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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全面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城市园林绿化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需要转变理

念、目标和措施。基于对成都等代表性城市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研究，全面分析、系统梳理了新形势下城市

园林绿化所面临的突出困境，主要包括人地矛盾日益突显、发展不平衡依然明显、服务能力亟待提升、特

色风貌彰显不足、可持续发展模式践行不够等5个方面。本着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可实施导向相结合的

原则，借鉴国内先进城市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提出城市园林绿化体系化、协同化、智慧化、人文化、低碳

化“五化”高质量发展策略，并提出应加强与其他专业的协同融合，借助新技术全面提升规划设计、施工

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维护水平，为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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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change the concept, goals, and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ilemma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mbalance in development remains evident, the service capac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insufficient,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is unsustainabl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problem-oriented, goal-oriented, and implementable-oriented, and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

es and practices of progressive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five modernizations” (sys-

tematization, synergy, intelligence, human culture, low carbonization). Furthermore, it proposed that we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profession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ologies, whi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urban green and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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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面临的新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

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

程的重要机遇期 [1]。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标志着中国步入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生态文明核心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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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指引下，以“公园城市”为代表的新发展

理念充分反映了人民性、公平性的时代特征，

绿色、低碳、循环、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已成为破解城乡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2-3]。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

园林绿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满足

美好生活需要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满足人

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多样化优质生态产

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21〕19号）中明确提出要科

学推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中

国提供良好生态保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奠定坚实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城乡建设是推动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到

2035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碳减

排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更加美好”[5]。因此，城市园林绿化

应建立生态、环保、低碳和节约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坚持保护和修复并重，建设和管养

并重，数量与品质、功能兼顾，满足人民群

众多维需求，助力城市特色塑造以及安全韧

性和品质提升，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2 绿色高质量发展对城市园林绿化提出的

新要求

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人民

群众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为园林绿化行

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同时“多规合一”

的现实背景、存量更新的大趋势、“双碳”

目标的新要求等也使得传统的园林绿化规划

建设理念和方法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城市问

题 [6-7]。面对新形势和新的发展要求，城市园

林绿化行业与时俱进，努力实现理念、目标

和措施“三个转变”：

（1）理念转变。从“城中建园”向“园

中建城”转变，需要统筹城里与城外、构建

互联互通的生态网络体系，需要以绿色共享

空间为规划前瞻性、基础性要素统筹“三生”

空间，均衡绿色空间布局、提升绿地品质和

综合功能、丰富生态产品供给，切实解决城

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实现生态美好、

生活幸福、生产高效的可持续发展。

（2）目标转变。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

求；以城市安全有韧性，健康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以山青、水秀、地绿、景美、

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为基础与物质保

障，使城市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高

效率、更为安全、更可持续。

（3）措施转变。坚守底线思维，在自然

资源承载力许可前提下统筹平衡人、园、城

三元关系，构建人、城、园互动平衡、和谐

共生体系，实现城市绿色空间规模合理增

长、布局不断优化、质量全面提升、综合效

益和生态安全相统一。

3 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园林绿化面

临的主要困境

在新形势和新要求背景下，传统的发展

理念和建设模式严重制约了城市园林绿化高

质量发展，基于笔者参与的城市园林绿化行

业发展现状调研以及基金项目研究中对北京、

上海、南京、成都、徐州、咸宁等国内典型

城市实地调研和国内相关研究的总结梳理，

发现当前城市园林绿化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

有人地矛盾日益突显、发展不平衡依然明显、

服务能力亟待提升、特色风貌彰显不足、可

持续发展模式践行不够等5个方面。

3.1 人地矛盾日益突显

伴随着城镇人口总量与密度不断增加，

城市发展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第7次人口普查

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国多

个省市人口增长迅速，但人均供地面积大幅

减少，尤其是深圳、广州、成都等人口流入型

城市人地矛盾突出[8]。对比近10年全国人口增

长率和公园绿地增长率，可以看出人口的增

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公园绿地的增长速度，而

且差距越来越大（图1）。以成都市为例，根

据《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全域增绿工作

方案》明确的2022年建设目标，经粗略估算

需增加绿地面积约2 677 hm2，但国家现行政策

对于土地开发的限制越来越多，在现有城市空

间趋于饱和的背景下，如何破解土地不可增

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各地都面临着同

样的困境，亟待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3.2 发展不平衡依然明显

随着园林城市系列创建工作的推进，各

地城市园林绿化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仍

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内绿地分布不

均衡等问题。从区域尺度上看，截至2020

年底，中国共计有园林城市384个、生态园

林城市15个①，从空间分布上看多集中于

中国“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以东地

①  数据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园林城市（县城、城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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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中

