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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道网络系统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国内外积极开展了绿道规划运动。梳理了国内外绿道的发展历

程，归纳了不同阶段绿道的特征和借鉴意义，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明确了松江区绿道的构成及类型。松江区绿道网络分

为区域绿道、中心城区绿道2个层次和郊野型、都市型和社区型3种绿道类型；提出了区域绿道和中心城区绿道网络体系结

构布局，并进行了绿道专项配套设施规划，可为同类城市绿道网络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Urban greenway network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The greenway planning movement is rising 

in recent ye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sorts out of the course of greenway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enways in different sta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ypes of the greenways of Songjiang 

District, the two planning levels of greenway system as Regional-Central City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greenway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namely country type, urban type and community type. The paper also plans the greenway special facilit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上海市松江区绿道网络体系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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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上海市的郊区新城之一，近年来松江

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松江城区范

围和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随着城区建设用地

的减少，城市绿色空间的增加受到限制，同时绿

地面临破碎化和斑块化的趋势。城市绿道作为

实现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相协调的生态、休闲、历

史记忆、审美及其他用途的多目标线性土地网

络[1]，具有生态保护、休闲游憩、社会文化等多种

功能，可以使破碎化的绿色斑块和人文资源有

机串联。目前，珠江三角洲已率先完成区域绿道

网总体规划，深圳、广州等地以此为依据极力推

动绿道网的建设。长江三角洲地区中浙江省、安

徽省以及江西省等地区也开始了绿道的规划和

建设。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将全面推进城市绿

道体系建设，松江作为上海市重要的郊区新城，

绿道规划与建设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借鉴

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建构绿道网络系统，促进

宜居城乡环境的营造。

1　绿道的概念及国内外发展概况

1.1　绿道的概念形成

现代绿道（greenway）规划与建设的

理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欧美国家对市区层面

中分散、破碎的城市绿地和公园联接的探索。

1867年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等人在美国波士顿地区规划了一条呈带状分

布的城市公园系统，是西方国家公认的第一条

真正意义上的绿道。绿道理论发展至今，经历

了不断的发展演变和实践探索。

1.2　国外绿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国外绿道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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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这个阶段中

公园路（parkway）发展并逐渐成熟；第二阶段

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个阶段生态学影

响绿道的规划发展；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

至今，国际化绿道运动全面兴起。国外绿道理论

和时间的发展历程详见表1。

1.3　国内绿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国内绿道的发展也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绿道理论的

引进和不断深化研究；第二阶段为21世纪前10

年，绿道理论与国内发展背景相结合，逐步运用

到实践中来；第三阶段为2010年至今，绿道的理

论研究进入高潮，国内掀起了“绿道”规划热潮。

国内绿道理论和时间的发展历程详见表2。

1.4　对城市绿道构建的启示

一是绿道是绿地系统的补充和发展。绿道

既不同于呈点状分布、各自独立的公园绿地，也

不同于主要目的是隔离交通、保证通行安全的

绿化带。绿道系统是其他非线性绿色资源的重

要补充，它提供绿色交通网络，使破碎的自然斑

块和分散的历史资源建立稳定的联系。因此，要

保证绿地系统和绿道网络协同发展，构建“公

园绿地—公共开放空间—绿道网络体系”为一

体的城市绿网。

二是建立分层级的绿道网络框架。绿道网

由区域绿道和中心城区绿道共同构成，并形成

网状公共开放空间系统。根据绿道所处环境和

建设功能的差异，将绿道分为郊野型、都市型、

社区型3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绿道的宽度和配套

设施也要体现差异。

三是绿道网络的规划要综合多种功能。绿

道必须走出景观设计的范畴，紧紧结合本地需

求，走向功能的多样化，才能获得广泛和持久的

生命力[10]。除了生态保护和休闲游憩功能以外，

还要考虑到经济发展、人文历史、教育、旅游、交

通等功能。

2　松江区绿道网络体系规划

通过对国内外绿道概念和发展历程的研

究，城市绿道在区域层面，可以保护和修复生

态，促进土地的集约型使用，控制城市的无序蔓

延；在城市层面，可以引导城市与郊区的互动发

展，提升微观的空间体验。松江区作为上海的都

市新城，在绿道网络体系规划中既遵循绿道规

划的一般性原则，同时又根据松江实际体现绿

道规划的差异性。

2.1　规划原则

基于松江区绿色空间发展过程及现状存在

的问题，绿道规划以“生态性、文化性、服务性”

