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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的理念内涵和实践路径
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 Practice Approach 
of "Park City"

摘   要：“公园城市”理念体现了“生态文明”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路径亟

待转变。通过梳理“公园-城市”关系的发展演变，提出“公园

城市”是当前新时代“公园-城市”关系发展演变的必然阶段，

是一种新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理念和理想城市建构模式；并与

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以人为本、生态

筑基、城乡并举、美丽引领、多元共生”五方面典型特征和与

之对应的实践路径。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公园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生态文明；实

践路径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embodies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eople centered", which 

reflects the need in changing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roadmap 

in China.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nvolvement between park and 

city, thus identifies the "Park City" mode is an inevitable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era. This is a new concept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an 

ideal city construction model comparing to other related concep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s well a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rom five aspects: people centered, ecological bas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eautifulness and multi-symbiosi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ark City; living environment;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actic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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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既要创造

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

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5]。

“公园城市”无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及对美好生活和幸福家园建设的高度重视。

1.2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和路径亟待转变

近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

“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

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6]。

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城市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城乡建设用地增长迅

猛，城市空间发展诉求强烈，生态空间侵占现象普遍严

重，生态服务功能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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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天府新区时

强调：天府新区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

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

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1]。

近年来，贵阳、扬州等多个城市也提出建设公园城

市的理念[2-3]，并付诸规划建设实施。

习总书记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之后，在风景园林

行业内外，乃至全国范围内被广泛热议。本文将立足于

当今新时代的背景分析和“公园-城市”关系的发展演

变研究，阐述“公园城市”的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

1  “公园城市”理念的背景分析

理解“公园城市”理念，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的背

景着手。

1.1  “生态文明”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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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城市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城市绿地总量仍然不

足，生态服务产品供给的数量、类型、品质、特色仍然

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城市自然文化风貌特色趋弱：城市建设普遍存

在破坏自然山水格局和历史城区风貌的问题，“千城一

面”的现象突出。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带

动不足，多数地区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各类设施建设滞

后，传统文化逐步消亡。

因此，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亟待升级转型，从以规

模扩张、经济增长为主，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城乡

协调和优化提升为主转型[7]，亟待推进“治病健体”和

“转型升级”两大主要任务。

2  我国“公园-城市”关系的发展演变

认知“公园城市”的理念内涵，需要分析“公园”

和“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更要分析“公园”和

“城市”二者关系的发展演变规律。

纵观历史的发展潮流，从为特殊社会阶层服务转

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园林-公园”发展的历史主

流。我国传统园林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为主体，多为

特权阶层服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公共园林缘起

于唐宋，但规模和影响有限，主要代表类型包括基于开

放性的山水池沼而成的公共游览地、寺观园林和与宗祠

相结合的乡村园林；近代以来，随着租界公园的产生及

皇家园林向公众开放，城市公园概念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公园

建设获得了极大发展。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公园的内涵性质、类型特色、承

载功能不断丰富，成为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重要空

间载体。纵观历史的发展潮流，从为特殊社会阶层服务

转向为广泛人民大众服务是“园林-公园”发展的历史

主流。

梳理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和城市公园的建设历

史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经历了

多个发展阶段，而公园和公园系统的发展演变与城市规

划建设理念的演变高度匹配。“公园-城市”关系的发

展演变，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具体分析。

2.1  古代城市建设时期：“有园林、缺公园”

古代城市建设突出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功能，也承

担区域性的贸易枢纽功能，规划建设理念与政治统治理

念高度融合，强调礼制和等级观念，对市民公共性的休

闲游憩并不重视。就园林建设来说，古代城市建设时期

可以称为“有园林、缺公园”的发展阶段。我国古代的

传统园林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为主体，多为特权阶层

服务，除了部分依托“城邑近郊山水形胜之处，建置亭

桥台榭”[8]而发展形成的公共园林外，缺少真正意义上

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公园”。

2.2  现代城市建设早期：“有公园、无系统”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可以概括为我国现代城市

