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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背景下公园城市实践路径探索
—公园化转型与网络化建构

□　邹　锦， 颜文涛

[摘　要]针对存量背景下城市难以在现有格局中直接实施公园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问题，文章从存量空间的生态化、公园化
转型入手，通过带动线性空间资源的更新与转型，进而撬动整个区域的公园城市建设。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利用形式、动力
机制和精神内涵方面提出存量空间公园化转型优化的策略，并利用网络构建方法将转型的存量空间进行联系与组织，整合与
构建公园城市空间结构，探索存量背景下公园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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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ark City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Context of Built-up Area Redevelopment: Park Transition and 
Networking/Zou Jin, Yan Wenta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uilt-up area redevelopment, cities ar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park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existing layout. To promot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built up areas, linear spaces shall be utilized to vitalize park city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area.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strategies of park development of built up areas in spatial utilization, driving force,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Transformed built up areas are connected by networking to establish a spatial structure for park c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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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复合系统，是人、
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形态，是新时
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2]。

但是，针对我国人口多、密度大、规模大的城市
化特征，以及前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空
间资源硬约束下我国城市已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
型的背景下，按照“理想”的形式建设公园城市无异
于缘木求鱼。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存量地区普遍存
在功能结构失衡、生活配套设施不足及交通出行不便
的问题，公共空间不仅匮乏且品质不高，城市风貌特
色也因缺乏科学布局的城市更新改造而逐渐丧失。同
时，这些存量地区往往还面临着改造用地潜力小、建
设用地使用权分散、牵涉利益主体复杂及经济效益低导
致实施阻力大等挑战 [3]。可见，在存量背景下的公园城
市实践需要创新的策略与思路。

0引言

公园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2 月视察
四川天府新区时提出的，他强调公园城市要考虑生态价
值，努力打造城市新的增长极。这一理念是在当前社会
主要矛盾发展转变的背景下提出的，体现了中央对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对美好生活和幸福家园建设的高度重视。

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
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居环境中“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而以人为本就是形成以人的体
验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空间资源体系，通过整合绿地等公
共空间布局，创造多样性的公共空间。公园城市理念就
是将“市民—公园—城市”三者关系的优化和谐作为目
标，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公园城
市是“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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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园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公园城市”与“山水城市”“园
林城市”等理念一脉相承，但却有着与
后两者略为不同的内涵。山水城市是具
有山水物质空间形态环境和精神内涵的
理想城市，有着独特的中国文化风格与
底蕴 [4]；园林城市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创建，用于评选安全宜人、景观优美
和人居生态环境清新舒适的城市，能有
效地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水平，但
其评选偏重于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
均公共绿地等指标性数据。相较而言，
公园城市是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
发展战略的模式，更强调绿色生态空间
的复合功能，突出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
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 [1]；是以人
为本，更强调绿色生态空间的公共性和
开放性，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体现人类和自然共生和谐的关系
模式 [5]。

公园城市以生态理念为前提，城市
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是其空间载体。全
域化、多层次、网络化的生态空间体系
是保证公园城市顺利建设与实施的前提。
公园城市建设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本底
的，而良好的城市生态本底既有赖于城

市自身的生态资源特点，又有赖于在区
域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阶段进行前瞻性
的控制与管理。以我国首个公园城市示
范点成都天府新区为例，它首先从全域
的整体性、系统性出发设定全域绿色空
间底线，在尊重自然生态原真性、保护
山水生态基底和延续河网水系格局的基
础上，通过构建公园城市“两山、两网、
两环、六片”的全域生态空间结构，保
护和修复全域绿色空间肌理，强化生态
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形成覆盖全域
的生态空间系统。其次，以“东进、南拓、
西控、北改、中优”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推动城乡形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城市
空间结构 [6]，将城市的部分功能有机地
分布在自然本底之中，同时构建系统性、
均衡性、功能化的全域公园体系 ( 图 1)。