为原则。绿道建设首先要体现生态性，建设绿道

的过程注重维护原有水生态系统、植物生态系

统、动物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保护，改善生态环

境，服务居民生活。其次要体现文化性，充分利

用松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结合各类人

文景点，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使保护历史文化

传统和体现现代文明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的

阶段 相关事例 对绿道发展的意义

第一阶段：19 
世纪中期—20
世 纪 6 0 年
代 ， 公 园 路
（parkway）
的发展与成熟

奥姆斯特德等设计了海洋公园路、东公园路以及波士顿
蓝宝石项链

西方国家公认的第一
条绿道

纽约Bronx滨河公园路、弗吉尼亚天际线道路[2] 关注层面拓展至更加
广泛的区域

1929年，英国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伦敦开敞
空间规划》，引入了绿化隔离带概念

1950年格里博（Jacques Gréber）所作的渥太华城市
总体规划中提出建设渥太华203.5 km2的半环形绿带 值得大城市规划借鉴

第二阶段：20
世 纪 6 0 年
代—80年代，
生 态 学 影 响 下
的绿道规划

1959年William H.Whyte将greenbelt和parkway合
并，提出了greenway

1964年菲利普里维斯（Philip Lewis）的“环境廊道”
理念和威斯康辛州遗产道规划

证明了绿道资源的
普遍存在性

1976年伦敦规划继承并发展了“绿道”理念，形成包含
不同类型的绿色通道组成的“绿链”（green chain）

理念

伊恩麦克哈格（Iran Mcharg）著作《设计结合自然》 主张大城市区域风景
规划模型

第三阶段：20
世纪90年代至
今 ， 国 际 化 绿
道运动兴起

greenway这个词语正式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户外
游憩总统委员会的报告中

伦敦都市步行环于1990年伦敦步行问题讨论会中提出，
到2005年9月整体完成

1991年美国东海岸绿道联盟（ECGA）成立
1992年秋在美国马萨诸塞组织的第一次绿道规划会议

美国绿道运动兴起1993年美国绿道的总数已经突破3 000条，比1989年增
长1 100%

1995年在法布士（Fabos）等学者的倡导下，国际著
名期刊《风景和城市规划》先后以绿道为专题出版了3

本特辑

对推动全球绿道规划
的开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
1998年美国举办的第一届有关游步道与绿道的国际会议
意大利也于1998年由风景园林教授组织了以绿道为主题

的讲座与研讨
2000年在法国里尔召开绿道规划建设观摩会，有200多

名专家、绿道项目经理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2001年葡萄牙组织了国际绿道研讨会

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于2001年在新加坡召开
了第38届大会，其中两个主题报告及15位学者的报告讨

论绿道或与绿道相关的议题
2002年9月，欧洲风景园林教育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召开会议，会议中近半数学者议题讨论绿道及其

相关的规划问题
    

表1　国外绿道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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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需求。绿道的建设还应该体现“以人

