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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镇化导致中国城市用地紧张，各类绿地及公共开放空间被压缩严

重，但人们对高品质绿色空间及美好生活的需求度逐年递增，这是新时期城

市建设发展亟需解决的难题。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天府新区

视察时提出“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公园城市作为新的

城市发展理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这是对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建

摘要

公园城市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中国人居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

分析总结公园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国内外实践，提出公园体系的三大建设路径：（1）区域

统筹，建立生态安全网络体系；（2）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域公园体系；（3）从规划到

实施的顶层管控机制。以青岛中德生态园公园体系建设为例，关注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

与利用、人本需求等，体现公园建设要求从增量到提质的转变，真正将人、城市、自然生

态功能有机融合，让城市生长在公园中。在公园城市建设理念的指引下，探讨公园体系构

建的实施路径，对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高品质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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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is a significant starting poi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By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the park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construction paths .Firstly,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security network system in regional scope. Secondly, building 

a multi-level and full coverage park system in the whole region. Finally, forming the top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chanism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The practice in Qingdao Sino-German Eco-park is taken as an 

example, it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ecosystem and human-oriented demand,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k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from increment to quality improvement, truly organically 

integrate people, city and natural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let the city grow in the park.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it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ark system construction,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high-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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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城市及公园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1]。公

园城市建设真正将人、城市、自然生态功能进行有机融合，让

城市生长在公园中，这是理想人居环境建设的终极目标。

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及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推进公

园体系构建是公园城市建设的关键环节 [2]。文章以青岛中德生

态园公园体系建设为例，探讨公园城市背景下公园体系构建的

实施路径。从关注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利用、人本需求等

维度出发，探索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从而推动我

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优化提升高品质人居环境。

1 公园体系建设发展历程

从公园发展的角度来看，“公园”概念是伴随着工业文明

出现的，并随着社会进步逐渐成为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共产

品。美国最早提出公园系统建设，将公园与公园以外的绿色

开放空间、公园园路等进行系统连接，形成完整的公园系统，

极大改善了城市环境。20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中开始

普遍运用“公园体系”的概念。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都通过

区域性公园体系引导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连接城市外围的自

然地带，将自然和健康带入高密度的城市地区，影响了城市结

构与城市形态 [4]。

中国公园建设经历了“园林—公园—系统—引领”几个阶

段，并正在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公园—城市”融合发展，

这是生态文明时代“公园—城市”关系的理想模式 [3]。从公园

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公园的产生和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息

