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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Urban and Rural Park System of Shangha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ity Construction

李  艳   LI Yan

在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总体目标下，生态空间将作为重要要素参与全球竞争，生态环境和宜居品质是重要的一环。公

园是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目前，上海在公园建设方面仍

然与全球城市存在差距。通过对公园体系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全球城市公园建设发展趋势的研究，从体系建设的角度提

出相关思考和建议，重点在体系构建上统筹城乡用地、在空间布局上强化网络连接、在功能引导上注重特色塑造、在建设

策略上关注公园活力、在实施保障上探索政策创新。

Under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an excellent global city in Shanghai, ecological space will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ivable quality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The pa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space.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eeting the growing ecolog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global cities in terms of park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levant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concentrate on coordinating the urban and rural land by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ng of the internet by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improving the function and feature in system 

constructing, focusing park vitality in constructing strategy, and exploring policy innovation in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to construct 

the urban and rural park system with global city quality and Shanghai feature.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提出建设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1]。在上海建设全球城

市的总体目标下，生态空间将作为重要要素

参与全球竞争，生态环境和宜居品质是重要

的一环。而公园是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科教健身、文化艺

术、防灾避灾等多种功能的城市公共开放空

全球城市发展背景下上海市城乡公园体系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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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方

面承担着重要作用。目前，上海在公园建设方

面与全球城市仍然存在差距，本文通过对公

园体系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全球城市公园建设

发展趋势分析，为上海建设公园体系提供经

验借鉴和发展建议。

1　公园概念的演进

1.1　从园林到公园

世界造园已有6 000多年的历史，而真

正意义上的公园产生不过是近一两百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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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公园的公共开放属性伴随着其诞生和发

展，早期的一部分公园是将原本为少数贵族

所有的私园、宫苑、猎苑等逐步开放，成为面

向市民的公园[2]。现代城市公园产生的主要动

因是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膨胀、交通

拥堵、卫生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只有少数贵族可以享受的园林到对

市民公共开放的公园，其社会意义更大于其

景观意义，也是呼吁社会公平的思潮在城市

空间的投影。波士顿公园系统和纽约中央公

园的设计者，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理想是“贫困的人们能够变得

高尚而优雅，不同等级和阶层的人能够和平

共处”，而公园则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场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公园作为公共开放空

间的特征也逐渐被固化并进一步强化。公共

开放空间的属性也使得公园在与其他开放空

间、公共服务设施组合设置的时候能有极强

的兼容性，达到最好的空间活力效果。

1.2　从公园到公园系统

公园的产生极大改善了城市环境，满足

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渴望。随着城市化进程，人

们认识到单个公园对城市环境的作用是有限

的，开始重视公园系统建设。最早提出公园

系统建设的是美国，美国的公园系统（Park 

System）指公园（包括公园以外的开放绿

地）和公园路（Parkway）所组成的系统。

通过将公园与公园路的系统连接，达到保护

城市生态系统，引导城市开发向良性发展，增

强城市舒适性的目的[3-4]。

公园系统的代表是著名的波士顿“翡

翠 项 链 ” 公 园 系 统（Boston Emerald 

Necklace），这是一个以自然水体保护为核心，

将河边湿地、综合公园、植物园、公共绿地公

园路等各种功能绿地连成一体的公园系统[5]

（图1）。100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一个

健康运作的城市公园系统，同时还是野生

动物的天堂。

1.3　从城市公园到郊野公园

早期的公园建设更关注城市化地区，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人们开始将

视野扩展到郊野地区。最早的实践是英国的

“郊野公园”建设，为了控制建成区的扩张和

引导城市健康发展，英国首先提出在城市外

围的绿色地带引入一定的基础服务设施和游

憩活动，建设“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实质起着连接城市和乡村的过

渡作用，更强调自然属性，注重对原有地形、

植物、水系等地貌特征的保留，以生态保育、

自然保护、休闲游憩、健身康体为主导功能，

使公园的概念和内涵得到拓展，是对城市公

园的重要补充，也体现了公园发展全域化的

趋势。

香港郊野公园建设为目前处于快速城镇

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市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

