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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山临水到世外桃源，从乌托邦到花园

城市，从园林城市到生态园林城市，从朴素的

自然直觉到系统的科学理性，古往今来，人类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聚居环境进行了

不懈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先后经历了居住园

林、城市公园、生态城市三大阶段之后，当前正

在步入一个城乡一体、“城—绿联动”、生态为

先的绿化时代。今天，在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

问题的巨大威胁中，环境生态已经成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人居环境

绿化”的生态安全、经济保障、国家稳定作用已

经达到空前的高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

下，作为一个古老而崭新的概念、理论、技术，

绿地生态网络成为“人居环境绿化”的前沿和

引领。

1 概念与演进历程

1.1 概念及产生背景

绿地生态网络指的是除了建设密集区或

用于集约农业、工业或其他人类高频度活动以

外、自然的或植被稳定的以及依照自然规律而

连接的空间，主要以植被带、河流和农地为主，

强调自然的过程和特点[1]。它通过线性廊道将

“点”状、“面”状的各种类型的生态斑块如街头

绿地、城市公园、郊野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农田、苗圃、山地、水系、湿地等纳入其

中，组成一个绿地空间化的网络，形成一个自

然、多样、高效、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完整的

生态系统，起到促进自然与城市的协调互动、

健康发展的作用。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的指导

思想是构建连续性、网络化、全面覆盖各种绿

地空间的生态系统，具体工作是对有生态意义

的斑块和廊道组成的网络从结构体系到组织

肌理进行合理的空间和时间的规划，目标是保

护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维持生物多样性、提

升风景园林景观品质、满足大众户外保健、游

憩娱乐等需求，是风景园林学科从长期的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提炼总结，进

而提出的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途

径。(图1)表明如何通过绿地生态网络的规划

建设将破碎的生态环境恢复为一个连续的整

体。

绿地生态网络概念是伴随着绿地生态空

间规划实践逐步明晰而产生的。近20年，当

这一概念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而

上升为有意识的规划理念之时，绿地生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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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规划理念则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1)第一次

全面系统地把绿地生态空间规划中，结构形态

与功能作用两者通过格局与自然过程(流)联系

起来，结束了长期以来两者游离的状态，是人

类对绿地生态空间规划认识的一次突变；2)使

人类对于自然绿色空间的保护，形成了从点状

保护到线性连接、再到点线面结合为一体的全

面系统化的认识；3)使绿色生态空间规划，走

出了模式化的空间形态布局的局限，还以大自

然原本健康、有机、多样的形态；4)推动促进

了从交通、用地决定城市形态到自然生态空间

作为用地规划骨架的城乡规划导向的转变，是

现代风景园林景观学对人居环境学的重要贡

献。

1.2 演进历程

从最初的欧洲的景观轴线、林荫大道

(1700s-1930s)，到早期欧洲的绿带、美国的公

园路(1930s-1960s)，到美国的绿道及绿道网

络(1960s-1990s)，再到现在的绿地生态网络

概念(1990s-Present)的明确提出，催生绿地

生态网络这一概念的思想历经了2个多世纪的

漫长演变历程。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学者从

各种不同角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过多种

相关概念，主要有：1)强调线性空间形态特征

的有：环境廊道(Environmental Corridor)、遗

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野生生物廊道

(Wildlife Corridor)、生物廊道(Bio-corridor)、

保护廊道(Conservation Corridor)、物种疏散

廊 道 (Dispersal Corridor)、生 态 廊 道

(Eco-corridor)、游 憩 廊 道 (Recreational

Corridor)、风景廊道(Scenic Corridor)、线形

公 园 (Linear Park)、公 园 连 接 道 (Park

Connector)等；2)强调其他空间形态特征的

有：绿心(Green Heart)、绿指(Green Finger)、

绿楔(Green Wedge)等；3)强调生态空间的基

础骨架作用的有：绿色框架(Green Frame/

Structure)、自然框架(Nature Frame)、自然骨

架(Natural Backbone)等；4)从整体系统性出

发 的 有 ：开 放 空 间 系 统 (Open Space

System)、绿 地 系 统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等；5)强调空间网络化的有：栖地网络

(Habitat Network)、绿 道 网 络 (Greenway

Network)；6)强调基础服务功能的有：绿色基

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生态基础设施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以时间为轴线，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梳