息相关，从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活环境改善的角度解决城市问

题，可以促进城市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人民福祉的提升。

根据国家《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对公园体

系的定义，公园体系是由城市各级各类公园合理配置的，满足

市民多层级、多类型休闲游览需求的游憩系统 [5]。在城市化进程

中，大量城市争创“生态城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生态

园林城市”等，这些城市的相关指标都达到了国家标准，但对

绿色空间的功能本身和人本需求关注严重不足，同时忽视了附

属绿地的功能利用及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风景价值的绿地、

农田等，这些均影响了城市整体环境品质的优化提升。

“公园城市”理念对城市与公园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由

从前传统的“城市+公园”的空间布局方式转化为“公园+城

市”的布局模式 [6]。但目前的城市公园建设缺少顶层的建设指

引，系统性不强。

2 实践案例分析

城市公园具有美化城市环境、增加市民游憩空间的作用，

通过成体系的公园建设可将城市中的绿色空间有机联系在一

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的内部结构，起到保护城市

生态系统、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城市良性发展的作用。

纵观国内外优秀的实践案例，现阶段公园体系建设更多着眼

全域绿色空间与生态安全格局，关注均衡性与合理性，兼顾

人本需求。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理念从建设“花园中的城市”进化到

建设“自然中的城市”，更加强调自然、城市与人的融合，关注

自然栖息地的保护与城市生境恢复，从而解决城市问题，创

造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其现阶段公园体系建设特点具有自然公

园网络化、城市公园自然化、设计管理在地化等特点，不但关

注全域的绿色空间格局与质量，也关注人的需求，鼓励社区

共同参与公园建设与管理。

成都作为践行公园城市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2018年编制

《成都市公园规划设计导则》，提出打造“景观化、景区化、可

进入、可参与”的全域公园体系，根据成都自身禀赋条件与

城市绿地特点，不但把郊野的山地、湖泊、农田等列入公园体

系范畴，还将城市中的小微绿地纳入其中，系统组织全域绿

色空间。

深圳的公园体系构建基于其城市生态网络，即以河流、带

状绿地等城市生态绿廊为骨架，串联绿地斑块形成的城市绿

网 [7]，形成三级公园体系，保障公园布局合理性，并依据自身

依山傍海的资源优势、文化特点、功能需求，构建具有在地

特色的公园体系 [8]。深圳于2019年实现了“千园之城”的目标，

成为“公园中的城市”。

“公园城市”的提出，描绘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美好蓝图。从公园的产生到公园体系建设，再到公园

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城市公园建设应从单一性向系统性转变

发展 [9]。在公园城市的建设指引下，应从各个城市的实际出

发，构建具有在地性、系统性、引领性及可实施性的公园体

系建设，对生态空间和城乡绿地系统进行顶层控制。

3 公园城市背景下公园体系建设实施路径

3.1 区域统筹，建立生态安全网络体系

公园城市应该是一个和谐、安全、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城市发展尊重并保护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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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基底 [10]。因此，基于完整的生态系统安全考虑，公园

体系建设应从关注城市建设内部向城市区域统筹转变。通过

生态廊道将城市建设区内外的绿色空间进行连通，建立完整

的生态网络体系，并与国土资源管控衔接，确保国土生态安

全的永久性，实现生态保护“一张底图”。

3.2 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域公园体系

公园布局应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公平合理规划，最大化

发挥绿地价值。公园绿地分布的合理性对人民生活幸福感的

提升有很大影响 [11]。传统的公园局限于城市建设用地内的公园

绿地，随着城市化发展，有限的公园绿地面积和单一的功能

已无法满足居民的休闲游憩需求。新时期公园体系建设需突破

传统的公园用地范畴和功能内容，将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

风景价值的绿地、农田等纳入到公园体系建设中。对全域绿

色空间进行分级、分类，并通过绿道、水系进行统合串接，构

建多级联动的全域公园体系，推动“公园城市”的建设发展。

全域绿色空间包括城市内部的各类城市绿地与广场用地以及

城市外围除建设用地外的水域、农林用地等对城市生态、景观

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的非建设用地 [12]。

3.3 从规划到实施的顶层管控机制

公园的特色影响着整个城市形态的特色营建，应当依托

自身绿色资源优势锚固生态本底，满足人们幸福生活需求，

并彰显多元主题的城市文化特色 [13]。因此，应该从只注重公

园功能向关注承载在地文化体现延伸。公园的多元功能可根

据城市的资源特点、使用人群的功能需求为依据进行分类细

化 [14]。结合城市自身的发展阶段，塑造城市特色、满足多元的

全域绿色空间需求。

公园体系建设是对全域绿色空间进行梳理、整合和利用，

建立系统性的顶层指引和管控。一方面，需明确城市内外绿色

空间边界，落实公园功能。另一方面，探索和研究一套在地性

的管控机制，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规划和建设管理的办

法，并在当地相关法规中有所体现，保证顶层规划得以实施。

4 青岛中德生态园公园体系建设

4.1 园区概况

中德生态园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北部，项目核心规划区为

一、二期先行启动区，面积约为30.24 km²。园区建设于2013年

正式启动，产业构成主要为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及金融医疗

等。2019年初编制《青岛中德生态园公园城市建设与发展规

划》，开启“公园城市”建设，旨在成为中、德两国政府首个

共同打造的生态示范城区。

园区整体生态本底条件优越，山、水、林、田、湖、草

各自然要素齐备。目前园区主要城市路网骨架已基本形成，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但公园建设仍未成规模。园区前期建设发

展过程中偏重于城市物质空间打造，存在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

不足、绿地空间不连续、公园品质较低等问题，有悖于最初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建设“公园城市”的愿景。园区亟需