的样本。借助郊野公园建设，香港在人多地少

的客观情况下，保护了全港3/4的生态空间，

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还为市民提供了丰

富的游憩休闲空间 [6-8]（图2）。

 从公园内涵和发展的演变历史可以看

出，公园产生和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是希望从自然的角度解决城市问题，其本质

是提供一个开放包容、不分阶层、享受安静和

休憩的机会，一个聚集和释放社会能量的公

共空间，其生态性、开放性、体系性、全域性在

发展中得以强化。

2　全球城市的公园建设新趋势

从对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最新发

布的战略规划来看，公园体系建设主要体现

在网络完善、服务覆盖和品质提升3方面，关

注公园的连接性、可达性、特色性等特征。

2.1　网络完善

全球城市十分关注公园体系的构建，并

不断完善其内涵，具体体现在从覆盖城乡的

前提下提升公园的网络空间连接。

2.1.1　强化公园的公共空间属性

对公园的界定基于开放空间的类型建立

图1　波士顿“翡翠项链”公园系统布局图
资料来源：https://www.emeraldnecklace.org/。

图2　香港特区法定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划定范围图
资料来源：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网站www.afc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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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的分级分类标准，而不局限于建设

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城与乡的差别。

以伦敦和东京为例，伦敦提出的七级公

共开放空间体系既包含体现郊野特征的区域

性公园，也对城市内各个级别的公园和小型

开放空间的建设标准及服务半径进行了界定

（表1）。东京的公园分类中既有面向城市居民

的综合公园、运动公园，也有为住区居民提供

日常服务的街区公园、近邻公园和地区公园，

也包括以满足大城市和都市圈内的休闲需要

为目的的广域公园[9]。

2.1.2　提升公园的网络空间连接

强调将绿色基础设施连接成网，体现绿色

开放空间的连接性。

以伦敦和东京为例，伦敦在《大伦敦规划》

中提出将绿色基础设施要素纳入更广阔的生态

空间网络，并鼓励与蓝丝带网络、行道树系统等

其他绿色系统相连接[10]。东京在《2020的东京》

中提出建设水域空间和绿色长廊环绕的魅力城

市，将城铁沿线且跨东京荒川和多摩川的直径

为30 km的绿色地带连接起来，形成由公园、绿

地、河流组成的绿荫网络[11]（图3）。

2.2　 服务覆盖

全球城市普遍关注绿色空间供给的公平

性，不仅对公园绿地提出了全覆盖的要求，也

强调绿色网络的可达性。

2.2.1　强调基层公园的均好性

通过严格而完整的公园分级体系，确保

市民能以适宜的距离到达不同等级的公园，

特别对于与市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基层公

园布局强调均好性。

以东京为例，日本在《都市公园法》中

明确规定了住区基干公园和都市基干公园的

服务半径、标准面积、服务人口等（图4）。东

京在土地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利用各种

城市缝隙建起各层级的公园（图5），其中，2 

hm2以下的街区公园和近邻公园个数占比超

80%，数量多、分布均匀、服务效率高，保障了

市民日常的休闲游憩和健身的需求。 

2.2.2　关注绿色网络的可达性

对公园或绿色网络的覆盖水平和可达性

提出了具体量化的评估标准。

以首尔和纽约为例，首尔在2030规划

中提出公园服务全覆盖的总体目标[12]，纽约

在《纽约2030》中提出99%的人步行0.5

英里（800 m）可达公园绿地[13] （图6），均

体现了全球城市对公园服务全覆盖的要求。

悉尼2030规划中提出居民出门3 min可到

达通往公园的绿道，更强调绿色网络体系的

可达性 [14]（图7）。

 