理，可以得出：1)从形态结构的演变上来看，总

体表现出从明显的分散、割裂、关注单个元素

走向整体融合、网络发展的趋势，同时可见，除

去强调整体系统性和基础服务功能的概念，其

余众多概念无一不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形态

意象特征，因此，结构形态与功能作用的内在

联系和关联机制的解读，仍是绿地生态空间规

划的核心问题；2)从功能特征的演变上来看，

这些概念从维护水文健康、保护环境资源，到

保护生物栖息地、维护生物迁移，再到游憩休

闲、遗产保护、地区发展等，全面、综合涵盖了

环境的(Environmental)、生态的(Ecological)、

人文的(Cultural)各个方面因素，发展到绿地生

态空间规划所承载功能作用最为复杂而综合

的今天，集中体现出了对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深

刻解析与整体关照；3)从空间尺度的演变上来

看，从产生发展至今，绿地生态网络的尺度和

层次，呈现出从微观的具体设计尺度到宏观的

战略规划尺度，从地方、区域到国家，甚至超越

国土的尺度演变。

2 相关研究与前沿

1990年至今，经过近20年的研究与实践

发展，绿地生态网络概念已被世界各地广泛接

受和认同。然而，尽管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理念

被广泛用于世界各地不同层面的规划实践中，

围绕绿地生态网络功能机制与形态结构这一

核心理论的系统化研究与大规模可操作性工

程实践仍然不尽如人意。

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杰克·艾亨(Jack

Ahern)曾对绿地生态网络提出如下思考[2]：1)

绿地生态网络的优势是否来自于其内在的资

源配置方式？2)既定的目标功能如何影响绿

地生态网络的布局和形态？3)是否有足够的

规划知识和信息来提高网络连接？4)对于复

合型多功能的绿地生态网络，何种功能应当优

图1 绿地生态网络的构建将破碎的生境斑块连缀为一个完整系统(Rog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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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实现？5)多种功能在空间上相互兼容还是

冲突？6)绿地生态网络空间布局是有意为之

还是全凭巧合？他在第46届风景园林师联合

会(IFLA)世界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适应性理

论，认为适应性是可持续景观和绿色基础设施

的重要研究方向，同时也是景观规划和设计学

科的基础之一[3]。欧洲学者罗伯·乔曼(Rob H.

G. Jongman)认为，绿地生态网络是一系列的

自然保护地及其连接体构成的系统，目的在于

将破碎的自然连接成为整体，并以此为生物多

样性提供支持，绿地生态网络由核心区、缓冲

区、生态廊道、屏障组成，包含了生态和人文的

因素，应当优先考虑自然和文化相互之间的作

用关系[4-5]。保尔·奥普丹(Paul Opdam)认为

绿地生态网络是一系列通过生物流的运动联系

起来的斑块体系，与背景环境存在密切的互动

作用，并从绿地生态网络的生物保护功能出发，

研究如何能使物种的空间过程与景观格局相联

系，以及如何依据这一思想指导规划设计[6-7]。

经过2007—2008年一年多的论证申报，

由国家科技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资助，2008

年年底启动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城

镇绿地生态构建和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这是中国风景园林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的科研资助项目。项目