统筹全域绿色空间，保护生态安全，保障自身自然资源优势，

打造具有在地性、高品质的绿地环境，从而满足园区远期6万

人对新城的文化认同感与高品质生活环境需求。

中德生态园公园体系建设以助力园区打造“山水相依、绿

野田园”的宜人环境为目标，实现园区绿色、健康、人文、可

持续发展，建立具有生态性、均衡性、特色性的公园体系与

绿色健康系统。

4.2 公园体系建设

4.2.1 建立连山通海的总体空间格局

基于山、海、城完整的生态系统安全考虑，采用无人机

航拍的三维实景技术及GIS平台，对区域自然资源进行普查评

价。将山、水、林、田、湖、海等生态要素进行落位，并对

生态本底与人本需求进行系统分析与综合评价（图1），形成

“山—城—海”一体的总体空间格局，以保障公园体系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

（1）生态筑基，评价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与资源潜力。根

据园区自身生态特点，从水生态、生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护三

个方面入手，进行详细数据分析并叠加，形成总体生态安全空

间评价结果。以地灾防护安全格局为例，将区域的地形地貌、

植被、地质、诱因等内容进行赋值评分，评估地质灾害的易发

风险。

综合研究历次动物调查结果、候鸟迁徙路线、现状自嵌

资源分布情况，对区域空间生境结构与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

识别重要的生境斑块与生态绿廊。在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

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结合水网、路网、绿地布局等要

素，落实区域的生态潜力空间。

（2）以人为本，关注区域绿色空间需求。从人本需求的

公园城市背景下公园体系建设初探——以青岛中德生态园为例      周晓男  等.



42

角度，提取影响人本绿色空间需求的关键要素——城市活力性

（人气）、交通可达度（便捷）、城市用地差异（功能）等。叠加

各综合要素因子后，分析得出各区域的绿色空间需求。分析结

果为公园系统布局与重点绿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3）建立总体空间格局。统筹考虑区域自然资源与人本需

求，基于生态本底综合潜力与绿色空间需求分布两项分析结果，

建立连山通海的总体空间格局与公共空间网络。抓马山、老君

塔山作为区域的生态核心，沿青兰高速形成连山通海的“山海

轴”；建设环山、环城、环海三个公园环；形成“一核、一轴、

三环”的整体空间发展结构，指导园区公园体系建设（图2）。

4.2.2 分级联动，构建全域公园体系

规划在绿地空间和预留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基于区域总

体空间格局，加强附属绿地的开发利用，并将城市建设用地

之外具有风景价值的绿地、农田等纳入到公园体系建设中。

对全域绿色空间进行分级、分层、分类，并统合串接，形成

完整合理的绿地空间功能结构，构建郊野公园、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三级联动的全域公园体系，推动“公园城市”的建

设发展（图3）。

郊野公园体系依托外围小珠山、抓马山、五河口湿地及

各类湖泊等资源，建设郊野型公园，与城市公园共同构成公

园体系的骨架。城市公园体系在城市绿地系统的基础上，强

化各类公园功能特色定位，并对其进行控制和引导。社区公园

体系建设为实现15 min健康生活圈的全覆盖，兼顾布局的均衡

性，并将社区公园分为生活型、办公型、商业型三类，方便服

务不同的目标人群。

4.2.3 因需分类，系统引导公园功能特色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品质、提升绿地服务功能、丰富

城市文化内涵，需充分发挥公园建设对城市的积极影响。规

划将公园分为三大基本类型，分别为生态景观特色公园、功能

设施特色公园、主题文化特色公园。

规划依托三大基本特色公园类型，以《城市绿地分类标

准》（CJJ/T85-2017）为指导，结合中德生态园实际情况，从其

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当地居民需求、历史文脉、发展定位等角

度出发，又将公园进行子类的划分（图4）。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园�规划��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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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实施保障，形成从规划到实施的建设指引

从系统规划至建设实施层面，形成科学完善的建设指引，

保障公园体系建设。系统规划层面，充分回应《中德生态园公

园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对园区绿地服务的高水平要求，确

定公园体系建设的总目标；规划管理层面，制定公园体系规

划导则与公园建设管理手册，落实管控要素指标、明确分级

分类标准、提供各类公园特色引导，方便管理者按需弹性建

设与管理；建设实施层面，划定出35个城市级公园与77个社

区公园，并对其空间形态、规模、定位、功能特色以及建设时

序等内容提出具体的建设要求。

5 结语

在生态文明和公园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公园体系建设需

持续探索与实践，提升城乡绿地建设与环境治理水平，这对

推动我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文化传承、公共健康及人居环境

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德生态园公园体系突破了传统以

公园城市背景下公园体系建设初探——以青岛中德生态园为例      周晓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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