公园城市强调构建多层次的绿地空
间系统。在区域尺度上，强化和维护区
域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将城市
绿地与公园系统融入区域整体生态空间
格局，同时注重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
统筹保护与利用自然文化遗产，整合区
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
自然资源 [7]，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中
心城区尺度上，重点注意提高城市环境
整体效益，为确保城市生态过程的连续
性提供空间支撑，使城市功能部分与城
市生态空间有机复合；社区与街区尺度
是与人的需求最为贴近并能直接感受城
市部分功能效果的尺度，因此以人的体
验为核心，整合城市生态空间布局、创
造多样性的公共生态空间是这一尺度规
划设计与建设的重点。总而言之，通过
宏观、中观与微观3个尺度上的策略配合，
既能实现公园城市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也能保证其在具体空间上的落地实施。

2存量空间转型支撑公园城市战略
的内在逻辑

城市绿地系统和公园体系本应作为

城乡发展建设的基础性、前置性配置要
素，但对于许多城市而言，尤其是在自
然资源本身比较匮乏且建设初期又缺乏
全局性、前瞻性规划控制的地区，成都
天府新区的样本并不能复制。对城市建
成区来说，存量空间资源利用的方式无
论是拆除重建、整建维修还是改变功能，
都与未来的城市形态、功能混合情况和
城市特色关系紧密 [8]，故对于具备存量
空间资源利用条件的用地方式必须结合
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考虑。因此，
在存量空间的现实背景下建设公园城市，
需要制定从理念到实施的一系列策略。

2.1视存量空间转型为公园城市建设
的一个战略机遇

与西方城市相比，我国的城市建设
规模大、密度高，尤其是对于很多大城
市而言，公园城市建设实践面对的困境
是由于现有城市绿地与公园系统缺乏前
期战略层面的统筹规划，城市公共开放
空间相对割裂和破碎，难以协同发挥作
用 [9]。在此背景下，受城市土地资源短
缺的刚性约束，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从基于空间扩张的增量型城市规
划向立足于品质升级的存量型城市规划
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 [3]。当前，以存量
空间转型为主体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为公
园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与契机。

因此，在公园城市建设战略思路下，
应将城市存量空间资源纳入城市整体空
间结构进行统筹规划，即根据城市人口、
产业等方面的特点，对城市现有公共绿
地与公园的空间分布、社会效益、生态
价值等评估做出综合的分析判断，以城
市内各级各类绿地、公园、公共开放空
间的系统整合为总体目标，明确城市存
量空间资源利用的分区政策与时序安排；
依托城市蓝绿空间打造跨社区公共开放
空间休闲网络 [9]，利用城市河道及其缓
冲区、隔离防护林带、道路沿线绿化带
等线状绿地打造生态廊道，整合与串接

图 1  成都市区生态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成都市
非建设用地规划 [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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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生活圈，搭建跨尺度绿色开放空间
网络。

此外，由于城市老旧社区用地紧张，
在改造中应关注用地功能的复合性，充
分发掘现有用地的兼容化特性，同时随
着城市更新的发展逐步通过用地的置换
或动迁实现存量空间的公园化转型。例
如，针对存量空间产权关系复杂的现状，
应由政府主导探索公私合营制度，通过
制度设计提高不同产权用地中户外空间
的公共性 [9]，以尽量加强公共绿地与公
园的连通性，完善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系
统架构。

可见，以建成区品质提升为目标的
存量空间转型与城市更新应针对区域的
具体特征，从历史文脉延续、交通方式
转变、公共设施升级、空间尺度变化及
景观风貌重构等方面入手 [3]，以多元化
的更新手段取代单一化的改造方式，将
单个地块更新改造的任务和目标置于城
市整体优化调整的大背景下 [8]，并注重
其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强化其“空
间触媒”作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分时段、
分片区逐步实现公园城市建设目标。

2.2将公园城市战略作为存量空间的
统筹框架

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与营造过程中，
城市空间被道路、桥梁和铁路等灰色基
础设施分割成条块状，建筑成为构建城
市秩序的首要元素。然而作为有机体的
城市，其空间形态或表面特征应该是在
各种复杂过程共同影响作用下“自然生
长”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种变化的、
含蓄的、非线性的、自由的组织形式。
对此，在城市存量空间的更新与转型中，
要思考如何恢复城市的自然肌理。而景
观作为一种能容纳和安排各种复杂城市
活动的组织结构，对其的营造既是一个
自然过程，又是一个人文过程，它能为
这两种过程提供相互融入和交换的界面。
因此，城市绿地与公园可以取代建筑作