建设早期，以上海、南京、大连等城市为代表，城市规

划建设突出表现为管理服务，理论方法多移植自西方，

内容上多是强调土地分区、道路市政等基础性的城市设

施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继承了古典主义规划理念中

对城市风貌形象的强调，并不重视普通市民公共性的休

闲游憩需求，也不主动规划构建城市公园系统。

因此，就园林建设来说，现代城市建设早期可以

称为“有公园、无系统”的发展阶段。城市公园主要

包括以下3种类型：北海公园等收归公有并开放的皇家

园林；黄浦公园等为特殊社群和特殊区域服务的租界

公园；以及部分早期现代城市公园。这些公园绿地在

城市中多作为点块状空间分布，并无主动构建的城市

公园系统。

2.3  计划经济主导时期：“有系统、非引领”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阶段可以概括

为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突出为生产建设服

务。受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所推动，以及受《雅典宪

章》等当时国际上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城市规划建设

多强调围绕工业生产的城市分区和功能配置。

就园林建设来说，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可以称为“有

系统、非引领”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城市规划

受《雅典宪章》的影响，居住、工作、游憩、交通被认

为是城市最基本的四大活动[9]，公园作为满足游憩活动

的空间载体，公园绿地主要被视作城市建设和居住街坊

建设的配套用地类型，公园系统逐步成为城市规划的专

业系统之一。但是计划经济主导下，公园系统并不发挥

引领城市空间发展的作用。这一时期，城市公园建设主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主导方针得以确立和贯彻。

2.4  市场经济带动时期：“有引领、非融合”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早期的阶段可以

概括为市场经济带动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突出为国家、

区域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阶段受经济社会

发展诉求的带动，土地财政影响深远，城市规划建设更

强调城市物质空间建设。

就园林建设来说，市场经济带动时期可以称为

“有引领、非融合” 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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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建设多基于城市经营理念，将公园建设视作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内容，公园绿地建设由于可以

有效带动周边土地升值，进而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重

要手段，但是城市和公园的规划建设尚未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城园融合”。

2.5  当前及未来新时代：“公园即城市、城市即公园”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从“十九大”

报告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出，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根本目标，城

市规划建设要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作为城乡发展建设的基

础性、前置性配置要素，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

容，更是“诗意栖居”的理想人居环境的关键组成。完

善而卓越的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无疑将成为城

市人居环境中“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公园城市”理念体现出的“公园即城市、城市

即公园”，公园与城市将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发

展，是当前及未来新时代“公园-城市”关系发展演变

的必然路径。

综上，梳理公园和城市关系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

“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当前及未来新时代 “公

园-城市”关系发展演变的发展方向，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下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理念的重要理论创

新，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形象概括。

3  “公园城市”的内涵

“公园城市”是将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公园

化的城乡生态格局和风貌作为城乡发展建设的基础性、

前置性配置要素，把“市民-公园-城市”三者关系的优

化和谐作为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提供更多优

质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的新型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理念和理想城市建构模式。

这一理念和模式着力通过对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

体系的布局优化、扩容提质和内涵升级，改善其作为公

共服务产品供给的服务品质和均等化水平，建设全面公

园化的城市景观风貌，用以优化城乡关系、完善城市格

局、改善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品位和竞争力、满足市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推动城市发展转型。

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相关理念相比，“公园城市”

理念相承于“园”、着眼于“城”、核心在“公”。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展“园林城市”的创建工

作，21世纪以来又逐步推进“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工

作，大大提高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水平。相较于“园

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公园城市”则着眼于

我国城市化的美丽、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园城市”

的提出是我国城市建设理念的历史性飞跃，在园林城

市、生态园林城市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内涵和目标[10]。

相较于“田园城市”[11]和“森林城市”[12]，“公园

城市”理念则更突出以下4个特点：

1)更强调公共性和开放性，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普

惠公平；

2)更符合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适应我国人口

多、密度大、规模大的城市化特征；

3)更突出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

的耦合协调；

4)更强调绿色生态空间的复合功能，能“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融合更丰富的创新功能，带动城市转

