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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疫情时代，中国将进入新公共卫生发展阶段，社会对公众健康的关注为风景园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风景园林在公共健康改善和疫情防控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未来的公共健康改善和应急要求预判，

以及受此影响下的居民工作生活需求变化，基于风景园林改善公共健康的作用机理，提出后疫情时代风景园林

聚焦公共健康的热点议题框架，包括 3 方面 7 个具体方向：在规划设计方面，聚焦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园绿地

体系的优化，构建强调可用性的多元化邻里绿色场所，以及强化公园绿地作为防疫和应急服务的预留空间；在

管理方面，开展公园绿地健康改善项目和事件的运营，聚焦公共卫生构建公园绿地精细化管理体系；在保障机

制方面，开展公共健康改善效益评估，拓展资金和服务供应方来源，并主动深度参与新公共卫生时代的多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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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ina will enter a new stage of public health development.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provid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of long-term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 and emergency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changes in the work and life of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hot topic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overing seven 

directions in three aspects. In term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it focuse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ark and greenbelt 

system based on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to build diversified neighborhood green space with an emphasis on 

availability,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parks and greenbelts reserved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services. 

In terms of management, it carries out the operation of health improvement projects and events in the parks and 

greenbel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tailed management system of parks focusing on public health. In terms of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it launches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health benefits and the expansion of funding acquisition 

and participates in multi-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of public health actively and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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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COVID-19 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许

多居民的工作、生活被迫突然改变。而且，这

种影响将长期存在，并会从公共卫生领域辐射

到经济、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

从风景园林的视角来看，这次疫情让公园

绿地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再次得到印证，也

对其未来发展产生诸多影响：首先，政府会更加

关注在公共健康方面的资源投入，居民也将更

加重视自身健康，进而对公园绿地提出更多健

康改善方面的功能要求；其次，潜在的疫情暴发

风险将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公园绿地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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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应急避险服务功能须进一步挖掘；再次，随

着需求的提升，公园绿地的建设运营在资金、

人员、技术等方面的短缺状况将进一步显现，

拓展资源也将成为未来工作的关键。

目前通过跨学科研究，风景园林在改

善公共健康机理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积

累 [1]27-30，但是在应对疫情和基于理论的深度

实践、管理、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仍明显不足。

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风景园林改善公共健

康的作用机理、国家可能采取的防控手段和

干预措施、受此影响下的居民工作生活变化

和需求，以及对未来长期的公共健康改善和

应急要求预判，探讨后疫情时代风景园林在

公共健康领域的潜在热点议题和行动方向。

这些热点议题不仅针对规划设计，而且更多

地涉及运行管理和保障措施，以期为中国风

景园林相关从业者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健康领

域的研究实践提供方向。

1  风景园林介入公共健康改善和疫情

防控的热点议题框架
目前，风景园林改善公共健康的途径大

致可以分为 2 种视角：一种是区域环境保护

的宏观视角，主要认为公共健康危机的根源

是人类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 [2-3]，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系 

