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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的应用

赵Ǔ蕊
西安明宫商贸有限公司Ǔ陕西Ǔ西安Ǔ710016

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绿色基础设施理念作为一种创新的规划

策略，正逐渐成为城市园林景观规划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本文旨在探讨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的

应用，分析其带来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并提出相应的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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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高速化建设时代，城市园林景观是展示城市

形象、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有效要素。绿色基础设施理

念是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与恢复，加强城市生态

承载能力及适应能力，为居民创建更加宜居与持续化的

发展空间。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融入绿色基础设施理

念，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绿色基础设施理念概述

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是指相
互联系的开敞空间和自然区域，包括各种公园、森林、

湿地等，能够提供净化空气和水、调节气候、减少洪涝

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连接的绿色空间网络。绿色基础

设施重视生态优先、多功能和可持续，旨在通过具有弹

性、有共生特征的、维护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城市绿

色基础设施构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的应用

2.1  公园与绿地系统
公园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公园的功

能、价值不仅是休闲、游憩休闲场所，大型的城市公

园，如中央公园、城市绿洲等还可以调节城市微气候，

植物覆盖广，绿地面积大的公园可以吸收城市热岛集聚

大量的热而形成的热面，起到消热减温的作用，并可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微气候，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场

地，也可以降低城市热岛强度。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

“肺”，公园植被及地表覆盖有助于美化环境，并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具有净化空气污染、吸收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等功能，还能吸收烟雾降低火灾危险性，缓解大

气污染，改善人类呼吸环境。同时，公园还可以成为雨

水的滞留、渗透区域。通过公园内合理设计地形、植被

及土壤，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存储雨水，能够减少地表的

雨水冲刷，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减少洪涝的发

生。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部分之

一，绿地系统规划不仅仅是城市中的绿地，而是一个城

市能否成为园林城市的生态判断，是否能够形成点线面

结合的绿地生态环境系统，一个好的绿地系统规划能够

让在城市中散步的人们步有景、坐有荫[1]。例如伦敦的

“绿色走廊”规划，它把城镇中绿地互相连接起来，建

成一个完善的城镇绿地系统，既方便了市民休闲活动，

也改善了城镇生态环境。

2.2  湿地与水体保护
湿地是自然界的宝贵财富，具有强大的水质净化功

能，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保护和恢复湿地，具有一定

的生态环保意义，其过滤和分解污染物，改变水体质

量，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洁水源，而湿地又是许多珍

稀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家园，湿地的保护，有利于保

持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因此，在城市园

林景观规划中要充分考虑湿地的保护和利用，可以建设

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区的形式，使湿地纳入城市绿地系

统，为居民提供观赏和教育，还可以对受损的湿地生态

系统进行生态修复，提高水质净化能力，增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功能。

2.3  森林与生态廊道
森林是地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森林对生态平衡及

生态服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城市园林景观规划

来讲，将森林纳入规划范围，或是在城市周边等地建

设人工森林，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森林可以

吞吐大量的二氧化碳，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为城市居

民呼吸到清新空气。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有着众多的动

植物，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栖息地。

当然，森林本身具有的价值同样是重要的，生态廊道建

设同样是城市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廊道

是连接不同生态区域的绿色通道，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同

生态区域的物种迁徙和基因传递，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可以建设生态廊道，将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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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地、公园、湿地等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绿色

整体，使得各个不同区域可以有效地促进生物的交流和

繁衍，提升整个区域的生态稳定性，为城市居民提供一

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2.4  绿道与慢行系统
绿道是指线性的绿色开敞空间，而城市园林景观规

划中的绿道代表着一系列城市绿色价值，为将城市各片

散落的绿色空间：公园、绿地、湿地、森林等串联起

来，形成完整的绿色网络空间，是一个可步行、可自行

车骑行或两者的绿道系统。绿道的出现，为城市人们提

供了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场所，人们也可经绿道漫步

其中，感受自然的秀美，宁静各城市的喧嚣，倾释人们

在城市生活工作所带来的压力。绿道在促使进行生态系

统的物种交流和能量流动的功能。绿道的建设将不同生

态系统的物种迁移、交流活动更为便利，对于维系生态

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产生积极的作用[2]。另外，绿道也有利

于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促使人们在城市的慢行出行，坚

持步行或骑行，有利于降低能源与尾气的排放，缓解城

市交通堵塞的现状。

3��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应用的

综合效益

3.1  生态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的应用对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具

有重要作用。绿色基础设施通过保护和恢复湿地、森

林、公园等自然生态系统有效净化城市空气和水体，湿

地被称作自然界的“净水器”，经过湿地的过滤和分解

作用，大大提高了水体质量；森林和公园内大量的植被

能够吸收有害物质，释放氧气，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新空

气。绿色基础设施能够对调节城市气候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由于城市的通风效果差，绿色基础设施吸收热量，