2.3　品质提升

全球城市关注公园品质和特色，均有一

批有代表性的旗舰公园作为城市地标。

2.3.1　打造具有特色的旗舰公园

在实现基本覆盖的基础上，全球城市都

十分看重具有特色的公园空间，伦敦、纽约在

规划上都非常强调旗舰公园的建设，关注公

园特色与设计，突出公园作为休闲目的地的

功能。

以纽约为例，纽约在2030规划中提出建

设和提升一批有特色的旗舰公园，高线公园

就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公园之一。以芝

加哥为例，芝加哥千禧公园与美术馆、自然博

物馆等文化设施结合设置，并在公园中融入

露天音乐厅、特色雕塑等具有特色的文化要

素，成为展示芝加哥城市艺术文化的公共客

厅和最受欢迎的地标和景点之一。

2.3.2　鼓励公园空间的功能复合

鼓励公园与其他功能的有机复合，打造

具有活力的休闲空间。

日本的公园与体育功能结合度很高，在

公园分类中，体育公园与综合公园同为都市

基干公园，服务整个市区。同时，日本的公园

图4　日本都市公园配置标准示意图
资料来源：东京公园绿地规划修订《都市計画公園·緑地の整備方針の改定》。

图3　东京水绿环绕的绿色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2020年的东京《2020 年の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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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防灾功能紧密联系，大量小公园和安全

地带通过街道相互连结，构成了防灾型的公

园系统（图8）。

 

3　上海现状水平与差距分析

3.1　总量有差距

根据《 上 海 市 绿 化 市 容 统 计 年 鉴

（2016）》，至2016年底，上海市绿地面积

1 316.81 km2 ，其中公园绿地面积189.57 

km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7.6 m2/人，城市公园

217个，面积26.55 km2。公园绿地的面积构

成中，公园与绿地的比例约为1 ︰ 6，公园面

积远小于绿地。

与其他全球城市对比，上海的公园个数、

面积都有较大差距。以东京为例，2013年东

京都有2 041座公园，总面积39.88 km2，绿地

面积10.65 km2，公园与绿地的面积比例约为

4 ︰ 1，构成了各级公园为主、绿地为辅的的

公园体系。

3.2　布局不均衡

从公园绿地区县分布来看，因为外环绿

带已基本建成，近郊区好于中心城和远郊区

（图9）。从公园绿地人均指标来看，中心城区

人均水平远低于全市人均水平，总体绿化水

平有待提升（图10）。从公园绿地覆盖水平来

看，可达性基本满足，但仍有部分空间尚未实

图5　东京都重点公园、绿地规划布局图
资料来源：东京公园绿地规划修订《都市計画公園·緑地の整備方針の改定》。

图6　纽约中心城绿化服务覆盖示意图
资料来源：纽约2030规划《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

公共开放空间分类 特征 标准面积
（hm2）

与住房间的距离
（m）

区域性公园（Regional park）
大面积、网络式的开放空间，市民可到达大部分区域，公园内有各种
设施，提供娱乐、生态、景观、文化和绿色基础设施，具有伦敦特
点。公园周围有便利的公共交通

400 3 200—8 000

城市公园（Metropolitan parks） 大面积的开放空间，提供类似地区性公园的便民服务，及亚区级别
（Sub-regional level）的设施，交通便利 60 3 200

地区性公园（District parks） 大面积的开放空间，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景观，提供多种活动空间，
包括户外运动、运动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娱乐场所 20 1 200

地方公园和开放空间
（Local parks and open spaces）

进行球场游戏，儿童玩耍，让市民有机会可以坐在户外（sitting out 
area），拥有自然保护地区 2 400

小型开放空间（Small open spaces） 花园、坐在户外的区域、儿童玩耍空间、自然保护区 <2 <400

口袋公园（Pocket parks） 小面积的开放空间，提供自然的表面和有遮荫的地区，方便玩耍和娱
乐，有时有座椅和游乐设施 <0.4 <400

线型开放空间（Linear open spaces）
开放空间和泰晤士河、运河及其他水道沿岸的步行道；小路、废弃的
铁路；自然保护地区；其他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路线。通常没有便利
的交通，但通常在吸引人的地区，可以提供空间上的享受

无面积规定 可行的任何地方

表1  伦敦公共开放空间分类一览表[11]

