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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Framework of Shanghai Smart Park 
for Scenario-oriented Construction

基于场景建设的上海市智慧公园规划设计框架
研究

刘根发    LIU Genfa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上海生态之城发展等目标导向下，基于上海市现有智慧公园实践，提出面向场景建设的规划建

设管理一体化应用框架。框架的核心是紧密围绕生态、生活、生命价值，以提升市民端的互动式使用、公园端的精准式

服务、政府端的全局式决策3方面能力为方向，结合对城市公园的核心功能、发展诉求，以及新理念、新兴信息技术方法

等的认识，融入大数据人本、物联网检测器等技术方法，进而对生态环境监测、绿色资源运管、全过程游客服务、数字科

教互动、数据多源融合等功能模块进行设计,以期提升对现有智慧公园智慧场景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一体化水平。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hanghai ecological city,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for scenario-oriented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smart parks in Shanghai. The core of the framework is to focus on the value of ecology, nature 
life and human social lif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n the public side, precise services on the park side, and the 
overall decision-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side. It is also combin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demands of urban parks, as well as new concepts and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thods, and integrates human-oriented big 
data, IoT detectors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ods, and then designs functional modules such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green life management, dynamic tourist services, multi-source data analysis, and shared interactiv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xisting smart parks and smart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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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共价值的凸显，这对城市公园建设提出

更高的发展要求。智慧公园是通过新一代信

息与通信技术，精细动态地监测感知、分析控

制、整合集成公园各个关键环节的信息化资

源，实现公园高效运营管理和精细化公众服

城市公园绿地在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城市

居民亲近和感受自然的重要场所之一[ 1- 3]。随着

上海城市发展全面进入品质提升时代，城市

更加重视公民的幸福感、管理的精细化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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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营造使广大市民更有归属感和获得感

的空间体验，是提升公园空间价值的重要方

式，也是实现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与运营管理

精细化的重要支撑手段。

为实现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切

实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贯彻《上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2021—2035 ）》，2021年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实

施千座公园计划，提出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完

善城乡公园体系，建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

上海特点的公园城市目标，并提出智慧公园的

相关建设方向，将智慧公园作为上海“十四五”

生态建设品质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智慧公园研究进展

智慧公园建设在整体建设路径思路方

面，高博林等 [ 4]经过梳理认为智慧城市公园建

设在整体发展路径上分为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与智慧化4个技术发展阶段以提升城市

公园的设计、管理、服务水平。在综合性信息集

成平台建设方面，李云[ 5 ]、吕雪蕾[ 6]等针对不同

技术层次、环节提出专业平台的构建框架，包

含数据、模块、功能和机制。在公众服务方面，

刘程程 [ 7]、张洋 [ 8 ]、姜芊孜 [ 9 ]等提出服务公众感

知、互动和服务的设施功能配套思路。在园区

管理方面，董楠楠等[ 10]借鉴生物学和社会有机

体理论，从基础信息平台、精准管理服务、保障

与预警3个方面归纳数字信息技术在公园全

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领域。总体来看，智慧

公园建设的行业探索大多基于项目实施开展。

在多轮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内外往往呈

现出更侧重于设施建设的现象，导致部分实际

效能低于预期。张宇星[ 11]认为科技最大的价值

是回到个体的人文情怀，是为人类社会带来增

值服务，从而让每个人获益。针对这一问题，政

府开始引导智慧城市从设施建设导向到问题

导向的转变，更加紧密围绕核心功能服务，注

重对可感知及问题解决的场景的落地[ 12- 13]。

为此上海市将数字场景设计作为近年上海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以支撑从“智慧城

市”到“城市智慧”的观念转变。2021年，上

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通过数字场景牵引技术

创新，强调场景建设的重要性，其中智慧公园是

智慧公众服务、智慧运营管理的重要场景之一。

2 上海市智慧公园的实践探索

2.1   行业管理

在行业管理方面，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及相关研究机构持续推出智慧公园相关

建设导则，体现出对建设实践的精细化引导。

2020年上海市绿化部门相关研究机构研究发

布《上海市智慧公园建设导则（试行）》，提

出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安全保障、智慧公众服

务、智慧运营管理和综合运营服务平台 5 个方

面的功能建设方向，对综合公园、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建设提供差异化的分类设施配置指

引，并在设施建设上提出较为详细的功能性

技术要求。2023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印发《上海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导则》提出

“公园 + ”“ + 公园”理念，以互动服务作为智慧

化的重要目标，提出强化互动服务，通过创新

创意的智慧化手段，提升公园的服务管理水

平，加强游憩互动体验，引导城区各级公园在

“智慧科普”方面结合高新技术加强公园科

普设施建设，在“智慧管理”方面结合具体

需求完善智慧化的公园管理系统。

2.2  建设实施

上海市智慧公园在常规建设实施的基础

上，近年来出现多元方向的探索，以适应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建设需要，为上海智慧公园数字