为“空间发生器”，并成为城市发展新
秩序中的最基本元素。

针对存量背景下难以在现有城市格
局中直接进行公园城市建设的现实情况，
规划师必须改变思路，从现有存量空间
中挖潜特色，以存量空间的生态化、公
园化转型为着手点，通过“点—线—面”
的建设路径反向撬动区域乃至城市的生
态化、公园化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是一
个多学科融合、渐进式的转化过程，需
要具有引导性、连续且时序化推进的战
略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因此，需结合城
市的发展目标，从城市层面系统整合资
源要素 ( 如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交通设
施和水系等 )，梳理和明确城市未来发展
的空间架构与生长逻辑 [3]。

2.3将存量空间作为公园城市战略的
实施工具

从具体实施空间看，能纳入公园城
市规划与统筹的城市存量空间主要包括
以下几类：①已衰退和改变用地性质的
城市用地，如废弃的工业厂区、衰退的
码头和仓储用地等。这类原先处于城市
边缘区的用地因城市区域的扩张而进入
城市腹地，又因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方
式的发展与变革而被废弃。②灰色基础
设施及其周边用地，如城市车道、高架
桥与轨道交通等下部空间、城市人行空
间等。这类用地在满足城市交通及道路
等各种基础设施的简单功能的基础上，
也可兼容生态与文化功能，并因其特有
的线性空间形态成为城市绿地与公园体
系的网状联系走廊。③城市滨水空间用
地。这类用地由于特殊的价值，其建设
往往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其河岸带作
为多种生物的栖息地，是城市生态系统
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一环，其河流的网状
结构也能成为城市公园系统的支撑骨架。
④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用地。这类用地通
常存在各种设施匮乏、结构不合理、交
通混乱及绿地破碎与零散化、历史风貌

丧失等问题，因此在进行更新改造时应
将其纳入公园城市体系建设的视野进行
统筹规划与设计，进而从社区层面缝合
城市生活网络。

此外，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也是公园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城市的
发展不仅需要外部支撑，也需要内部提
升和完善 [10]。因此，将历史遗迹和历史
元素融入城市公园系统，保存场地固有特
征，复兴历史遗迹区，可以使历史文化得
到持续性的延续；而将文化艺术服务元素
融入城市公园系统，则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和教化、用文化艺术陶冶人、赋予公园系
统多方面的人文趣味属性的内涵。

总体而言，公园城市建设旨在突出
公园城市的公共属性和生态特征，因此
应充分发挥城市在生态本底、文化底蕴
方面的独特优势，把城市发展、人的全
面发展、自然生态延续作为一个整体来
认识和构建。

3存量空间公园化转型的优化策略

综上所述，存量空间的公园化转型
与优化是建设公园城市的第一步。城市
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拟更新或转型
的存量空间的功能、形态、周围环境和
人口等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更，场地周
围未来的城市生活充满种种不可预测性。
因而，应把存量空间视为会生长的全生
命过程、规划设计发展的过程，通过自
然过程的演进和城市生活的逐步介入，
使其转变为具有生命力和活力十足的景
观空间，并真正成为存量空间公园化转
型的“空间发生器”。对此，本文从主
题公园建设、绿色园区构建、绿色基础
设施配置及生态化更新等方面提出城市
存量空间公园化转型的四大策略。

3.1基于自然资本的主题公园策略
人类活动对植被多样性结构和布局

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导致自然绿地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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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碎化。而连通性是影响城市景观格
局的关键特性，它可以促进或限制各自
然地块之间的物质流动和生物迁移。城
市发展通过改变景观格局来直接影响连
通性、通过改变生物的物理结构间接影
响连通性。可见，具有价值的绿色空间
应体现重要的自然特征，以便充分保护
具有最大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要素；绿化
带、绿楔和绿道等绿色空间结构可以通
过在高密度城市发展区域提供和保持连
通的开放空间，实现直接或间接地支持
生物多样性维护的目标，同时提供娱乐
设施，促进积极的土地精明管理。为此，
应在区域规划框架内考虑生态结构和生
态特征。总体规划除了保护和维护现有
的有价值的特征与栖息地外，还应设法
确定潜在的生态连接走廊。虽然这些连
接走廊的生态效益可能不会在近期内实
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态效益将
逐渐凸显，并形成一个连续和完整的绿
色空间网络。