为本”的服务性，合理规划绿道线形，科学建设

绿道服务设施，满足居民出行和活动的需求，使

绿色空间与城市融合，营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和

生态环境。

2.2　松江区绿道的构成

城市绿道网络是多层次、系统化、网络化的

系统，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进行均衡布局，结合松

江的发展现状和绿地系统的发展需求，松江区

绿道建设必须分层次进行规划。

松江绿道网络由区域绿道和中心城区绿道

共同构成，形成网络状的绿色公共开放空间系

统。区域绿道是指连接松江区与上海市中心及

周边地区，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支撑体

系建设有重要影响的绿道[10]。中心城区绿道是

指连接松江中心城区内重要功能组团，对城市

生态、休闲和绿色出行系统建设有重要意义的

绿道[9]。通过区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的绿道规

划，实现一张覆盖整个松江城区的绿道网，最大

程度地发挥绿道网络体系的综合功能效益。

2.2.1   区域绿道类型

区域性绿道是城区与周边地区、城区之间

以及城区内部联系的重要绿道，对区域生态网

络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绿道在区域中

所处的位置和功能的不同，绿道可以分为郊野

型、都市型和社区型3种类型（表3）。

郊野型绿道处于城区的外围地区，是连接

城区、城镇和重要的风景旅游节点等的绿色开放

空间，主要依托城区周边的开敞绿地、河道和田

野等建设，加强城乡间的生态联系和景观互动。

都市型绿道主要集中在城区建设区内，是

居民游憩、出行等活动的绿色空间，主要依托河

道、城市（镇）道路两侧的绿带等建设，改善人

居环境，为城市居民户外活动提供场所。

社区型绿道主要是连接城市居住小区和

其他功能区，依托道路绿地、滨河绿地、街头绿

地、社区绿地等建设，提升城市微观层面的景

观体验。

2.2.2   中心城区绿道的类型

中心城区人口密集，开放空间众多，中心城

阶段 时间 理论或实践案例 对我国绿道发展的
意义

第一阶段：20
世 纪 8 0 年
代 — 2 0 世 纪
末 ， 绿 道 理 论
的 引 进 和 不 断
深化研究

1985
1985年第2期《世界建筑》刊登介绍了的伊藤造
园事务所设计的冈山市西川绿道公园规划设计

项目

国内较早涉及绿道
研究的文章，但未
能深入介绍其背景

和思想根源

1992
《国外城市规划》刊登的《美国绿道

（American Greenways）简介》[3]，文中直接
使用“绿道”作“greenway”的翻译

较为系统地介绍美
国绿道

1997

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开始对国外景观生态学进行
系统研究。详细介绍了如何将景观生态学的思

想、基本原理、规划的总体式等方面在城乡与区
域规划中进行应用 对国内绿道研究起

到重要的作用

1999
北京师范大学宗跃光教授以北京市区的实证研究
为例，对我国大都市区廊道效应进行了研究，强

调了城市景观规划中廊道的重要性[4]

第二阶段：21
世纪前10年，
绿 道 理 论 与 国
内 发 展 背 景 相
结 合 ， 逐 步 运
用到实践中来

2000 我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绿
色通道建设的通知》[5]

绿色通道规划建设
被视为“一项具有
战略意义的国土绿

化工程”

2006
周年兴等[6]和李昌浩等[7] 对国外绿道运动进行了详
细介绍，详细介绍了北美、欧洲、亚洲等地绿道
发展历史与趋势，探讨了绿道规划和设计的方法 是目前国内对绿道

理论介绍较为全面
的文章

2007

谭少华和赵万民梳理归纳了以美国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杂志3期绿道专刊文章，对
绿道规划的概念与术语、绿道的分类、绿道效应

评价等进行系统总结和回顾[8]

2009

《景观设计学》杂志2009年第6期以线性景观为
主题，对从事绿道的人士进行了专访，介绍日本
学者对新城绿道的发展情况，深入对接国外线性

景观的最新理论

梳理了绿道运动的
脉络和国外成功案
例，为国内绿道建

设提供借鉴。

第三阶段：2010
年至今，绿道的
理 论 研 究 进 入
高潮，国内掀起
了“绿道”规划
热潮

2010 《中国园林》杂志在2010年第3期以绿道为专
题，共刊文7篇

推进了国内对绿道
及其相关理论的

研究
2010 《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9]