可获取数据的313个城市中，有166个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比高

达53%，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相对较低。从图2、图3可以

看出，尽管近20年来全国公园绿地面积不

断增加，但是截至2020年全国有近一半的

省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从城市尺度上看，2021年《中国主要城

市公园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北京、深圳、

大连、厦门等城市整体公园绿地分布均衡度

较高，而兰州、郑州、济南、南昌等城市分

布均衡度偏低 [9]。

3.3 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随着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

升，从“园林城市”到“生态园林城市”再

到“公园城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已

经由注重规模数量转向生态、人本等方面的

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10-11]。根据2018年住房城

乡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全国城

市公园调查问卷》结果，结合对北京、上

海、徐州等城市的实地调研及相关研究发

现：（1）公园基础设施陈旧、配套服务设施

不足、养护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普遍存

在 [12-15]；（2）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群体对

于公园绿地的服务、设施等也提出了不同的

需求 [16-18]（图4）。为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多元

需求，迫切需要使用更多能够量化评估公园

绿地综合服务能力的方法手段，以提升公园

绿地服务的精准度，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 [19-20]。

3.4 特色风貌彰显不足 

园林绿化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具有提升城

市形象、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作用[21]。公共

图1   2011-2020年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公园绿地增长率变化对比（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
Fig. 1   Comparison of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Urban Total Population and Area of Public Recreational Green Space from 2011 to 2020

图2   2000-2020年全国公园绿地面积变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
Fig. 2   Changes in the area of parks and green space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图3   全国各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截至202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
Fig. 3   Per capita park green space in various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b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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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以道路绿地为例，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

骨架，道路绿地是展现城市风貌、体现城市

特色的重要载体之一。根据2021年住房城乡

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人行道净

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调查问卷》结果，超

过半数的公众认为自己所在城市的道路景观

现状一般，存在景观雷同、缺乏特色、缺乏

树阴等问题（图5）。“受访者最喜欢的道路”

统计结果显示，公众更偏好绿阴覆盖、四季

有景、具有人文特色的道路景观设计，但是

目前仅有不到5%的受访者认为道路绿化景观

具有特色，还有近1/5的受访者表示对道路景

观现状很不满意。园林绿地作为城市文化传

承和表达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提升景观水

平、丰富景观类型、增添文化内涵从而突出

城市的个性特色亟待探索。

 

3.5 可持续发展模式践行不够

早在2007年原建设部印发的《关于节约

型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意见》（建城〔2007〕

215号）就明确提出“大量引进外来植物，移

种大树古树等高价建绿、铺张浪费的现象，

使城市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遭到了

破坏，也偏离了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

中提出“加大乡土树种草种采种生产、种苗

繁育基地建设力度，引导以需定产、订单育

苗、就近育苗，避免长距离调运绿化种苗”。

但从近年来媒体报道来看，各地依然存在

园林景观营造中过分追求视觉冲击、轰动效

应，以及打造所谓的“城市名片”、追求“一

夜成林”等现象，如2021年广州市以景观营

造、绿化品质提升的名义移植、砍伐大树甚

至古树，严重违背节约型园林发展理念，其

本质就是破坏性“建设”，造成了较大的负

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22]。实地调查时发

现，部分地区园林绿化工程中仍存在大量应

用外来植物的情况，为减少蒸发、降低成本

而对大树进行截冠，在保护措施不到位的情

况下，大大降低了苗木的成活率，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如何兼顾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

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风貌，走科学、生态、节俭的发展之

路，是园林绿化需要直面的问题。

4 城市园林绿化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城市园林绿化应当遵循“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基本思路，以打造