资料来源：大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



生态规划/城乡公园 | 29 

现服务覆盖（图11），全市平均覆盖水平约

70%，新市镇和农村地区有待提升。

从公园使用来看，中心城区的游人密度

远高于全市平均密度，市民休闲游憩需求旺

盛，但空间趋于饱和，公园超负荷服务。

3.3　系统性不强

现状公园以散点状布局为主，公园绿地

斑块之间缺乏连接性的绿色廊道，线性绿色

空间尚不成体系。现状林荫道和绿道主要基

于现状绿化和道路条件，缺乏系统上的布局

考虑（图12）。

3.4　品质待提升

城市公园的总量增长与游客总量增长不

匹配，体现出公园吸引力不足（图13）。市民

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绿地景观和简单的游憩设

施，特色化的需求更加突出，体育与文化主题

公园、郊野公园等新型公园形式受到了市民的

广泛认可。

如闵行体育公园将运动休闲设施与公园

绿地结合设置，公园成为自然休闲、体育活动

和生态健身的综合性场所。静安雕塑公园是

公园与文化功能有机融合的范例，公园绿地

与自然博物馆结合设置，并在公园设计中融

入特色雕塑，定期举办艺术展览、园艺讲堂等

文化活动，已成为上海具有影响力的旅游目

图7　悉尼宜居绿色网络示意图（悉尼2030）
资料来源：悉尼2030规划《Sustainable Sydney 2030: The 

Vision》。

图8　东京防灾公园布局图
资料来源：东京公园绿地规划修订《都市計画公園·緑地の整備方針の改定》。

图9　上海现状公园绿地分布图（2016年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上海各区现状人均公园绿地水平（2016年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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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和地标之一。

4　建设与实施思考

全球城市树立了公园建设的标杆，对于

目标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上海，未来开展城

乡公园体系建设，不仅需要体现公园系统、

郊野公园、开放空间等概念的演进，具备体

系性、全域性、开放性，同时也要符合新时期

全球城市的发展特征，关注网络完善、服务覆

盖、品质提升等方面，在规划以及建设实施上

关注以下几方面。

4.1　体系构建上， 打破城乡二元

上海的郊区有大量的水、田、林生态空

间，生态环境明显优于城市化地区。但郊区的

生态空间无法取代公园所能承担的日常休闲

功能。通过对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覆盖

分析可知，上海当前公园建设缺口最大的是

在新市镇和乡村地区。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乡

村地区的休闲需求也需要得到重视和满足。

4.1.1　探索城乡公园地类突破

为更好地开展城乡公园建设，应在地类

上有所突破，公园建设不应局限于建设用地

中，建议将公园作为生态空间进行管控，区分

公园中的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进行用途

分区管理。对于城市化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公

园进行差别化引导，城市公园的建设用地比

重可较大，功能更加复合；乡村公园则以农用

地为主，突出与乡村功能的结合。

4.1.2　破解乡村公园建设标准

从2016年开始，上海已经开展了第一批

郊野公园的建设，跨出了公园覆盖城乡的第

一步，但对于乡村地区公园的建设研究尚不

足，尤其是地区级、社区级公园的标准尚不清

晰。乡村地区的公园建设从建设规模、建设方

式、建设成本、用地类型等方面看，与城市化

图12　上海中心城现状林荫道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上海历年游人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上海现状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覆盖扫
盲分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等级 分级 标准面积
（推荐面积）（hm2） 服务半径（m）

一 国家公园 — —
二 区域公园（郊野公园） ≥400 —

三 城市级公园 ≥10
（50 ） —

四 地区级公园 ≥4
（5 ） 2 000

五 社区级公园 ≥0.3
（1） 500—1 000

六 微型公园（口袋公园） ≥0.04
且＜0.3 ＜500

表2  上海城乡公园体系建设标准

资料来源：《上海市生态空间规划（2017—2035年）（在编）》。

地区的公园都有较大差异。上海未来城乡公

园体系发展的首要任务便在于破解覆盖城乡

的公园建设，在现有基础上，未来应充分研究

乡村地区对于地区公园、社区公园的需求。

4.2　空间布局上， 强化网络联系

相比国外公园体系的发展经验，上海的

公园在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着点状布局、连通

不足的问题。一是从休闲体验角度出发，上海

公园的建设更多体现出点状布局的特征，绿

道网络和林荫道系统尚未完善，无法有效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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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公园之间的活动联系，这样也导致了市民

