果无特色、市民对市花市树的认同感

较低等众多问题。究其原因，目前国内尚未

发现关于市花市树评选的详尽官方程序及文

件，评选工作无“法”可依。因此，市政府、

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等国内相关部门规范市

花市树的评选程序并联合发布官方指导文件

迫在眉睫。结合研究成果，建议市花市树的

评选官方程序应包括以下要点：（1）市政府

组建评委会，制定评选标准，公布评选方

案；（2）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市民意见；

（3）由专家委员会依据市民意见汇总，并结

合专业知识，确定推选植物名录；（4）广大

市民通过信件以及微信、微博、网页、App、

电子邮箱等便捷而符合时代特征的方式投票；

（5）市政府根据投票结果提请审议，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最终结果；

（6）市新闻办公室官方公布选定结果。

4.2 推动国花的尽早确立

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反

映国人的情感和寄托 [10]。目前，作为“世界

园林之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至今尚未确

定国花的大国 [11]。由陈俊愉院士提出的梅花、

牡丹双国花是目前呼声最高、较为合理的方

案 [12]。尽早确立中国国花，一方面对目前国

内大量未选定市花市树的中小城市尽快选定

其市花市树具有巨大推进和带动作用；另一

方面国花的确立流程可以规范市花市树的评

选程序，具有重大参照和示范意义。另外，

确立国花，对增进市民对市花市树的认知、

提高市花市树的社会地位等也具有巨大带动

作用。

4.3 明确市树市花的拉丁学名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城市官方媒体公布

的市花市树未明确给定植物的拉丁学名，而

且评选流程中的候选植物也未明确其拉丁学

名。这与评选过程缺少风景园林专业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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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的主导和参与有关。研究建议市花

市树选定流程中的相关环节及最终结果均应

明确植物的拉丁学名并使用斜体字体，这是

因为：（1）明确拉丁学名可以限定市花市树

的具体植物种类，避免出现贵阳市将兰花和

竹子的植物大类定为市花市树、拉萨市的

市花格桑花具体为何种植物存争议①等情况。

（2）明确拉丁学名可以明确植物种属，例如

昆明市花滇山茶（云南山茶）及拉丁学名不

但可以消除市花为山茶花的常见误区，而且

有助于突出市花的乡土属性、建立市民的认

同感。（3）植物的中文名称通常有多种，但

拉丁学名具有唯一性，例如海口、厦门、深

圳的市花为同一种植物，但官方公布的市花

有三角梅和簕杜鹃等不同中文名称；青岛市

官方公布的市花耐冬与重庆、宁波等地的市

花山茶花同属一种植物；香港的市花紫荆花

（红花羊蹄甲）与大陆的紫荆虽然名字相同

但实为两种植物。因此附带拉丁学名可以规

范名称，并避免大众误解。（4）明确拉丁学

名，具有重要科普教育功能。

4.4 加大市花市树的宣传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通过互联网搜索相

关城市市花市树时发现，中文互联网搜索引

擎检索出的网页结果存在大量错误。而通过

互联网搜索是当今大众获得相关信息的重要

手段，这具有较大误导作用。经分析，官方

资料不明确或较少、存在民间说法或提议、

替换或增选后资料未及时更新等是导致上述

问题的主要原因。明确、完善市花市树的官

方资料是解决上述问题、固本正源的首要途

径，有助于搜索引擎的抓取和更新，也利于

提高互联网问答中答案的正确性。因此，政

府官方网站应在城市简介中专栏公布市花市

树及其拉丁名、英文名、植物特征、历史渊

源、文化特色、选定依据、评选过程等详尽

信息。同时，应用新媒体手段加大宣传，将

市花市树融入城市形象宣传片、Logo设计（如

上海市将市花白玉兰融入市标设计、香港将

紫荆花融入区旗等）、大型建筑设计（如西安

奥体中心主体育场以其市花石榴花为设计主

题）、政府机构的VI设计、奖项命名（如上海

市白玉兰奖）、文化产业之中，擦亮市花市树

的城市“绿色名片”。

4.5 促进市花市树的培育与应用

市花市树的广泛应用和种植既是选定市

花市树的依据，也是增强民众对市花市树认

知和认同的途径。因此，绿地系统规划中应

将市花市树列为骨干树种或基调树种，增加

应用范围，保证其对广大民众的可视性和可

达性。城市绿地系统应布局市花市树的专题

园，并开展赏花等专题游览活动以及市花市

树展示宣传活动等 [13]。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

计中应充分发挥市花市树的造景功能和文化

功能，突显城市特色，破除“千城一面”的

弊病。一些具有显著经济属性的市花市树，

如苹果树等，也可适当引入城市绿地之中，

增加乡村野趣，创造多样景观，让市民记住

“乡愁”。科研方面，应围绕种质资源、品种

培育、栽培管理、历史文化等方面展开相应

工作。产业方面，从苗圃、花圃、经济作物、

经济树种等方面促进市花市树的种植，保证

园林植物资源储备 [14]，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4.6 动态调整市花市树

研究对象中的多数城市初次确定市花市

树距今已经过去近40年。选定的市花市树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城市发展动态调

整，这也符合城市多元包容的发展趋势。一

方面，对于一些选定时间较早、缺少科学论

证、不适应、无特色、种植面积衰减的市花

市树应重新选定。例如广西柳州市将不适应

当地环境的原市花月季替换，浙江兰溪市因

乌桕产业的衰退将原市树乌桕取消等。另一

方面，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增选市花市树，

例如深圳在已有市树荔枝（1986年）基础上

基于匹配城市形象的需要增选红树（2007年）

为第二市树。但总体而言，市花市树的调整

频率不宜过高，市花或市树的总数量也不宜

超过三种。过多市花或市树不便于市民记忆

认知，也不利于其宣传和凝聚城市精神文化

象征。

4.7 增加市花市树地域特色

根据统计结果，市花市树的选定呈现一

定的聚集趋势，如月季、玫瑰、三角梅、国

槐、香樟等。这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类

植物的认可，但同时也显露过于重视传统名

花、未充分反映地域特色的不足之处。中国

疆土辽阔，气候条件多样，园林植物种质资

源异常丰富。因此，在评选或调整市花市树

时，应充分考虑乡土植物及野生种质资源 [15]，

以尊重市民情感，反映地域特色，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家园情怀。另外，针对草本花卉

在市花中比重偏低的情况，评选或调整市花

时可充分挖掘草本花卉资源，促进市花的多

样性。

5 结语

市花市树作为城市中的常见园林绿化植

①  根据2020年12月拉萨市市长信箱援引拉萨市园林局的官方回复，拉萨市市花为翠菊（格桑花），但存在格桑花是指波斯菊、金露梅等多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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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展现城市的精神风貌、文化内涵的载

体和象征，具有特殊意义。但目前存在一定

程度上热度消退、停滞不前的迹象。这需要

政府、民众、媒体等多方面协力合作，也需

要风景园林学科专业人员的研究和引领。本

文以39个中国重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

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市花市树选定存

在重市花轻市树、部分城市无市树、选定

植物同质化、选定年度久远而缺少更新与增

选、缺少植物多样性、评选程序不合理、宣

传及应用不足、市民认同度低等问题。在此

基础上，总结了市花市树的选定依据，并

从规范评选程序、推动确立国花、明确市

花市树拉丁学名、加大宣传、促进培育和应

用、动态调整市花市树、增加市花市树地域

特色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市花市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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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策略及思考建议，有助于唤醒市民对城

市市花市树的认知，推进当前市花市树的

评选、改选、增选等，加快夯实市花市树的

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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