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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类城市绿地互相联系组合而成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城市绿

色环境体系。城市绿地系统组成内容丰富多样，国内各地区

和城市各有差异。在绿地的分类上也是方法多样，国内外许

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研究和探讨，但一般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或

出于自己研究目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概念含混、依据不一、

内容交叉等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绿地系统组成及绿地

分类方法的分析研究，探讨出一种新的分类和命名方法，并

进一步明确各类绿地的含义内容和空间特征，为今后的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百

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1.1 城市

绿地与绿地系统的含义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城市用地

构成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绿地”，其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绿

地”，《辞海》释义为“配合环境创造自然条件，适合种植

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而形成一定范围的绿化地面或区域”

；或指“凡是生长植物的土地，不论是自然植被或人工栽培

的，包括农林牧生产用地及园林用地，均可称为绿地”。由

此可见，“绿地”包括三层含义：①由树木花草等植物生长

所形成的绿色地块，如森林、花园、草地等；②植物生长占

大部的地块，如城市公园、自然风景保护区等；③农业生产

用地。而城市绿地则可理解为位于城市范围（包括城区和郊

区）的绿地。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许多城市所做的绿地规划



赋予城市绿地的含义只是前两个方面，不包括城市范围的农

地，即狭义的城市绿地，也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城市

绿化用地”或“城市园林绿地”。 所谓城市绿地系统，是由

一定质与量的各类绿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绿色有

机整体，也就是城市中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各种绿

地（包括城市规划用地平衡表中直接反映和不直接反映的）

，共同组合构建而成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城市绿色环境体系。

1.2 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城市绿地系统

的组成因国家不同，其内容各有差异。如： 前苏联城市绿地

系统一般包括城市居住区与市内公园、花园、小游园、林荫

道、公共建筑物地段绿化、企事业单位和公用场所绿地；郊

区森林、森林公园、陵墓、苗圃、果园、菜园；市郊区防护

林、居住区与工业区隔离林带、水源涵养林、保土林等。来

源：考试大 日本的城市绿地系统由公有绿地和私有绿地两大

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公园绿地、运动场、广场、公墓、水体

、山林农地、寺庙园地、公用设施园地、庭园、苗圃试验用

地等。 我国城市绿地系统多指园林绿地系统，一般由城市公

园、花园、道路交通附属绿地、各类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

居住区环境绿地、园林圃地、经济林、防护林等各种林地以

及城市郊区风景名胜区游览绿地等各种城市园林绿地所组成

。但城市绿地系统组成又因地区和城市不同而不完全一样，

如南京、深圳、北京、上海、佛山等。许多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中的绿地类型超出了《城市绿化条例》的范围，如深圳市

提出了“旅游绿地”、“生态绿地”（同济大学规划），佛

山市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绿化”（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等。 从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绿地系统的组成内



容来看，尽管存在一些差异，有些名称也不一致，但总的来

说，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包括了城市

中所有的园林植物种植地块和园林种植占大部的用地（通常

称之为“园林绿地”）。而城市范围内的水体湿地，一些公

共设施用地、山野农地等是否为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内容而

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系统，城市绿地的组成应该是全面和完

整的，包括城市范围内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生活具有

直接影响的所有绿地。这些绿地的功能作用、空间形态特征

等不尽相同，其科学的分类与定名一直是城市绿地规划和建

设工作者努力探索的课题，也是城市管理工作协调统一和相

互比较所必须的。 2 城市绿地分类 2.1 城市绿地分类的原则依

据和方法 2.1.1 城市分类的原则 对城市绿地进行科学合理的分

类，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和

各种绿地的基本功能、特征以及它们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

并通过明确的分类，使城市绿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工作

更趋高效。笔者认为，城市绿地分类与命名需遵循以下5项原

则： 科学性：城市绿地类型的划分必须是科学的，各类绿地

应具有明确的功能与统一的空间属性特征，且概念清楚，含

义准确，内容不相互交叉。 全面性：各类绿地应全面地反映

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包括城区、近郊及远郊整个市域范围

内的所有绿地。 协调性：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用地分类中属于

绿地的部分相应地列入城市绿地类型，有利于专项规划与总

体规划的协调统一。 实用性：基本适应各地大中城市和小城

镇运用，适应现代统计和计算方法，各类绿地的技术指标能

直接反映出城市绿地建设及环境质量水平，具有横向和纵向

可比性与通行性，可操作性强。 大众性：各类绿地的名称除



了具有明确的概念含义外，还必须是大众化的词语，通俗易

懂，易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 2.1.2 城市绿地分类方法和依

据 城市绿地分类方法主要因组成绿地系统的内容以及城市绿

地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际需要而定。因此，既要科学，也要

简单易行，便于操作，笔者认为可采用二级分类法。 城市绿

地分类的依据可以有多种，如位置、范围、服务对象、功能

和空间属性等。城市绿地分类是为绿地系统规划建设和管理

服务的，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类绿地的

主要功能都应有区别于其他绿地类型。各类绿地性质、标准

、要求各有不同，并且能够通过简单的统计和计算，反映出

城市绿地建设的不同层次和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以主要功

能作为城市绿地类型划分的统一依据是最合适的，并且能够

通过简单的统计和计算，反映出城市绿地建设的不同层次和

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以主要功能作为城市绿地类型划分的

统一依据是最合适的。 2.2 几种城市绿地分类方法简析 2.2.1 

王璋同志2级多类法（试论我国城市绿地的分类） 虽然考虑

较多，分类也较细，但第l级与第2级分类依据不一，必然产

生绿地类型的重复，同时一些绿地概念亦不够明确，如庭园

绿化、街道绿化等。 2.2.2 日本高原荣重2级5类法 注重绿地的

属性，各类绿地难以明确其功能特征，公共、公开、公用、

专用等名称也不便理解和掌握。 2.2.3 朱钧珍教授4类法 即将

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一般绿地（或附属绿地、环境绿地

）、特种绿地（包括生产性与防护性绿地）、郊区绿地等4类

。最大优点是突出公园绿地，但对郊区公园而言，是属公园

绿地，还是归郊区绿地，词面上似乎难以结论。 2.2.4 何湘同

志4类法 虽以功能为主要分类依据，但未能全部反映各类绿



地的功能特征，如“环境绿地”和“其他绿地”就不明确。

当今社会已将环境看作整个城市生态的热点，并且日趋注重

都市大环境绿色体系的营造，这种情况下也不宜用“环境”

一词来命名其中一类绿地。 2.2.5 《城市绿化条例》六类法 简

单明了。基本包括了城市各类绿地，也反映出各类绿地的功

能和特征，但在具体名称上尚有局限，含义不明确。如“公

共绿地”、“风景林地”等。这种分法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

各地各级城市（镇）规划建设发展的需要。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