场景设计的创新方向与着力点提供诸多示范

与启示。

一是对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视程度在逐步

提升。上海市较早在动物园、南园滨江等地开

展了生态环境检测项目，通过互联网、手机终

端或者园内显示屏向市民展示公园生态环境

质量，引起较好的反响。例如上海长宁金虹桥

屋顶花园在生态监测设备上布设了“生态小蘑

菇”，实时获取公园绿地空气质量、大气要素、

土壤基础等指标数据；建立了智慧监测系统平

台，实时监测指标数据，并可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空气质量评估、生态效益分析、人体舒适度

分析，通过现场信息展示屏、手机二维码等方

式展示生态环境（见图1）。但当前较多应用属

于单点的简单呈现，对市民来说还处于普及阶

段，集成数据较少用于生态环境评估方面。

二是绿色资源管理等管理侧需求受到重

视。按照国家要求，上海市林业总站以2009 年

上海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和上年度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结果为本底数据，建立了

上海市森林资源年度动态监测平台，主要登

记地类、林种、森林类别及保护等级等要素信

息，并且监测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年度动态消

长变化情况。2015 年上海市绿容局组织开展

《上海市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保护规划》 [ 14]，

指导建立了上海市古树名木智能信息化管理

系统，记录古树名木的位置、周围管控要求、

生长状态。为此，围绕绿色资源日益丰富数据

图1 上海生态监测（大气）应用情况
Fig.1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onitoring (atmosphere)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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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分析、监测预警，以及“以人为本”的

活化利用成为重要关注点。

三是面向市民体验与管理精细化的设施

需求持续增加。例如，上海共青森林公园设置

智慧导览、智能储物柜、智慧停车、智能垃圾

桶、智慧卫生设施等智能服务设施，通过语音

导览、360°全景、地图导航等互动体验设施

提升游憩体验；上海古猗园建设配置智能设备

的旅游厕所、支持无感支付的停车系统、覆盖

全园的灯光控制系统，线上购票、无接触入园，

联合百度共推“AI植物园计划”来提升游憩

体验；嘉定远香湖通过建设智慧跑道服务日常

健身，提供互动感应喷雾、互动投影、AR游戏

等服务娱乐体验提升游憩体验；杨浦区创智天

地48 1数字公园，将数字场景和社会空间通过

在物理空间优化组合，针对不同人群设计多元

化空间体验，从而促进市民从数字虚拟空间回

归现实空间，前往公园开展更多实体交流。

3  高品质导向下的公园发展需求与理念

认识

3.1  覆盖生态、生活、生命的公园功能认知

上海市通过多层次的城乡公园体系建设

实现对人与自然的互动与平衡，从分布广泛、

邻近居住地/ 工作地的社区公园、城市公园，到

可以体验更原始自然、满足更丰富或更特殊活

动的国家公园、森林公园，这些游憩机会形成从

城市到乡村到自然的连续机会序列（见图2）。

总体来看，公园在城市空间体系中承担

的核心功能包含生态景观（生态）、社会休闲

（生活）和生境管理（生命）3个方面（见图3）。

一是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城市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城市公园更多地被视为生

态性物质空间，人们主要关注其丰富与美化城

市景观、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调控与平衡、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调整城市内部小气候、

抵御自然灾害等作用。

二是公园为市民提供休息、锻炼、游览、

交往，以及举办多种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空

间，承担着市民回归自然、放松身心和促进交

往的社会功能。

三是近年来公园保护生境质量的职责愈发

重要。生物学教授F erná nd ez- Juricic等认为，公

园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或者是恢复了

的破碎的城市生境[ 17]，公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升生境质量方面承担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3.2   覆盖管理端、政府端、市民端三方的公

园需求认识

随着上海公园建设与景观营造经验成

熟，上海进入更加注重品质提升的阶段，公园

发展面临着新的运营需求和挑战，主要包括

市民使用的“互动式”体验需求、公园管理的

“精准式”运营需求和政府决策的“全局式”

研判需求。

一是市民使用的“互动式”体验需求。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市民对公园的访问目

的，不仅是生态和景观需求，还愈发关注亲子

活动、生境品质、科普、锻炼、休闲、心理减压

等社会功能。在关注的要素上除了传统的交

通便捷外，更加关注空气质量、噪声大小、拥

挤程度等环境质量要素，即对城市公园的需

求除了常规的生态景观功能，市民需要更多

从教育和知识、文化遗产、社会关系与场所感

提升等方面有获得感，以及动态、实时、交互

信息的体验。

二是公园管理的“精准式”运营需求。随

着管理的精细化要求提升，公园运营管理方面

需要面对公园内部设施运维、动植物养护、游

客服务等方面不断增加的管理与考核要求。例

如设施的安全运维和管理，客流的安全问题监

测和预警，文化、主题活动的引导和预告，公园

服务水平的提升与用户反馈，特色生物物种的

监测、养护，水体、湿地等生态环境的修复等。

三是政府决策的“全局式”研判需求。

根据综合管理的全局性引导需求，政府需要制

定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以促进公园生态、生

命、生活要素监测评价的一致性；根据职能要

求开展基于价值导向的绩效评估，以支撑研判

决策；按照不同区位和类型的特点，引导各公

园差异化发展，提升绿色资源、环境的综合管

理效益。

4  基于“三生•三式”的智慧公园数字

场景设计构想

4.1    整体功能框架设计

根据前述对公园“三生”核心功能、“三式”