存量空间的公园化转型可以弥合现
有破碎化的绿色空间，完善区域生态结
构。例如，对于原工业厂区尤其是被严
重污染的重工业用地，应通过生态设计
与生态修复，利用自然具有的自组织和
自我设计能力及自我愈合能力与自净能
力，充分发挥自然在适应环境、分解净化、
自我更新、循环再生和生产能力方面所
具有的能动性，借力自然、让自然做功；
同时，在设计中注重引入适当的自然要
素及其相关设计过程，通过生态设计手
段促进自然系统的物质利用和能量循环，
恢复与维护场地的自然过程与原有的生
态格局。总之，存量空间通过生态设计
与修复重获新生，使其在生物多样性和
文化多样性方面均得以提升，并转变成
城市中有价值的绿色空间，成为适宜营
造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相结合的主题公
园的绿色空间。这一绿色空间还能同时
向外辐射到更广阔的区域，与周边区域
产生更多的生态联系，有助于形成相互

连通的生态网络。例如，在纽约清泉公
园的设计方案中，为了整顿和救治原垃
圾场中受到严重污染的土壤，设计在场
地中先引入抗性强、适宜生长的乡土野
草，降解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促进基地环
境的不断改善，再逐步引入木本植物，
达到恢复自然生境和完善生态体系的目
的 [11]。又如哈格里夫斯在烛台角文化公
园里构建了富于变化的生态系统，除了种
植乡土的、耐旱的植物以外，还让野生的
花卉和灌木自由生长。经过多年的自然演
变，场地中初始的浅坑已生长出刺槐等植
物，坑地的造型被淹没在绿色植物之中。
当初由地形塑造的棱角被逐渐软化，最终
改变了地面的面貌 [12]。这两个案例都通
过生态修复将废弃闲置的用地转变为兼具
人文气息和自然生态景观的主题公园。

3.2整合文化资本的绿色园区策略
作为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存量空

间的价值并不仅由空间本身决定，还由
过去和现在的事件持续在同一地点发生
所决定，且每一个新的活动都包含着对
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潜在的“记忆”。
它是对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的一种表现，
与人们所在的场所、时间紧密联系在一
起，是意象与实体的聚合体。城市是集
体记忆①的场所，而集体记忆对加强城市
市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共识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集体记忆既可以存在于物
质形式中 ( 如老工业厂区、历史街区、古
建筑等特定空间 )，也可以存在于非物质
形式的文化实践活动中 ( 如仪式、风俗、
节日等纪念仪式和主题性活动等 )。随着
城市的发展，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场
所也逐渐成为需要更新和转型的城市存
量空间。虽然这些空间的功能会随着时
间推移逐渐变化，但是其形态特征相对
不变，这体现了空间的文化价值，如由
老码头转变为城市休闲中心、由工业旧
厂房转化为创意公园等。虽然这些场地
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其重要的实体

形式仍应被保留，因为这类实体形式给
予人们强烈的视觉印象和深刻的精神体
验，延续了城市的人文历史脉络，成为
城市的永恒记忆。

例如，北杜伊斯堡公园的原址为 1985
年关闭的奥格斯特蒂森钢铁厂，景观设
计师彼德拉茨充分利用了原址上的工业
构架，将空间划分为 4 个层次上的功能
不同、形态相异、可以独立运行的系统，
通过功能、视觉、意向等设计方式将不同
层次的空间联系起来；对于一些存在严重
污染的厂区，设计通过土壤改良和植被种
植恢复了周围优美的环境；通过重新设计
和改装形成了广场、剧院、运动区域及步
道等多样化的空间，并赋予其新的气息，
在改变原址面貌的同时保存了人们对场地
的集体记忆，使老旧厂区重获生机。