部分区域、省份和
城市提出了绿道规
划建设的指导意见

或设计导则

2011
《河北省城镇绿道绿廊规划设计指引（试行）》

《嘉兴市生态绿道规划设计导则》
《嘉兴市生态绿道网建设技术规程（试行）》

2012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绿道建设的

意见》
《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

2013 《江西省关于开展城市绿道建设的通知》

绿道分类 绿道名称 绿道功能

郊野型绿道

主要包括区域性道路，九新公路—新车公路；
千新公路—辰塔路；泗陈公路；闵塔公路；叶
新公路；沪松公路；沈砖路—辰花公路—卖新
公路；松蒸路—松汇路—北松公路；文翔路

主要是连接城区、城镇和重
要的风景游憩节点等的绿色

开放空间

都市型绿道

包括人民路、嘉松路、广富林路、文翔路、辰
塔路、三新路和荣乐路等一级绿道和乐都路、
玉树路、思贤路、文诚路、龙汇路、中山路和

通波路等二级绿道

主要以城区内的道路绿道和
滨水绿道为主，包括一级绿
道、二级绿道，是居民游

憩、出行等活动的绿色空间

社区型绿道 包括联系主要社区的次干道和支路等
连接城市居住小区和其他功
能区，主要以三级绿道为主

表2　国内绿道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

表3　松江区主要绿道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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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松江区域绿道网络结构及“千层饼”分析示意图

区绿道是居民的使用频率最高、活动强度最大

的绿道，对居民的休闲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依

据中心城区绿道发挥的作用、连接城市功能组

团的差异，将中心城区绿道分为3个等级。

一级绿道是指连接城区主要大型公园绿地

和游憩景点，对松江区生态绿地保护、生态网络

体系建设和风景游览体系构建具有重要影响的

绿道绿廊；对于保护和延伸城区绿地、建立城区

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方便居民出

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级绿道是指中心城区范围内的绿道绿

廊，使居民区、城区各功能区与城区绿道绿廊和

绿地有机联系，对于改善城区小气候环境、为居

民提供休闲场所具有重要作用。

三级绿道是指中心城区社区范围内的绿道

绿廊，使居住组团、居住区与城区绿道绿廊和绿

地有机联系，对于改善城镇局部小气候环境，为

居民提供休闲场所具有重要作用。

2.3　松江区绿道结构布局

2.3.1   区域绿道结构布局

绿道规划力求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完善

城市功能，强化地方风貌特征，提升城市发展品

位。通过合理的绿道结构布局，可以充分发挥绿

道的功能，满足市民的不同游憩需求。

基于松江区的道路、水系资源现状，契合

区域空间形态，形成以主要道路为绿道骨架，

公园绿地、游憩景点穿插的网状结构，构成

“三经六纬，多片多点”的区域绿道规划结构

网络（图1）。

其中，“三经”是指九新公路—新车公路、

沪松公路和千新公路—辰塔路。“六纬”指泗陈

公路、沈砖路—辰花公路—卖新公路、文翔路、

松蒸路—松汇路—北松公路、闵塔公路和叶新

公路。

“多片”指佘山—广富林片区、泗泾—九

亭片区、中央公园—大学城片区、仓城—府城片

区、松南郊野片区和浦南田园片区。“多点”包

括中央公园、广富林郊野公园、天马郊野公园、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辰山植物园、松南郊野公园