人、城、园和谐共生的幸福家园为城市园林绿

化的宗旨目标，通过理念、机制、模式和治理

创新，统筹协调、动态平衡，引导各地走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实施体系

化、协同化、智慧化、人文化、低碳化发展，

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1 体系化建设，实现人城园融合发展

绿色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鲜明底色，应以绿色空间作为基础性前

置性要素，以生态美好、生活幸福、生产高

4

图4   全国各省公园绿地应提升方面公众需求度（截至2018年）(数据来源于《全国城市公园调查问卷》)
Fig. 4   Public demand for park green space across the country should be increased across the country (by 2018) 

图5   全国各省公众对城市道路绿化景观现状满意度（截至2021年）(数据来源于《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调查问卷》)
Fig. 5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across the country (b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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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为目标，合理有序布局生态空间、生活空

间、生产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含生态园林

绿地）、人与城市、人与人和谐共生（图6）。

（1）通过城市蓝绿空间（城市中各类水

域、湿地、绿地等开敞空间所构成的空间系

统）与灰色基础设施（由道路、桥梁、铁路

以及其他确保工业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须的

公共设施所组成的网络）的融合、叠加，形

成蓝绿灰协同融合、刚柔并济的城市基础设

施体系，充分发挥各类绿地（绿色空间）的

柔化、活化和粘合剂作用，增强城市应对各

种灾害和风险的韧性。

（2）建立完善分级分类的公园体系 [23-24]，

将城市建设用地上的综合公园、社区公园、

专类公园、游园等和非建设用地上的郊野型

公园进行整合，形成能够满足公众多维需求、

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空间系统。

（3）通过绿道、绿廊、生态廊道等线

性空间连接，不仅有利于生物迁徙与交流，

也为人创造了更多的休闲游憩空间，在城市

内外形成多级循环，适应老百姓多样化的需

求，最终形成“点—线—面”全覆盖，连续

完整的生态网络体系，全面提升绿色共享空

间的综合功能与服务于民、服务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水平。

4.2 协同化发展，满足百姓多元需求

在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日趋饱和，国土

空间重点为“存量规划”的基本导向下，传

统的单一要素规划已无法满足现实和发展

需求，只有打破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本着

“不为我所有，但为民所有”的原则，通过

规划引领、统筹协调、高效整合空间资源才

能实现多项规划目标 [25]。

（1）打造蓝绿灰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

保护城市天然水系和现有绿地生态系统，加

强城市海绵绿地建设和滨水空间绿化，扩展

城市河湖水系、湿地等雨洪消纳蓄滞空间，

形成功能复合、管理协同的城市公共空间。

（2）以城市有机更新为契机，全面推进

生态修复和立体绿化，探索利用城市“金边

银角”等消极空间拓展为绿色共享空间，并

通过墙体、屋顶、桥体、边坡等立体绿化竖

向拓展绿色空间。

（3）积极探索兼具绿地、体育用地、商

业用地等复合功能的用地类型，探索以城市

绿地功能为主导，叠加体育、文化、商服等

功能的空间复合利用模式，满足老百姓多维

需求，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用地矛

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6]。

4.3智慧化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公园绿地是公众开展游憩活动的重要场

所，精准高效地识别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从而提升公园绿地的管理水平和游憩服务能

力是园林绿化的发展方向[12]。新时期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为公园智慧化

发展带来新机遇，城市园林绿化应积极响应

“十四五”智慧化建设战略目标，借助新理

念和新技术创新和加强公园建设管理模式，

实现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 [3, 27]。

依托智慧城市建设背景，瞄准“十四五”

规划园林绿化智慧化治理目标，推进园林绿

化行业规划、设计、施工、管养全生命过程

的智慧支撑技术体系建设（图7）。

6

7 

图6   生态网络体系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ecological network system

图7   智慧园林主要内容
Fig. 7   Main content of smart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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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公园规划建设高效化，依托数

字孪生技术，加强风景园林信息模型（LIM）

应用，通过精细的三维模型和光照、耗材等

要素的参数化模拟分析，为公园规划选址、

设计、建造提供科学参考，为成果的交付和

展示提供更加便捷直观的渠道。

（2）加强公园管理精细化，结合3S、大

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构建面向市域、

街区、园区等多尺度的智慧化公园管理平台，

实现公园人流量、植被生长、设施运行状态

的实时监测，满足公园管理与植被养护的多

层次、精细化需求。

（3）推进园林绿化公共服务精准化，结

合传感器、人工智能、VR等新技术，建设智

慧公园，通过智慧步道、智慧导览、智能科

普等智慧化应用场景，为不同游憩人群提供

人性化、精准化服务 [28]。

（4）实现新时代公园治理的共建、共治、

共享，通过信息化平台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鼓励企业、社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