3.3延续文脉的绿色基础设施策略
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脉是城市的精

神内核所在，在城市更新与转型过程中
需要确保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和历史
信息感知的连续性，这对于传承城市传
统文化、提升城市品位与形象、强化市
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至关重要。在存量空
间公园化转型过程中，可以与城市绿色
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为
“GI”) 相结合，构建具有城市记忆的连
续的文化遗产网络。

GI 网络是指维持自然生命过程的自
然或人工的绿色空间网络，为城市生态环
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框架是其基本
功能之一。GI 网络将全部有价值的自然
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将各类
遗产通过 GI 线性网络通道连接起来，为
城市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空间框
架 [13-14]。因此，在城市更新中将 GI 和传
统城市规划技术体系结合进行空间管理，
可以将全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和乡土
遗产等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区域作为保护
对象，确定需要保护、恢复和强化的历
史区域，分析保护对象的人文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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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产体验的人文活动过程，并将分散
的历史遗产保护地通过历史步道、带状
公园和河流廊道等生态空间连接通道串
联起来。此外，对城市存量空间资源进
行分类，把具有历史价值和保存城市记
忆的存量空间转型纳入城市 GI 系统中，
可以确保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
性和历史信息感知的连续性，将城市历
史文脉与城市绿地和公园系统完美结合
起来。在进行这类历史存量空间的公园
化转型时，可以保留其历史性物质遗存，
如旧工业厂房、老码头等，以及大烟囱、
桁架、大型起重机和旧铁轨等，以体现
并传承其空间历史特色，同时植入新的
城市功能，以适应当代人的休闲文化需
要，并塑造具有人性化尺度的空间。

例如，上海西岸的徐汇滨江曾是上
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和工业生
产基地，区域内有众多历史遗存，如飞
机制造厂、水泥厂、油罐码头和仓库等。
该区在逐渐推进区域功能结构的转换与
地区活力的复兴过程中，将区域棕地的
改造与再开发融入滨江绿地系统规划中，
使其成为 GI 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而言，
通过对区域内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将其改造为美术馆、艺术设计机构和文
化展会空间等形式的公共开敞空间，以
GI 的优化、整合、连通现状绿地斑块及
这些经过改造的历史遗存空间；通过建
立区域内的慢行系统连通原来分散的绿
地空间，这不仅提升了区域生态效益，
还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同时营造出适
宜多元活动的滨水空间和丰富多样的生
态环境 ( 图 2)。

3.4多功能复合的生态化更新策略
空间的高效利用是由城市土地内在

的有限性和竞争性决定的 [15]。存量背景
下的城市土地稀缺性与城市的快速发展、
市民生活的多样化要求相叠加，要求城
市景观空间要适应因时间流逝而发生的
各种各样的都市行为，并为城市生活和

事件提供更多具有可能性的舞台，因此
对需要转型的城市存量空间应采取灵活、
高效、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实现
有限用地综合价值的最大化。

例如，美国亚特兰大的弗斯沃德公
园占地为 6.88　hm2，地处该市的低洼地
段，原本是一块受工业污染严重的不毛
之地，而且逢雨必涝。亚特兰大通过对
低洼地段进行景观改造，将雨水的收集
调储过程与富于表现力的水景相结合，
营建出公园的主景，形成一个集雨洪调
蓄、资源回用和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雨洪公园，在有限的公园用地
上综合地发挥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基础设施效益 [16]。这种融社会、经济、
环境、基础设施和景观空间结构与形态
于一体的综合性协同规划，通过基础设
施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的途径，利用有限
的城市用地，在保证城市和区域免遭洪
水侵袭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的社会、生态
服务功能，同时丰富了城市的空间体验。

4存量空间转型的网络化建构路径

独立的存量空间公园化转型与优化
并不能建设公园城市，而必须将其整合
进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架构和生长逻辑
之中，通过单体存量空间的转型带动形
成线性体验带，通过多层线性空间的叠
合生长形成网络构架，通过多点小尺度
的微更新形成网状绿色蔓延带，以此构
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公园城市空间结构。

4.1线性链接：通过多点转型形成
线性体验带

在存量空间转型实践中，单体存量
空间的生长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功能需要，
同时还在周围环境的生长、完善过程中
扮演相应角色，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和改
善，实现空间的自播繁衍，进而向周边
传播伸展，促成空间的生长 [17]。许多成
功的案例证明，景观能以较低的前期投
入撬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推动空间
的生长和废弃场地的再生，进而产生巨
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纽约市郊外的
闲置荒地和棚户区经改造成中央公园后
一跃成为全纽约甚至全世界最繁华、地
价最高的区域。