的休闲活动更多体现为目的地导向以及单一

目的导向，而无法提升“从家到公园”以及

“从公园到公园”的过程体验；二是从生态网

络角度出发，公园之间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

联系，生物迁徙的通道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也间接影响了上海市域尤其是中心城的生物

多样性特征。

未来的上海在建设公园的同时，公园绿

地之间的网络建设也十分重要，要借鉴悉尼、

波士顿等城市的案例，强化公园之间的连接

性，并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公园绿地服务。

4.2.1　强化市域生态走廊建设

在市域范围内的大尺度生态空间布局

中，郊野公园是其中重要的生态节点。因此未

来要构建公园网络，首先应强化市域生态走廊

的建设，通过生态走廊连接以郊野公园为代表

的大面积生态斑块。在此基础上，逐步通过主

城区的大型生态空间渗透到中心城范围内。

4.2.2　强化公园的多维度连接

在大尺度生态空间营造的基础上，应关

注市民的休闲活动需求，强调公园绿地的可

达性、连通性，突出公园绿地的体系化建设，

在形态上通过线性绿地、块状绿地等空间，有

收有放，形成体系。通过滨水开放空间、绿道、

林荫道等相互连接，同时与文化、休闲和运动

功能相结合，创造有趣而富有吸引力的空间。

4.2.3　确保绿色空间的公平性

在公园的布局上，确保所有住区都有足

够的绿色开放空间，让所有市民都有平等的

机会来享受休闲娱乐。未来将通过完善公园

体系，增补社区公园，逐步消除服务盲区，使

居民出门500 m即可到达一个0.3 hm2以上的

社区公园，确保绿色空间的公平性。

4.3　 功能引导上， 注重特色塑造

在体系构建方面，上海现行的公园体系

标准更多关注规模以及服务半径，其实质在

于关注公园的均等化服务问题，而对于公园

的特色化发展考虑较少。未来面向全球城市

的上海，要提升公园的品质，必须关注其功能

特色，不仅要使公园发挥环境提升及休闲游

憩的功能，更要发挥其潜在的文化、生态、旅

游、体育、防灾等方面的功能，提升公园的服

务能级。

未来在城乡公园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应

逐步叠加和完善公园的功能体系，并通过分

类标准的细化支撑公园特色的塑造。

4.3.1　郊野公园生态特色分类细化

郊野公园生态特色的分类细化在于挖掘

生态资源禀赋，突出生态功能，包括森林型、

湿地型、田园型等生态特色。以上海已建成的

郊野公园为例，青西郊野公园偏向于湿地型，

浦江郊野公园偏向于森林型，嘉北郊野公园

偏向于田园型。而这也要求开展公园规划时，

注重本土化特色景观的营造，发挥公园本身

的生态资源特质。

4.3.2　城市综合公园的功能分类细化

城市公园应以人的使用为根本出发点，

基于功能特色方向，形成生态型、文化型、体

育型、科技型等公园类型，强调公园与其他设

施和功能的有机融合。在上海已建成的特色

公园中，静安雕塑公园为典型的文化型公园，

闵行体育公园为体育型公园。功能分类的细

化也要求在公园与其他设施融合时，同步考

虑大型设施布局的要求。

4.3.3　强化公园的安全保障功能

鼓励公园融合安全保障功能，在郊野公

园中应关注公园对防洪安全的保障；在城市

综合公园中应关注公园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

设施配置。同时，在公园建设中，应突出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

4.4　 建设策略上， 关注公园活力

在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下，上海未来在

精细化、品质化的方向上将进一步提升。而在

未来公园建设和改造提升的过程中，也应进

一步关注公园的活力问题，提升公园使用的

效率。在新的公园体系建设中，对公园的使用

活力应纳入首要的考量目标，而在具体措施

上，加强公园的开放性、复合性和特色性，则

是公园活力提升的重要手段。

4.4.1　生态性

在郊野地区关注原生态特征，通过生态

特色的塑造，形成与集中城市化地区所不同

的风貌和吸引点，杜绝城乡的一样化，在此基

础上，融合设计要素，打造不一样的公园游憩

体验。

4.4.2　主题性

在生态空间建设中突出主题特色。一方

面在公园建设中反映各区、镇特有的文化特

色和底蕴，形成如曲水园、方塔园等特色公

园；另一方面，形成符合大众文化导向的主题

公园，通过文化、体育等活动的引入，塑造公

园的独特品牌。

4.4.3　趣味性

引入创意元素，彰显公园的趣味性。以芝

加哥千禧公园的云门为例，它成为市民乐意来

“玩”的场所。同时，要关注老人和小孩这两类

最主要的公园使用人群，形成具有特色的儿童

游乐空间以及无障碍的老人活动空间。