统 [4-5] ；而另一种视角则更加直接，也是本次

研究的主要聚焦点，主要以人为中心，强调

公园绿地在改善人的健康方面的直接作用 [6-7]，

以及如何通过规划设计、管理运营和政策实

施来高效率地发挥这些功能 [8-9]。

在公共健康改善方面，风景园林与医学

治疗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一种中、西医结合的

疗法（表 1）。在疫情期间，风景园林强调支

撑和辅助功能，公园绿地可以用于缓解隔离

带来的社会焦虑，临时承载更多的医学隔离

治疗和基本生活服务功能；在非疫情期间，风

景园林主要针对社会公共健康问题进行长效

调理，通过公园绿地引导居民从事体育和社

会交往活动，推广更加健康、积极的生活方

式，发挥治本功效。

针对这些需求，风景园林将在规划设计、

管理和保障方面探索新的方向（图 1）：在规

划设计方面，通过优化公园绿地结构体系和

营造邻里健康场所来实现公共绿色空间和家

庭小微绿色空间的互补，同时预留防疫和应

急服务所需的弹性空间，达到疫情和非疫情

期间的公园绿地使用平衡；在管理方面，通

过运营公共健康项目和构建更加精细化的管

理体系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健康改善和卫生防

疫服务；在保障机制方面，依托新公共卫生

合作探索多方资源融合是一个重要趋势，风

景园林需要强化效益评估，并实现多方投资、

多学科领域合作和社会管理介入。接下来，

研究将从以上 3 方面，细分为 7 个热点议题方

向进行探讨。

2  规划设计热点议题方向
2.1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园绿地体系的

优化

社区生活圈主要包括居住区附近及其近

邻的周边，是居民发生多次、短时、规律性

活动（散步、锻炼、就餐、买菜等）的主要场

所，满足居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 [19]。本

次疫情防控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考验着中国

城镇社区生活圈的建设水平。

公园绿地是社区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提供的散步、健身等健康服务功能与买菜、

购物同等重要。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的

表 1  风景园林在公共健康改善和疫情防控中的关键功能 [1, 10-18]

Tab.1  Key function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1, 10-18]

时期 目标问题 作用机制 主要功效

疫
情
期

隔离产生的社会焦虑情绪和

心理压力增加

接触绿色环境可以快速、有效舒缓精

神压力 [10]201-230

针对社会心理健康问

题进行紧急疗愈

疫情暴发产生的医疗隔离和

治疗空间不足

公园绿地本身就是抵御各类灾害、疏

散避难或临时安置的重要场所

作为防疫隔离和应急

使用的空间场所

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和室内公

共场所感染风险增加

公园绿地空间开敞，易于保持安全距

离，户外空间传播风险相对较低

作为基本生活服务的

临时性供给空间

非
疫
情
期

城市物理环境品质不足和自

然缺乏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绿色空间可以滞尘、降噪，改善温、

湿度等微气候环境，提高热舒适性 [11]

创造健康舒适的居

住、生活、工作环境

缺乏体育活动的城市生活会

造成肥胖，并诱发多种致命

疾病 [12]

绿色空间可以吸引和鼓励人们从事锻

炼活动 [1]27，中等强度的锻炼可以有效

改善人的身体健康 [13]

培养健康生活习惯，

促进公众身体健康的

提升 

城市工作压力和快节奏生活

导致精神压力，并诱发多种

致命疾病 [14]

接触绿色环境可以快速、有效舒缓精

神压力 [10]201-230，自然环境可以恢复主

动性注意力，使精神疲劳得到恢复 [15]

降低精神压力，改善

公众的心理健康

城市居民孤独感、人际关系

疏离、个人与公共生活脱节

以及道德失范等 [16]

公园绿地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户外空间，

促进人际交往 [17]，通过参与协作增加

社区互动机会，形成社会纽带

促进居民社会交往，

提升社会凝聚力，实

现社会和谐

对公园绿地改善公共健康效

能认识不足，缺乏长效投资

和发展动力

公园绿地提供的公共健康可以转化为

直接经济效益，并作为一种新兴服务

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18]9-11

促进公共健康产业持

续发展，带动就业和

经济增长

1 后疫情时代风景园林聚焦公共健康的热点议题框架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ot topics focusing on public health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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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绿道

规划绿道

社区生活圈

Placa de Sol太阳广场

识别、规划和建设将成为研究热点，风景园

林也需要更加关注绿地体系如何与之配套开

展优化调整。

目前，与社区联系紧密的绿地主要包括

社区公园（G12）、游园（G14）、居住用地附

属绿地（RG）等 [20]，通常面积不大，服务半

径也较小，但是用地相对灵活，投资也较少，

可以发展的数量较多。它们的日常社区服务

效率较高，是距离居民日常生活最近的户外

开放场所，也是居民在疫情隔离期间最主要

使用的绿色空间。但目前在管理主体、权责

和统计口径等方面不够清晰，所以在以往绿

地系统规划中重视不足 [21-22]。这也造成在不同

社区生活圈，这些绿地分布不均衡，可使用

率差异较大。而且，老旧社区在这方面的问

题更加突出 [23]。未来除了增加绿地率，绿地

系统规划需要从城市尺度的公园服务覆盖度，

向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可达覆盖度转化，使各个

社区都可以享有更加便利和均等的接触公园绿

地的机会。

1 Gran Via de les Corts catalans 
   科尔特斯 加泰罗尼亚人大道
2 Career de Sants和Avinguda del Paral·lel 
   桑特斯街道和巴拉来日大道路口
3 Avinguda Diagonal
   迪亚贡纳尔大道
4 Avinguda Meridiana 
   梅莉迪娅娜大道