城市的存量空间往往也是城市历史
记忆和文脉延续的场所。针对这类存量
空间，在对历史性物质遗存进行保护的
前提下，可以通过设计将这部分被城市
遗忘的空间重新与城市建立起良性的互
动和联系。例如，理查德·海格在西雅图
煤气公司公园的设计方案中保留了若干
工业建筑，使其场地记忆得以延续；同时，
通过丰富公园的娱乐功能，使公园成为
一个供人们生活、休息和运动的场所 [13]。
可见，成功的存量空间转型不仅满足了
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还延续了城市的
人文历史脉络，有助于充分激发存量空
间的再生活力、提升人气，从而触发空
间的自我生长与更新。

但单体存量空间的更新与转型要真
正与城市融合，还需要一个连续的网络

图 2  上海西岸—徐汇滨江转型改造前后对比图
资料来源：http://www.kaixian.tv/gd/2016/1120/733755.html.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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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来承载其连锁反应。“联系”是这
个过程中的关键词，它将分散的开放空
间联系在一起，将割裂的步行网络联系
在一起 [18]，使其由点到线，再扩散至整
个区域。典型案例如詹姆斯·康纳主持设
计的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项目。这条建
于 1930 年的高线原为港口与加工区之间
的铁路货运专用线，总长约 2.4　km，横
贯纽约 22 个街区。1980 年被废弃后，
高线所处的纽约第十大道以西的仓储区
域越加破旧脏乱，高线也一度面临拆迁
的危险。2009 年 6 月，由于高线公园 ( 一
期工程，原铁路线最南端约 1/3 段 ) 建成
开放后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后续的二、
三期工程也陆续开工，最终覆盖了整条
铁路线。建成后的高线公园在发挥游憩
功能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对此，
纽约市对高线公园周边地区进行了重新
分区，在鼓励开发的同时保留社区特色，
新区和公园的组合使这里成为纽约市增
长最快、最有活力的社区。此外，临近
高线的项目建设许可签发增加了一倍，
至少有 29 个大型开发项目动工，总投资
超过 20 亿美元。这个体量不大的空中公
园成为优质的空间触媒，由点到线，成
功带动了地区人气的大量回归，有力刺
激了私人投资，进而重振了整个曼哈顿

西区，成为当地的标志。

4.2网络建构：多层线性空间的叠合
生长

网络化提供的水平框架使漫游、联
络、互连、聚集和移动最大化，从而保
证了系统的多样性，促进了空间的自我
生长。在存量空间转型实践中，其网络
不同于传统城市中那些自上而下的中心、
轴线与等级等组织空间结构形式，而是
基于转型存量空间自身的特征，根据城
市未来发展的空间架构，结合对区域内
各项基础资料 ( 包括存量空间现状、城市
公园与绿地斑块、历史遗迹、生态廊道、
现有基础设施及新的规划项目等 ) 的调查
研究结果得出空间划分框架；在此基础
上，将现有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转
型存量空间与现有城市公共空间、历史
遗迹、绿地与公园系统的连续性网络化
空间结构，并进一步与城市外围的“山
水林田湖”的生态基底产生联系，将城
市绿地与公园系统融入区域整体生态空
间格局中，以此构建多层次、网络化、
完整的公园城市体系。

同时，通过“层叠”的方式将地形、
交通、植被和人流等水平扩展的秩序系统
叠加覆盖在网格空间上，强化城市空间骨

架，并在各个空间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13]。
可见，网络连接形式既可能是实体的空间
要素 ( 如绿道、河流和基础设施等 )，也
可能是某些非实体的要素 ( 如城市活动或
持续性事件引发的人群流动 )，由此形成
的人们活动的轨迹同样构成一种水平秩序
系统，促进景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此外，网络状的空间划分方式可以
为城市提供多个平行的空间，形成一定
的空间秩序；而细分后的空间实体更具
操作性，且每一部分都相对独立并具有
空间个性；网络空间还保持着开放性，
可以适应因时间而变化的城市弹性和发
展。这种柔性组织方式更适合在城市建
成区内实施与操作。因此，存量背景下
的公园城市建设应以“点—线—面”的规
划路径，对现有存量空间进行挖潜，从
单体存量空间的生态化、公园化转型入
手，以柔性组织方式构建连续的网络结
构，带动沿线资源的更新与转型，使其
成为城市公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
而撬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4.3绿色蔓延：社区微更新的多点
并网