动用了全国近30家权威领先性的高校、设计

院所，百位以上高级职称人员。其中的课题2：

城镇绿地空间结构与生态功能优化关键技术

研究，其研究的核心就是绿地生态网络建设的

关键技术难点。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国情，展

开系统化的研究与示范，正是该课题研究的重

点。以此项目、课题为标志，表明中国在该领

域的研究已全面启动展开。

3 规划与实践

3.1 国际规划与实践概述

北美的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实践主要关注

于乡野土地、未开垦土地、开放空间、自然保护

区、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国家公园的绿地生态网

络建设，其中许多是以游憩和风景观赏为主要

目的[8]。美国的绿地生态网络建设已经进入注

重综合功能发挥、建设综合性绿地生态网络的

阶段。时至今日，这一规划思想已在美国广为

传播，已有一半以上的州进行了不同尺度的绿

地生态网络规划和建设实施，其中新英格兰地

区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和马里兰州绿色基础设

施网络规划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指导意

义(图2)。

欧洲的规划实践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如何在高强度开发的土地上减轻人为干扰和

破坏、进行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保护，尤其是

在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野生生物栖息地的保护

以及河流的生态环境恢复上。欧洲绿地生态

网络构建的目标主要为生物栖息、生态平衡和

流域保护[4]，当前正在实施中的区域、国家尺度

的绿地生态网络几乎全部基于景观生态学原

则。与北美的实践相比，欧洲较少考虑到绿地

生态网络的历史及文化资源保护功能[9]。

亚洲的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建设总体尚处

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实践仍然处于建立廊道连

接的初期。但是随着绿地生态网络规划思想

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和规划实践的开展，绿地生

态网络理念在亚洲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

接受。已有一些实践开始尝试建立多目标多

尺度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体系，其中，新加坡

和日本在地方和场所尺度的规划实践方面较

有成效(图3)。

而全球其他地区，大洋洲、非洲、南美洲的

相关规划相对较少，规划实践的数量也十分有

限[10]。

3.2 国内规划与实践案例

多尺度功能复合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规划

在中国虽然是一个较新的理念，但有关绿地线

性空间的规划建设思想却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

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沿河流、

交通廊道的绿带以及农田防护林带理念[11]。近

年来，有关绿道、廊道等线性绿地生态空间的

相关规划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综合意

义上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研究与实践还

不多见，其中詹志勇等应用景观生态学原则规

划了由绿楔、生态廊道组成的南京绿地系统，

为未来的城市扩张、绿地建设、游憩开发、野生

生物栖息和其他环境用途提供未来发展的弹

性空间[12]。李锋等也从区域—城市—社区尺

度上应用生态学原则对北京市的城市绿化进

行了规划[13]。王海珍等应用网络分析法为厦

门岛规划了多个绿地生态网络方案，并通过廊

道结构和网络结构分析对其进行评价[14]。自

1992年“上海市2050绿地系统规划”“浦东新

区绿地系统规划”等研究项目开始，同济大学

景观学系刘滨谊课题组先后承担过福建厦门

市、江苏常州市、无锡市、新疆阿克苏市、上海

市等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在近20年的不断

图2-1 美国重要国家级绿道与绿地(J.G.Fabos, 2004)

图2-2 马里兰州绿色基础设施网络(T.Weber, 2005)

图2-3 新英格兰地区州级层次绿道规划(J.G.Fabo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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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国情的绿地生态网络规

划理念已逐渐形成。其中，以2005年承担的

“新一轮2050上海绿化系统规划可行性研究”