17 Passeig de Gràcia 
     格拉西亚街道
18 Av. de Mistral
     米斯特拉日大道
19 Carrer de Ribes 
     里贝斯街道
20 Carrer del Clot
     科罗特街道
21 Carrer dels Enamorats
     埃纳摩拉特斯街道
22 Avinguda de Gaudí
     高迪大道
23 Av. del Bogatell
     博盖特尔大道
24 Rambla del Poblenou
     兰布拉-德-新城市街道
25 Carrer d'Antoni de Capmany 
     安东尼·德·卡普曼尼街道
26 Av.de Roma 
     罗马大道
27 Passeig de Calvell
     卡尔韦尔街道
28 Av. d'Eduard Maristany 
     爱德华·玛丽斯坦尼大道
29 Av. Joan Carles I 
     琼·卡尔斯一世大道
30 Carrer de Terra Baixa 
     特拉拜萨街道
31 Carrer del Bisbe Català
     加泰罗尼亚主教街道
32 Via Augusta
     奥古斯塔街道部分路段
33 Via Augusta
     奥古斯塔街道部分路段
34 Ronda del General Mitre
     米特上校街道部分路段
35 Via Augusta
     奥古斯塔街道部分路段
36Ronda del General Mitre
     米特上校街道部分路段
37 Travessera de Dalt
     达尔特街道部分路段
38 Ronda del Guinardó
     吉纳尔多街道
39 Av. de l'Estatu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法规大道部分路段
40 Carrer Beatriu
     比阿特留街道
41 Av. de l'Estatu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法规大道部分路段

2 巴塞罗那社区生活圈和绿道网络
Barcelona community life circle and greenway network

社区尺度慢行网络的构建也越来越多地

被认为是改善社区品质、吸引公众生活，甚至

促进经济增长的磁石。从公共健康视角来看，

慢行出行对居民健康的改善效果非常显著 [24]。

风景园林可以依托绿道在建成区构建更加便

利和具有吸引力的慢行环境，鼓励居民慢行

出行 [25]，只是目前中国绿道建设还主要集中

在郊野休闲绿道。未来，基于社区生活圈的

绿道体系建设可以成为重点发展方向：首先

是社区生活圈内部的绿色街道建设，通过重

新回归宜人尺度和绿色面貌，形成富有活力

的城市公共空间，联系社区公共节点，优先

服务慢行使用；另外是注重社区生活圈联络

的绿道网络建设 [26]（图 2），可以结合社区生

活圈规划，识别城市中现存的潜力廊道空间，

构建绿道联系网络，增强生活圈组团间的慢

行流动性。

2.2  强调可用性的多元邻里绿色场所构建

研究表明，电子屏幕的长时间使用会造

成居民焦虑感的上升，但是只要花 20 min 在

小花园体验绿色，就可以释放大量压力，甚

至通过窗户看到绿色也可以有效缓解心理压 

力 [27]，当然如果能实际参与园艺活动，还能

起到锻炼身体和促进社交的作用。

但由于受到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城市居

民前往大、中型公园的次数和时间都非常有

限，日常绿色体验非常缺乏。所以，在后疫

情时代，风景园林应该更加关注居民身边可

接触的绿色空间数量，探索如何在建成环境

中增加可用的小、微绿色空间数量。

建成区的空间挖掘是主要难题。风景园

林需要突破传统的公园绿地限制，尽可能地

挖掘一切可利用的空间来增加小微型绿地，

并通过在街道、广场、庭院和其他附属空间

中创造性地嵌入自然元素，形成广泛的绿色

健康场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巴塞罗那的针

灸空间改造，到当今的战术都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自主都市主义（D.I.Y. Urbanism）