触媒，也叫催化剂。在景观设计中，
触媒是指在空间中加入的某些变量，以此
为媒介触发相应的过程，促进景观向期望
的方向生长、发展和变化 [13]。本文将促
进空间发展变化的触媒称为“空间触媒”。

城市更新涉及点多面广的城市建成
区老旧社区的更新与微更新、城市街道
空间品质的提升等，这些多点的小尺度
微更新就是一个个的“空间触媒”。例如，
改造后街道空间中形成了一个个宜人的
社区小型绿地，加上配置合理的相关设
施，可以带动相应的活动并激活周围空
间的活力，从而促使空间向更好的方向
发展。而在社区更新中通过规划植入生
态和人文元素 ( 主要包括社区公园、社区
步行网络、游憩场地、历史小径和文化
遗迹等人文要素，以及自然林地、库塘

图 3 “树城”方案设计图 [19]

文化园区 ( 现有建筑 )
停车
文化园区 ( 新建建筑 )
落叶林
厕所 / 问询 / 保安 / 小吃店
住宅 ( 园景公寓与联排公寓 )
社团园区
戏水区
浅水区
湿地
运动场
草地
室外剧场
松树林
花园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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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径流通道和雨水蓄滞设施等自然
要素 [14])，可以形成独特的环境特征和社
区空间支撑结构，增强社区的归属感。
此外，通过寻找场地潜在的生态结构，
构建要素之间的连通性，可以形成基于
自然、生物和人文过程的社区 GI 网络；
通过与城市 GI 网络连接，可以将社区 GI
网络融入城市生态结构并成为有机的组
成部分。可见，社区更新是存量空间转
型中重要且最为常见的一类空间营造方
式，社区 GI 的多点位公园化转型极易带
动周边社区发展，从社区层面形成“绿
色蔓延”，推动公园城市体系建设。

雷姆·库哈斯为加拿大多伦多当斯维
尔公园所做的“树城”方案 ( 图 3) 将公
园的绿色空间作为“空间触媒”，借助
植物的繁殖与扩张蔓延能力使公园向都
市中延伸，充分展现了动态、过程式的
景观设计理念。他把景观视为具有自我
繁殖再生与扩张蔓延能力、可自行运转
的城市“绿色生命体”，而公园就是一
颗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种子”，将公园
植入城市这一“钢筋混凝土丛林”之中，
任其自然生长。这种“绿色蔓延”的设
计策略让景观取代建筑物成为城市的空
间序列元素，并通过公园将多伦多的其
他绿地空间联系起来，最终使该地区完整
地融入大多伦多地区的景观系统之中[13]。
“树城”方案说明了以存量空间转型带
动的“点—线—面”的生长模式可以运用
在更大尺度的城市空间结构塑造中。

5结语

公园城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的理念，将公园形
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打造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
文相融的复合系统 [20]。但存量背景下多
数的城市难以在现有格局中直接进行公
园城市规划与建设，即按照区域—城区—
社区的“理想”形式建设公园城市。因此，

必须改变思路，通过对现有存量空间的
挖潜，从存量空间的生态化、公园化转
型入手，以柔性组织方式构建连续的网
络结构，并将现有资源进行有机整合，
以带动沿线资源的更新与转型，进而撬
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最终形成系统性、
连续性的网络化空间结构。此外，使存
量空间与城市外围的生态基底产生有机
联系，将城市绿地与公园系统融入区域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中，也能构建多层次、
网络化、完整的公园城市体系。

[ 注　释 ]

①“集体记忆”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
斯·哈布瓦赫在 1925 年首次提出，以跟个
人记忆区分开，是指各种各样的集体对一
起建构的事或物所保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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