课题为代表，将上海市绿地生态网络规划构建

作为研究的核心，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主要包

括：1)选取长江三角洲—上海市域—中心城区

—社区4个尺度进行网络构建；2)辨别对上海

市生态空间具有重要意义的绿地斑块和廊道

作为规划框；3)构建以绿地斑块、生态廊道和

网络结构为空间构成单元的整体化网络；4)结

合上海独特的地方特征，纳入湿地、郊野公园、

游憩系统等，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绿地生态网

络；5)分析和总结上海市绿地生态网络的空间

模式，提出适合上海市实际情况，同时具有较

高使用和建设效益的环网结构(图4)①。

4 中国绿地生态网络研究的前沿问题

中国绿地生态网络研究的前沿问题发源

于中国绿化特有的国情：1)现有基础薄弱，新

中国成立60年来的绿化建设重点是在城市，

尤以建城区和市区为主，大市域范围的绿化建

设实施较少，并且这些绿化多以城市公园等点

状、面状的绿地建设为主，以绿道为主的线性

带状绿地建设薄弱，绿地网络建设缺乏，其生

态考虑更是薄弱；2)仍有大量空间区域有待城

镇化，并且这种发展速度极快。这一特点为中

国绿地生态网建设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发展

空间，那些正待城镇化的乡村地带为合理超前

的绿地生态网建设提供了广阔天地；3)人多地

少，由此引发的最为突出的绿化国情是城乡其

他用地与绿化用地相争，体现出领导决策者的

绿化价值观念不足；4)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

区，各个地区的城乡发展水平、需求与建设投

资力度差异较大；5)从南到北，地域气候变化

差异极大，地理地貌类型也不尽相同。

因此，针对国情，中国的绿地生态网络规

划的研究与实践应从以下3大方面展开：

1)寻求未来百年的空间结构及其优化。

针对快速城镇化的国情，如何编制具有超

前眼光、百年以上的绿地生态网络的规划，是

首要研究的问题。以大自然的地理地貌为背

景，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建设在空间上必须是区

域、市域、地方多层面、大尺度的，在时间跨度

上则是10年、百年以上。国际上百年前规划

的，而今天仍发挥作用的此类规划建设表明：

今天的决策，将左右百年后的成败。

良好和合理的结构有助于提升绿地生态

网络的效率。绿地生态网络的规划和实施不

是将保护重心从保护地斑块转移到生态廊道，

而是将保护地斑块和生态廊道连接起来，形成

一个空间完整、结构良好的系统。同时，绿地

生态网络结构的优化完善与诸多功能的实现

都有赖于连接性的提高，这种线性绿地空间以

较高的土地利用效率，赋予城市中绿地的最理

想用途，这也正是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的突出特

征。

多空间尺度的衔接和多时间尺度衔接是

绿地生态网络结构无法回避的定量化问题。

现代技术手段为生态网络的多实践空间尺度

规划提供了可能。国际—国家—区域—社区

已成为国外绿地生态网络规划中经常用到的

空间尺度；千年、百年、半个世纪、10年、5年是

其时间尺度。针对中国发展的时空，合理把握

规划的时空尺度成为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和实

施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规划中应当选定某一

具有可操作性的层次作为规划研究的对象，并

同时考察这一层次之上和之下的系统，协调好

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尤其是涉及不同的行政级

别和行政区域时。

2)寻找城乡其他用地与绿地的互动方式

途径。

针对人多地少的特点，寻求城乡规划其他

用地与绿地生态网络用地的互动，使之相辅相

成、互助互赢，变“争夺”为“融合”。为此，需要

改变传统的就绿地论绿地的规划模式。传统

绿地建设往往将绿地与其他城乡用地并置而

孤立于城市之中，结果必然是不断被蚕食而日

渐消亡。根据网络渗透互相作用原理，更为有

效的绿地布局应当是绿地与其他用地相互耦

合，达到互为图底，相互依存，难以取舍。这种

“耦合”是城乡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建设的重要

图3-1 新加坡公园连接道概念规划(Kiat W. Tan, 2006)

图3-2 日本筑波科学城绿道系统规划(M.Yokohari et al.，2006)

图4 各尺度上海市绿地生态网络构建设想图与网络模式图(刘滨谊，王鹏，2005—2007)

① 上海市绿地生态网络规划构建研究(上海市城乡一体化绿化系统规划研究子课题，上海绿化管理局2005年科学技术项目).上海：同济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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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

绿地生态网络与城乡其他用地的耦合使

其功能得到大大扩展，涉及城乡环境、产业、文

化、卫生、健康、教育、风貌、艺术等诸多方面，

其功能的不断拓展和互动发展使其作用日益

扩大，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扩展作用是借助

于广泛的公众参与，大大拓展公众对于绿地生

态网络的认知，进而提高全民的环境绿化意

识。当各行各业都关注绿地生态网络之时，也

就是绿地生态网络深入各类城乡用地环境之

日。

绿地生态网络与城乡其他用地的耦合中，

绿地的变化相对稳定，而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

则随时而变，不断发展。因此，与欧美发达国

家相对稳定的开发建设相比，绿地生态网络如

何“跟随”变化、“应对”变化，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个难题。

3)争取多学科支撑，采用多学科规划途

径。

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建设已超越风景园林

学科，与城乡规划、环境、经济、社会等许多学

科行业有关，需要多学科的支持合作。绿地生

态网络提供了多种环境改善、生态恢复、游憩

利用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功能。各个功能的

实现有赖于各功能深层次作用机制的清晰化，

因此对各种功能实现的途径同时也是多规划

途径的运用，需要研究多学科规划途径的应

用，以便进行更加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实

践，为规划的科学合理提供保障。

绿地生态网络规划途径，就其自身而言，

对应其内部各功能实现的机制包含生境重建、

生态恢复、人文繁荣3条主要内部途径。生境

重建主要包括对城市中自然空间的无机环境

过程的保护与恢复。生态恢复主要包括对生

态系统、物种及种群的恢复或保护之间的关系

与过程恢复。人文繁荣主要包括对历史文化

资源、游憩资源、城市景观的保护与利用。就

其与外部衔接而论，对应其外部各功能联系的

实现机制包含网络功能协调、空间协调、改变

时序协调3条主要外部途径。为了制定科学、

合理的规划方案和策略，绿地生态网络规划对

此内外途径的考量应当是综合而全面的。

5 结 语

功能、结构、尺度、动态性、多样化、多途径

是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研究的关键词。基于不

同的自然保护历史沿革、不同的规划和科学传

统、不同的地理特征和行政建制、不同的土地

用途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绿地生态网络具有

不同的规划和实施形式。中国的绿地生态网

络规划除了应当借鉴国外较成功的绿地生态

网络规划和实施管理模式，更应当结合自身的

国情，以百年以上的长远目标，建立适合中国

实际情况的绿地生态网络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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