降低环境温度，形成局部凉爽区，有效缓解了城市热岛

效应，同时绿色基础设施能够增加城市的湿度，改善城

市微气候环境，使城市居民在城市环境中更加舒适。绿

色基础设施能够减少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通过合理设

计城市绿地、湿地，能够有效吸收和存储地面积水，缓

解城市排水压力。下雨或暴雨时，城市中的公园、绿

地、湿地能起到蓄洪和滞洪的作用，防止城市发生内

涝。绿色基础设施对保护和增强城市生物多样性具有重

要意义。城市公园、绿地、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为各种

动植物提供栖息地，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丰富城市的

自然景观，给城市居民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机会。

3.2  社会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休闲观赏空

间，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公园绿地、湿地等绿色空间

成为人们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重要场所，在这样

的场所人们可以散步、跑步、骑行、野餐，享受大自然

的馈赠，缓解城市生活的焦虑。绿色基础设施也提升了

城市的形象和品质，一个富有绿色空间的城市给人留下

宜居、宜业、宜游的印象，这种城市形象的提升不仅增

强了城市的向心力和居民的幸福感，还引进了人才和技

术，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3]。绿色基础

设施还有利于提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面向社区

的公众教育如植树造林、湿地保护、垃圾分类等以及面

向公众的植树造林、湿地保护、垃圾分类等树上活动可

以促进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促进居民对城市生态环

境保护的主动参与，促进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良

好氛围。

3.3  经济效益
虽然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一定的资金支

持，但收益也不容小觑。首先，绿色基础设施能为城市

带来土地价值的提升。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绿色空

间可以吸引大量投资与人才，提升土地价值。土地价值

的提升可以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上，也可以体现在

城市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上。其次，绿色基础设施能降

低城市的管理成本。合理规划建设的城市绿地与湿地可

以为城市排水系统分担部分压力，从而降低排水系统的

维护成本。同时，绿色空间可以降低城市的能源消耗，

例如减少空调的使用、降低建筑能耗等，降低城市的能

源消耗从而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绿建筑的可持续性建

设能为城市的生态环境提供保护。绿色发展与维护公共

绿色空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选择。人们绿色生活

方式的日趋成熟使得环保产品、节能环保低碳建筑的发

展潜力巨大，在促进清洁能源产生成本明显降低的情况

下，其销售成本和利润渐渐向普通产品看齐。再者，绿

色基础设施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环境保

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绿色生活方式的兴起，旅游产

业、环保产业等相关产业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发展高潮。

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能为这些产业提供广阔的市

场空间，有助于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并且这些绿色产

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城市的经济，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

就业和发展机会。

4��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1  资金投入不足
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其中包括土地的购置、植被的种植、设施的维护等费

用。政府应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一方面，设置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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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用于扶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等工作。基金

筹集方式采取政府拨款、社会捐赠、企业赞助等灵活方

式。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绿色基础

设施项目，通过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投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形成多元

化投资格局。政府也可尝试创新投融资模式[4]，如发行绿

色债券，将筹集资金全部用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也可采取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联合有实力
的企业共同投资、建设、运营绿色基础设施项目，风险

与利益共担。

4.2  政策和法规不完善
政策及法规的完善是绿色基础设施推行和实施的重

要保障。现阶段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有效推行缺乏相应的

政策和法规，在一定区域存在政策、法规的空白和漏

洞，使得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在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存在

法律法规上的障碍，甚至出现社会矛盾和纠纷。为了更

好的提供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支持，政府应加大有关法律

法规的制定完善力度。一是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基本定

义、范围及标准进行明确，为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实

施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二是有关绿色基础设施的开发

建设与运行管理制定相应的规范，对绿色基础设施的项

目开发与管理进行严格的把关，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

地进行。政府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比如税收减

免、土地优惠等，鼓励和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加

强宣传和宣传绿色基础设施的政策，通过“讲座”、

“培训班”等形式提高全社会对绿色基础设施政策的认

识和了解。建立绿色基础设施政策咨询与服务机制，为

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相关方提供绿色基础设施政策咨询及

法律援助服务，确保绿色基础设施项目顺利进行。

4.3  部门协调问题
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的协

作、配合，但常常由于部门职责不明、部门分工不清等

原因而出现协调不畅、互相配合不力等问题，严重影

响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政府部门应建立

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跨部门协作机制，一方面，明确各相

关部门在绿色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职责分工，保证各部门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部门之间的

沟通和配合，建立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度，及时交

流项目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同时还

可以建立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协调小组或办公室制度，由

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协调小组或办公

室，保证较高的权威性与协调性，并对项目进行统筹、

协调，以保证项目顺利开展、高质量完成。

结语

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应用在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中具有

重要作用，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用此类理念改善

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调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未来城市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应重视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使其在生态、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起到综合效益发

挥。与此同时应加强研究与教育工作，探究绿色基础设

施的最佳实践模式和技术方法，为促进我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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