发展需求的认知，结合上海近年来智慧公园的

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的智慧公园数字场景框架。为满足针对公

园类型多样性和管理要求灵活配置的动态性

需求，采用功能模块弹性配置与权限灵活设置

相结合的方式，整体形成对象覆盖市民、公园

和政府，目标覆盖生态、生活、生命3个维度的

场景功能矩阵。核心框架主要包括5 个部分，即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模块、绿色生命资源运管模

块、全过程游客服务模块、数字科教互动体验

模块和数据多源融合分析模块（见图4）。

4.2  核心数字场景模块设计

（1）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模块

针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科学保护、

合理利用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实

现对公园自然资源环境的监测，通过收集覆盖

水体、土壤、空气、气象等6类基础生态环境要

素数据，支撑园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与

游客信息服务。建设方向包括使用基础数据开

图2 上海公园体系示意
Fig.2  Conceptual diagram of Shanghai park system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16]。

图3 城市公园核心功能的3个维度
Fig.3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ore function of urba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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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整体环境的监测、分析，指导内部景观与生

态环境的设计优化；基于手机端、公园大屏端

等开展宜人的视觉展示，为园区游客与市民提

供生态质量的展示查询（见图5 ）。

（2）绿色生命资源运管模块

针对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

生命价值保护需求，开展园区绿色资源的运维

管理，并联动规划、绿化与环保部门数据。建设

方向包括开展各类动植物物种的绿色生命资

源监测普查，建立鸟类、哺乳动物、鱼类等动物

与各类科属植物的资源数据库；建设基于空间

地理位置信息的管理与交互友好的生境地图；

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碳汇等整体效益的监测、核

算与评估（见图6）。

（3）全过程游客服务模块

通过建立覆盖游前、游中、游后的全面、

多方位游客服务体系，满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

的各种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游客满意度。

建设方向包括为游客提供游前的信息咨询与

票务预订，协助制定合理的出行计划；提供游

中的导游导览，包括园区各项内容的讲解、导

览指引等，同时根据天气、交通、客流变化提供

相应服务；及时处理游后游客的投诉和建议，

改进服务质量。

（4）数字科教互动体验模块

互动体验模块的核心是将数字技术作为

交互体验的媒介，重建人、设备与环境的交互

关系。使用传感器收集用户信息，开展及时反

馈，吸引用户参与场景互动；同时对接用户终

端，将交互传到智慧平台，再由终端系统做出

反馈。具体通过互动方式创新丰富游客感知，

满足社会持续增长的科教文化需求；引导市民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建

设方向包括信息查询二维码系统，结合空间坐

标位置介绍自然资源与环境知识信息；配备趣

味行为互动设施，打造智慧运动共享空间的主

动健康氛围；采用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

鼓励市民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见图7）。

（5 ）数据多源融合分析模块

随着公园数据的类型日益多样（人、园、

活动等）、来源日益广泛（感应器、互动设备、

手机终端等），以及大量数据的累积，需要加强

对数据价值的挖掘。通过融合环境、设施、客

流、物种与管理等多源数据，开展量化评估研

判、增强综合研判决策能力以服务多元管理目

标。例如2017年《京沪公园使用大数据及规

划启示报告》，使用京沪两座城市的4种类型

公园的客流情况，结合属性、设施配套等，开展

公园体系结构、区域功能、服务水平、公园客流

预期等的综合评估，引导城市公园选址与服务

设施配置的优化（见图8 ）。

5 结语

智慧公园是存量时代提升公园空间价值

的重要建设形态，也是公园规划设计、建设实

施与运营管理精细化要求的重要支撑。本文基

于对城市公园核心功能、发展需求、新型理念、

新兴信息技术方法等的认识，从规划建设管理

一体化的角度出发，融入大数据人本、物联网

检测器等技术方法，提出基于场景建设的上海

市智慧公园规划设计框架构想。框架紧密围绕

生态、生活、生命价值，从市民互动使用、公园

图4 智慧公园总体场景构架与功能矩阵
Fig.4  Smart park overall scene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matrix

图5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模块示例
Fig.5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monitoring 
module example

图6 绿色生命资源运管模块示例
Fig.6  Green life resources management module 
example

图7 数字科教互动体验模块示例
Fig.7  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module ex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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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政府全局决策等3个方面对现有智

慧公园智慧场景建设方向进行优化提升，为后

续公园的智慧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图8 公园客流空间效益评估示意
Fig.8  Park visitor space efficiency evaluation schematic

a  不同类型公园客流时段分布                                                       b  公园单位面积客流                                                        c  徐家汇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到访热力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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