型发展。

4  “公园-城市”的理念特征和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对“公园-城市”的背景、内涵分析，

“公园城市”理念具有以下5个方面的典型特征和与之

对应的实践路径。

4.1  理念一：以人为本，共享发展

将公园游憩服务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建设

幸福家园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

普惠公平和活力多元。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推进公园系统分级分类配

置，构建多类型、多层级的公园体系，应对多元化的游

憩需求；推进公园基本服务均等化，创造“出门见绿、

步行入园”的公园绿地基本网络；提升公园服务能力，

加强儿童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教育等基础性休闲

游憩服务的空间、场地和设施的配套建设；丰富公园特

色和主题类型，创新多元类型的专类公园体系，打造特

色品质的城市公园系统，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城市

绿道网络建设，实现城市绿道系统多层级的相互衔接和

均布完善，创造便捷通联的休闲机会。

4.2  理念二：生态筑基，绿色发展

将公园城市格局作为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优化的基

础性配置要素，更强调城绿共荣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和保护区域一体的生态

绿地网络，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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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绿色生态空间规划管控，避免城市摊大饼和

城镇群连绵发展；控制城市开发建设强度，新城

以绿为底，旧城留白增绿，为生态保护建设腾出

空间，塑造“密度高度适宜”的城市形态；实施

生态修复和景观重建，结合退二进三，加强城市

受损土地的生态、景观、功能重建。

4.3  理念三：城乡并举，协调发展

将区域风景游憩体系构建作为城乡统筹发

展的重要抓手，更强调互促共生的新型城乡关

系建构。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区域风景公园

体系，有风景的地方即有公园，发展类型多元

的区域性休闲游憩服务；建设产业融入、公园

融合的美丽乡村和山水园林特色小镇，保护和

提升传统村镇，带动村镇发展转型升级；建设

区域绿道网络系统，以绿道串联城乡，将城市

居民带入乡村，辐射联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

促进城乡融合。

4.4  理念四：美丽引领，创新发展

将公园化的城市风貌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重

要引领，更强调美丽怡人的城市景观风貌塑造。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塑造山水城景融合的

城市格局，因地制宜保护和融合山水景观，提升

城市环境整体水平；推动实施绿色触媒项目，通

过规划建设结构性城市公园和亮点项目引领城市

片区发展；发展建设公园化新型片区，适度混合

城绿用地打造创新创意产业空间，建设“职住一

体、城园融合”的人本格局，引领创新发展、绿

色服务和消费升级；塑造绿树掩映的整体风貌，

通过道路水系沿线绿化和社区公园的布局建设，

塑造街区尺度融汇贯连、城绿融合的绿色开放空

间网络。

4.5  理念五：多元共生，开放发展

将绿色开放空间系统作为促进社会善治和文

化传承宣展的场所平台，更强调和谐繁荣的城市

公共空间营建。

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将公园和开放空间塑造成文化传承展示的

场所平台，精准定位展示城市文化特色和历史景

观风貌，通过景观手法宣传、展示城市历史与文

化特征；发挥公园和开放空间作为城市客厅的社

会交往空间特性，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善治；利

用公园和开放空间培育丰富的文艺活动和展会，

彰显和宣传地域文化特色；利用公园和开放空间

承接国际交往功能，开展外事活动，促进国际交

流、展现民族文化；建设智慧公园系统，将互联

网+技术广泛运用于公园绿地的智慧管理、智慧

服务中。

5  结语与讨论

“公园城市”作为新时代城乡人居环境建

设和理想城市建构模式的理念创新，是指导新时

代城乡规划建设的生态文明观和城市治理观。同

时，“公园城市”理念在指标体系、规划和建设

体系方面仍须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

其中，构建合理完备的指标体系是引导“公

园城市”理念推广实践的重要手段。其指标体系

的构建既要兼顾已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和绿地建设

方面的指标体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满足

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把生态价值考虑进

去”；又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以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城市转型发展；还要鼓

励和支持“绿色、低碳、健康可持续”的城乡规

划建设理念和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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