等，城市越来越强调采用简单、快速和低成

本的途径来添加自然元素，创造可灵活使用

的空间，并使其成为区域复兴的起点。另外，

除了现实空间的挖掘，近年来，大量研究利

用 VR 技术模拟绿色空间的视觉刺激来验证

其健康影响效果 [28]，在实践中也开始为老人

和行动不便的人群创造虚拟自然感受 [29]。其

健康恢复效果已被证实，而且影响会随着模

拟的真实性 [30] 和沉浸体验的提升 [31] 而不断增

强，未来也许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绿色

空间带来的健康改善。

花园建造和养护一直是居民非常容易

着手参与的活动，只需要简单引导就会对公

共健康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中国居民有种

植的传统，但受到空间和时间限制，园艺活

动已经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未来，随

着经济发展和健康要求的提高，这种园艺传

统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回归潜力。在美国，园

艺活动早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家庭休闲活动之

一 [32]。开展家庭园艺非常灵活，每天只需要 

30 min，利用身边的工具和材料就可以改善

身心健康（图 3）。社区花园 [33-34] 可以为没有

空间开展园艺活动的附近居民提供种植场地

（图 4）。未来，风景园林需要寻求一切机会，

在距离人们日常生活、工作最近的地方，将

5 Rambla de Badal
   兰布拉-德-巴达尔街道
6 Rambla del Brasil
   兰布拉-德-巴西街道
7 Gran Via de Carles III
   查尔斯三世大道
8 Career de Tarragona
   塔拉戈纳街道
9 Av. de Josep Tarradellas
   约瑟夫·塔拉德拉斯大道
10 Pg. de Sant Joan
     圣约翰街道
11 Rambla de Prim 
     兰布拉-德-布里姆街道
12 Passeig de Colom 
     哥伦布街道
13 Av. d'Icària 
     伊卡里亚大道
14 Carrer de la Marina
     玛丽娜街道
15 La Rambla 
     兰布拉街道
16 Rambla de Catalunya 
     兰布拉-德-加泰罗尼亚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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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自然绿色元素尽可能多地融入现有城

市空间，重塑改善健康的邻里场所。

2.3  公园绿地作为防疫和应急服务预留空间

公园绿地是城市综合防灾、减灾和救灾

体系的重要部分 [35]。严格意义上讲，疫情也

属于城市灾害的一种。但是，目前中国的公

园绿地主要还是针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急

服务 [36]，其医疗救治服务也未考虑传染病的

防治要求。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

国的公园绿地并未发挥显著的防灾避险功能。

后疫情时代，城市会更加重视防疫应急

空间的规划建设。风景园林需要明确哪些公

园绿地可以承担防疫和应急服务功能，如何

布局、改造，需要预留什么样的设施。

面对疫情暴发，医疗救治和隔离空间的

不足通常是最棘手的问题。各医疗机构一般

超负荷运转，诊疗空间严重不足，内部交叉

感染风险也较高。所以，医疗机构的附属绿

地和距离其较近的城市公园绿地可以优先规

划为防疫应急使用空间，预留相应设施，具

备封闭条件，在疫情期间可以迅速改造成为

医疗机构的临时诊疗空间，便于隔离救治和

转运病人。针对建设大型集中隔离医院以集

中收治感染者的需求，公园绿地可以作为建

设隔离医院的储备空间，但是与地震等自然

灾害的就近分散避险要求不同，集中隔离治

疗区需要尽可能远离人员密集的区域，并具

备交通转运条件，可以满足封闭管理要求。

所以位于城市边缘、建造成本较低的大型郊

野公园具备较好的空间利用潜力，可以按照

大型隔离医院建设需求，提前预留交通、防

渗、排水等基础设施，在疫情暴发时，迅速

生产相应建筑模块进行安装。在户外气温允

许的条件下，公园绿地还可以作为野战医院

的临时搭建场所。

疫情期间，隔离对社区的基本生活用品

供给也提出了挑战。超市等室内空间相对狭

小，人群聚集存在交叉感染风险。而中小型

应急避险绿地本身就具备作为临时社区市场

的潜力，可以售卖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降低

超市等公共场所的聚集压力。这些绿地分布

较均衡，可达性好，而且作为户外空间比较

容易保持人员间的安全距离，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它们可以提供的功能也相对灵活，可

以通过安置临时性设施，满足多样化的基本

生活服务需求。后疫情时代，基于不同类型

公园绿地在疫情期间可能承担的功能，风景

园林需要与相关学科合作，对现有的城市防

灾避险绿地布局进行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并

预留相应设施的安装接口，以满足疫情期间

快速应急功能转化的要求。

3  管理热点议题方向
3.1  开展公园绿地健康改善项目和事件

运营

研究表明 [37]，一个人的健康受到自身行

为的影响约占 30%，相比之下，医疗条件影

响仅占 10%~20%，还有约 40% 受到社会和经

济状况的直接影响。所以，为了更好地改善

公共健康，公园在为居民提供接触自然和开

展户外活动场所的同时，要引导居民行为习

惯的转变，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公园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有效途径