等公园绿地和游憩景点。

“三经六纬、多片多点”是从斑块、廊道、基

质3个层面对松江区域的绿地、路网、水系、城市

片区等作为生态要素系统规划，通过不同层面

的叠加，经过保留、增强等筛选过程，得出的符

合各层面要求的合理的绿道网络系统结构。有

利于营造区域性景观生态，构建绿色廊道网络，

整合城市聚合与离散的生态格局[11]。

2.3.2   中心城区绿道结构布局

由城区道路绿地和滨水绿地蓝绿交织构成

的生态网络覆盖整个中心城区，对外连接区域

绿色斑块、廊道，对内串联公园绿地、城市广场，

形成完整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松江中心城区

绿道规划主要借助区域内交错的水网和路网结

构，以“有水可倚、有绿可傍”为目标，形成“水

陆两环、三级绿道、多点联动”的布局结构，为

居民和游客提供健康、活力、生态的休闲游线。

水陆两环：道路绿道环线是由广富林路—

辰塔路—松汇路—松东路—茸兴路构成的绿道

环线，滨水绿道环线是由张家浜—通波塘—人

民河—沈泾塘形成的滨水绿道环线。

三级绿道：依据中心城区绿道发挥的作用、

连接城市功能组团的差异，将其分为3个等级。

其中一级绿道包括人民路、嘉松路、广富林路、

文翔路、辰塔路、三新路和荣乐路，二级绿道包

括乐都路、玉树路、思贤路、文诚路、龙汇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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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心城区绿道网络结构图

图3     松江绿道4大模式断面图

山路和通波路，三级绿道包括联系主要社区的次

干道和支路等。

多点联动：叠加水陆两环和三级绿道后产

生了绿道敏感节点，结合中心城区现有及规划中

的绿地空间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中心城区绿色

公共开放空间节点。这些节点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可划分为两个等级：一级公共开放空间节点

包括大中型的公园绿地和集散广场等，二级公共

开放空间节点则是指小型的街头绿地和广场、社

区公园等。最终形成中心城区“水陆两环、三级

绿道、多点联动”的绿道网络规划布局（图2）。

入口、停车场、环境卫生、照明、通讯、防火、给排

水、供电等[5]。绿道规划建设的基础设施的分设

密度应因地制宜，前提是不能对绿道网所经地

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干扰。

2.4.2   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由游览设施服务点和管理设施服

务点两部分组成。游览设施服务点主要为绿道

中的游客提供便民服务；管理设施服务点主要

为绿道的日常管理服务。游览设施服务点主要

包括信息咨询亭、游客中心、医疗点、露营点、烧

烤点、垂钓点等；管理设施服务点主要包括治安

点、消防点等。

2.4.3   慢行系统

慢行道分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道和

综合慢车道，其设置应遵循最低生态影响原则，

不应在生态敏感区开辟慢行道，避免干扰野生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应充分合理利用现有道路，

例如村路、园路、滨河路、废弃的铁路等，做到技

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建设改造；尽量做到两侧有

景可观，步移景异；满足旅游、防林防火、环境保

护及生产、管理等多方面环保要求，多采用软性

铺装。要保证所选材料能与绿道及其周围自然

环境相协调，并能代表当地特色或文化特征。规

划针对松江不同类型绿道的使用功能和地区，

设计了4种车道类型（图3）。

2.4.4   标识系统

标识系统由指示标志、信息标志、教育标志

与警示标志组成。在布局上主要充分考虑游人

的需求，均匀分布。所有标识要在统一规格的基

础上，具有自身特色，应能明显区别于道路交通

及其他标识。各种标志牌一般应设置在游客行

进方向道路右侧或分隔带上，牌面下缘至地面

高度宜为1.8—2.5 m。同类标识牌设置间距不应

大于500 m。

指示标志：标明游览方向和线路的信息。

信息标志：标明游客在生态绿道中的位置，

并提供生态绿道设施、项目、活动以及游览线路

等。信息标志宜按照环形、放射状、连接线3类设

定标识主色，明确标示该生态绿道的线形特征。

教育标志：标明生态绿道两侧独特品质或

自然与文化特征的差异，作为向公众普及生态

2.4　专项配套设施规划

专项配套设施是实现绿道网络系统的重要

内容和保障，是满足城市发展和市民需求的重

要基础，因此在基本绿道布局规划的基础上需

要进行相应的专项配套设施规划。绿道网络专

项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慢行

系统和标识系统等。

2.4.1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系统是保障游憩活动正常进行的

基础性物质条件。在城市绿道建设中，基础设施

系统规划应该先行。基础设施系统主要包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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