4.4.4　开放性

逐步打开公园围墙，加强开放性。虽然很

多公园已经实现免费，但边界仍然处于封闭

状态，这导致公园的可达性大大降低。未来的

公园要实现真正的开放，必须去除围墙，使公

园绿地融入城市空间。

4.5　实施保障上， 探索政策创新

目前上海城市已进入了“负增长”的阶

段，在上海城市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公园建

设实施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实施成本越来越

高。未来上海的公园体系建设应在顶层设计、

规范标准、实施政策、部门统筹上形成突破，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4.5.1　统一标准

目前上海有《城市绿地分类标准》（GJJ/

T85-2002）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 《上海市

绿化条例》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

则》 《上海市公园分类分级管理标准和考评

办法》等行业标准和管理条例，不但标准之

间存在差异，而且主要适用于城市化地区，对

于郊野地区、乡村地区的公园建设缺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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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要在本轮总规专项规划提出的城乡公

园体系建设标准（表2）基础上，建立城乡统

筹、覆盖全域的技术规范、标准体系和管理规

定，完善公园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保障。

4.5.2　政策创新

建立公园体系建设的联动机制，形成政

策合力。根据公园类型，制订差别化的土地政

策，加大土地政策创新力度。制订激励性财政

政策，扩大资金筹措渠道，统筹使用专项资

金、各级政府配套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

效果。

城市化地区重点完善城市更新建绿的机

制，配套使用容积率转移、捆绑建设等相关激

励手段，以保障公园绿地的建设实施。郊野地

区也可以考虑以土地整治项目的形式推进，

更可申请纳入市级土地整治项目。上海第一

批建设的廊下、浦江等郊野公园就是结合土

地整治项目开展的。在乡村地区，加强农林水

复合用地的政策创新，更好地为郊区居民提

供休闲服务。 

4.5.3　部门统筹

公园体系建设在条线上涉及规划、绿化、

水务、农委、林业等多个职能部门，部门众多，

政出多门导致管理要求也不尽相同，统计口

径、空间界面也往往存在交叉，甚至相互冲突

和矛盾。位于郊野地区的公园可能还存在块

上区镇之间的跨界协调、实施上面临如何建

立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等诉求，因此需要成立

相应协调机构，加强多方统筹，形成合力，达

成“多部门联动、多功能布局、多途径联通”

的机制。

5　结语

公园建设是体现城市品质的关键要素，

纵观各大全球城市，主要从自然和人的角度，

对公园建设提出新要求。公园作为生态空间

的重要要素，可以使融入生态网络的趋势进

一步加强，生态效益得到更好发挥。公园建设

更加强调基层公园的均好性覆盖、绿色网络

的可达性、功能品质的提升等方面，满足市民

使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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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以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

目标的上海需要在体系构建上统筹城乡用

地，在城市公园的基础上将郊野和农村地区

纳入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园体系。在空间

布局上，强化网络连接，及公园的多维度联

接，确保绿色空间的公平性。在功能引导上，

注重特色塑造，加强公园的功能复合。在建设

策略上，关注公园活力，提高公园的开放性、

生态性、主题性和趣味性。在实施保障上，探

索政策创新，建立城乡统筹、覆盖全域的技术

规范、标准体系、管理规定，完善公园体系建

设的法律法规保障。在对标全球城市的基础

上，构建具有全球城市品质和上海特色的城

乡公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