就是举办一系列与健康改善相关的项目和事

件（program & event）。这些高质量的活动可以

使公园空间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也为不同

人群提供了更有效的健康改善服务。这些活

动的组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保持公园吸引力、

提升公园服务品质的核心工作。而中国的公

园绿地在这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风景园林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公园内

究竟举办何种活动，以及需要何种场地、配

套设施和管理许可政策来保障这些活动的顺

利开展？

从纽约的城市公园举办的项目和事件类

型来看 [38]，主要可以分为 5 种类型，且均会

对公共健康发挥积极影响（表 2）。它们数量

众多，覆盖人群非常广泛，适用人群也非常

明确，既有适用所有人的活动，也有专门针

对儿童、青年、成年和老年人的定制活动。

据统计，纽约中央公园在 2015 年举办的大型

事件包括了 95 场跑步、散步和自行车比赛，

10 次游行，180 次音乐节和节日庆典，以及

60 次企业和学校事件，而常规项目的数量更

多 [39]。组织这些活动已经成为公园绿地积极

影响公共健康的核心措施。

这些活动通常会被公园当作其最独特的

品牌进行经营。发布详细的活动信息已经成

为这些公园的网站、社交媒体和移动 App 的

核心内容，也因此让公园积累了稳定的使用

群体。活动的使用人群数量和公众关注程度

直接决定了公园的品牌价值。而许多企业恰

恰看中了这种影响力和参与度，如果与目标

人群相吻合，他们愿意将营销（广告等）费用

投入到公园活动中。截至 2016 年的统计 [40]，

纽约中央公园每年平均可以从企业直接获得

约 1 411 万人民币（200 万美元）的活动支持

经费，而这只是公园活动品牌价值实现的一

种方式，还有更多的创新品牌计划正在实现

公众健康改善和企业发展的共赢。中国的公

园绿地同样具有巨大的公众需求和市场潜力，

在保证公益性和公平性的前提下，健康改善

项目和事件的运营应该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

风景园林管理探索的重要方向。

3.2  聚焦公共卫生的公园精细管理体系

构建

人类具有亲近自然的天然本性 [41]。在疫

4 西雅图屋顶社区花园
Seattle rooftop community garden

3 大栅栏梦想花园改造
Dream Garden transformation in Dashilar area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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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通过接触绿色和适度运动，可以有效

缓解公众焦虑和压力增长，所以在疫情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应当优先考虑开放公园绿地。

开放的前提是严格避免疾病的公众传播

风险，不仅需要制定安全的疏散准则，避免

聚集和近距离接触，更要考虑如何让这些准

则得到遵守。针对此次疫情，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做出了快速响应，在 2020 年 2 月就发布

了《城市公园绿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运行管

理指南》团体标准，为疫情下的公园安全运

行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而在后疫情时代，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景园林需要未雨绸缪，

更加谨慎地思考如何在满足整体防控要求和

提供公园服务之间取得平衡，探索实现这种

平衡究竟需要空间、设施、技术、管理制度

等如何配套？

在这次疫情中，全球化流动使疫情变得

更加复杂，周期也更长，不同城市和区域的

疫情状况差异较大，而且变化快速。这些变

化一直驱动着中国的整体防疫工作向着更加

精准施策，提高治理精细化程度的方向发展。

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完善防控体系和应急制

度，风景园林也需要针对不同分级指令制定

对应的管理措施，针对公园的不同类型、性

质，不同的区域、空间和不同的防御级别制

定不同的应急管理方案，尤其需要强调管理

动态性，建立与区域防控级别、与公园自身

使用状况的动态数据评估相联动的管理体系。

当然，这种绿地精细化管理政策、标准和措

施变革的本身也是中国未来的公园绿地管理

升级，以发挥更加高效服务功能的必然趋势。

实现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掌

握精准、细致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要有实

时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实际运行状况的

动态感知、风险预测和综合分析、实时反馈

调整管理预案、数据联动监测执行和公众交

互等一系列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计划。其

中，疫情防控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特殊管理

状态。实时定位、大数据、智能化、5G 移动

互联和云计算等新的信息技术让这些计划的

实现变成可能。随着中国未来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的不断加大，在这场与相关专业合作拥