园治理过程，实现公园绿地的共治共享。

 

4.4 人文化建设，彰显城市个性魅力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禀赋和特有

的地方感知，城市建设需要强化、彰显个性

与特色，避免出现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让

老百姓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同时“记得住

乡愁”，激发城市内在活力，提升吸引力、增

强竞争力。

（1）加强公园文化建设，大力倡导文

化建园，提高公园文化品位和内涵，陶冶入

园游人文化情操，提高市民文化素养和获

得感、幸福感。例如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借

景布达拉宫使得园里园外融为一体，柳州

龙潭公园以现代工艺打造独具侗族特色的

风雨廊桥，既满足了通行需求，又与自然山

水融为一体，彰显了地域风貌与民族特色，

实现了观赏、游憩、交通、文化等多功能叠

加复合（图8、图9）。

（2）塑造城市特色景观风貌，充分挖

掘利用特殊的地形地貌、乡土植物、市树市

花、民俗风情等城市特色要素，在城市景观

风貌建设中予以固化、强化和再现。例如

柳州市将市花洋紫荆在城市道路、公园、广

场、小游园中广泛种植，栽植数量近30万

株，形成了20余个著名赏花点，每年3～4

月整座城市犹如一个大花园，许多外地游客

纷纷慕名而来，扩大了柳州的城市知名度和

影响力，洋紫荆已成为了柳州最靓丽的“城

市名片”。

4.5 低碳化发展，促进绿色高效可持续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以碳达

峰、碳中和为抓手，开始了一场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变革，城市园林绿地在节

能减碳方面可发挥重要的作用[29]。

（1）增强碳汇能力。加强对园林植物个

体和植物群落碳汇能力评估的研究，建立

园林植物碳汇数据库，量化城市绿地的碳

汇情况。

（2）倡导节约型园林，建管并重、着力

减碳。通过对园林规划、设计、建造、管理

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跟踪、监测，全过程系

统性推进减碳技术路径，推动城市绿色、低

图8   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借景布达拉宫
Fig. 8   Lhasa Zongchop Lukhangpark borrowed views of the Potala Palace

图9   柳州龙潭公园侗族风格的风雨廊桥
Fig. 9   The Dong-style wind and Rain Bridge in Liuzhou Longta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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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环发展。如园林绿化垃圾减量化处置

和资源化利用，既缓解城市固体垃圾处理压

力，减少收运、填埋或焚烧处理产生的碳排

放，又能“实现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资

源化处理产品高效利用，用于城市园林绿化

工程建设、生态修复、土壤改良等，能促进

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 [30-31]。

（3）充分发挥风景园林协调人与环境之

间关系的专业优势，提升间接减碳功能。诸

如，城市基础设施蓝、绿、灰协同规划、建

设和管理，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生

态效益的最大化；通过营造优美舒适绿色出

行环境，老百姓身边建公园绿地引导更多户

外活动，促进老百姓自觉养成绿色生活方式，

提升全社会减碳意识和行动等等。

5 结语

绿色高质量发展对各行各业都提出了新

要求，城市园林绿化要加强从规划设计、施

工建设、养护管理到运营维护发展全生命周

期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工作上要更

加强调基于自然的“以人为本”，统筹兼顾

人、城、园三元素，构建三元互动平衡体系；

工作范围上涉及多层次空间尺度和多学科领

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专业的协同融

合；技术方法上需要借助多源数据等新技术，

使得规划、设计、建设、管养各个环节更加

有机融合和智慧化、精细化。面对新的机遇

和挑战，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从业者则应与时

俱进、拓宽视野、转变理念，在体系化、协

同化、智慧化、人文化、低碳化的指引下，

守正创新、摆脱困境，充分发挥园林人的聪

明才智，用妙笔绘丹青，切实助推绿色高质

量发展。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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