抱信息技术的大潮中，风景园林尤其需要建

立信息化思维，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核算

技术成本与效益的平衡，评估公众利益、反

馈实际需求，并追求个人权益保护与公共管

理的平衡。管理体系精细化升级的同时还需

要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团队进行公园的管理与

运行。公园管理部门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

以及专业管理机构开展合作，采取线上、线

下课程，研讨会，奖学金实践等多种形式的

管理学习和技术升级模式，全面提升公园管

理的专业技术水平。

4  保障机制热点议题方向
4.1  强化效益评估，拓展资金和服务供应

方来源

建设和管理的升级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

资金。但是，受到疫情冲击和发展方式转型

的影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中国公园绿地

极可能首先受到冲击，有限的资金会优先用

于发展市政和互联网基础设施。这种推测是

有证据的，在 20 世纪中后期，美国、英国等

发达国家都面临由于经济衰退而造成公园绿

地的建设、维护资金急剧减少的问题 [42]。

面对机遇与压力，我们需要思考公园绿

地在城市公共健康服务中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如何量化？是否可能成为新的内需服务市场，

增加服务就业和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公园绿地在引导居民健康生活习

惯、提升居民身心健康水平和改善社会状况

方面的功效已经被证实，但在中国目前的实

践中我们较少将公园绿地带来的健康改善转

化为经济效益进行评估。根据纽约中央公园

在 2015 年的一项评估显示 [18]9，单从鼓励成

年居民健身活动一项，中央公园每年为纽约

带来的相关医疗费用降低和生产率提高的综

合收益就达到约 37 396 万人民币（5 300 万美

元）。而这仅仅是公园绿地改善居民健康功效

的一个方面。为了量化这种效益并促进公园

绿地投资，未来需要制定标准，确定公园绿

地对公共健康影响的一系列指标，探索评估

模型工具和经济影响测算方法，并针对具体

实践项目开展更多的跟踪测量。这些指标和

数据评估将可以用于指导现有公园绿地的提

升，使资金可以更加高效地用于公共健康改

善需求，也可以让政府和相关决策者更加清

晰地看到公园在改善公共健康方面的价值和

社会经济驱动能力，将其纳入政府投资效益

核算和优先考虑的范畴。

公共健康改善目标下的高质量、多元化

的公园管理服务所需的资金巨大。但是，目

前中国政府财政提供的公园管理资金缺少细

致分类，绿化养护维护费用主要满足传统的

管理需求，难以满足新的公园管理需求的扩

展 [43]。因此，在未来的管理实践中我们可能

需要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法，获取政府

以外的更多的社会资源的投入。从美国、英

国近 50 年的管理变革探索来看，在制定严格

的政策法规、清晰的管理方案和透明公开的

制度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更多的志愿者、社

区团体、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化组织来参与公园

管理、维护和运营 [44]。这种多中心的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可能

是兼顾公益性、经济性，并满足多元需求的最

佳方案之一。在中国公共健康需求增长的背景

下，公园绿地管理的社会化参与将成为新的社

会服务增长点，可能成为中国服务型社会转型

的一个着力点。在警惕公园资本化问题的同

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私合作伙伴关

表 2  纽约城市公园项目、事件主要类型和公共健康影响

Tab. 2  New York city park projects, major types of events, and related impacts on public health

类型 内容 公共健康影响

体育锻炼 场地运动、徒步、跑步、骑行、瑜伽、冬季运动等 增强运动能力，增强身体适应性

休闲娱乐 音乐会、露天电影、宠物活动、读书日等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交往机会

文化艺术 节日派对、艺术展览、工作坊等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交往机会

环境教育 自然教育、园艺活动、自然探险等 提供注意力转移和放松的机会

社区交往 社区聚餐、志愿者活动、家庭亲子活动等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交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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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升公园绿地的公共健康服务能力应该

是管理实践的未来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4.2  主动深度参与新公共卫生时代多方

合作

公共卫生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初级

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阶段。

前者要求社区为每个人提供有效医疗保健服

务，而后者则强调通过改变观念、行为、社

会和环境状况来使每个人和社区都获得最佳

的健康状态 [45]。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超越了

传统的医学保健，要求通过多部门、多学科

合作来共同解决整体公共健康问题，因此也

被看作是“新公共卫生”时代的到来。

目前，疫情使公共卫生学科成为中国社

会的关注焦点。仅在疫情期间，就有多所顶

尖高校成立公共卫生学院以应对未来需求。可

以预见，此次疫情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新

公共卫生”时代迈进的脚步。早在 1986 年， 

《渥太华宪章》就提出了 7 类 15 项健康促进行

动计划 [46]，成为新公共卫生的基本行动准则。

其中 10 项与风景园林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表 3）。但是，目前这种潜在的联系在中国并

未受到风景园林行业完全重视。

后疫情时代，面对中国即将到来的新公

共卫生发展热潮，风景园林需要明确究竟如

何进入新公共卫生多方合作体系，参与何种

工作，思考是否可以利用相关政策、资金、

技术、平台推动风景园林在公共健康领域更

广泛的研究和实践？

通过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可以在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为心脑血管、糖尿病等慢

性病患者或高风险人群开出“公园处方”（Park 

Rx），向他们推荐接触什么样的绿色空间、在

这些空间中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接触频率和

每次接触的时间等，并基于这些需求开展公

园绿地的设计。医疗卫生机构掌握着人口基

础健康状况和干预需求，具有专业的医疗科

研力量，也拥有大量公共健康改善的可用资

源，通过深度合作，风景园林可以获得更可

靠的规划设计依据和相关技术支持，在公园

绿地投资方面影响政府决策和获取公共资源

也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国际上，医疗保险公司作为公共健康

改善的直接经济利益相关者，已经认识到公

共健康改善的益处，开始直接为改善公共场

所提供资金和设施。目前这点在中国并不显

著，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保险公司开

始为从事运动的投保者提供奖励金（平安保险

运动奖励计划等）。耐克（NIKE）等运动品牌

也早已开始在全世界赞助运动公园和设施的

建设，这有助于培养全民健身习惯，当然也

会促进品牌销售更多的运动装备。

因此，在“新公共卫生”时代，除了医

疗卫生机构、保险行业，包括教育、住房、

交通、农业和环境等政府部门和私人公司都

将承担相应的公共健康改善责任，也可能获

得更多的效益。它们很多都可以通过风景园

林的干预来实现，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加主

动地寻找机会，并为参与其中提前做好充足

的准备。

5  结语
从规划设计来看，社区生活圈是未来需

要关注的重点，据此优化公园绿地布局，并

建立用于连接生活圈的绿道体系，使居民在

疫情封闭期和日常健康改善中都能够更加公

平和便捷地使用这些空间。尤其需要关注居

民身边的绿色空间，虽然其发挥的生态改善

功能有限，但是由于分布广泛、易于亲近，

发挥居民健康改善的功能潜力却较大，未来

需要探索如何拓展土地获取途径和实施方式，

尽可能增加居民身边可接触的绿色空间数量，

并研究有效的规划设计途径。公园绿地建设

还需要强调其作为防疫、治疗的弹性空间，

或提供其他应急公共服务的安全户外空间的

功能，并深入研究空间设计和设施预留的标

准。除了公园绿地的硬件提升，管理优化是

增强公园绿地健康改善效能非常有效且易于

实施的途径，需要重点关注。未来需要利用

公园空间组织更加丰富多彩的公共健康改善

活动，挖掘空间潜力、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并研究组织模式和相应的管理许可方式。此

外，还需要结合疫情防控管理制度，探索如

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更加精准、动态的管理

体系，实现疫情传播低风险和公共健康改善

需求最大化满足之间的平衡。

表 3  新公共卫生行动计划及其与风景园林的联系

Tab. 3  New public health action pl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行动计划

大类
与风景园林相关的行动内容 与风景园林的潜在关联

建立健康

公共政策

公共健康问题需要出现在所有部门和决策者的议程上，需要清楚自身决策

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并承担相应的改善责任

风景园林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

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

承担相应责任

公共健康改善是协调一致的行动，立法、财政措施、税收和组织变革将共

同用于保障公共健康

风景园林属于共同行动者，也是

政策的执行和受益者

政策要求查明非卫生部门采用健康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并探索消除这些

障碍的具体方法

风景园林也需要查找自身在健康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障碍

创造支持

性的环境

人与环境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生态学健康方法的理论基础。全世

界和不同国家、地区、社区都需要我们共同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风景园林在自然环境保护和改善

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生活、工作和休闲方式的变化对健康有重大影响
风景园林提供休闲场所，培养健

康工作、生活、休闲习惯

必须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在技术、工作、能源生产和城市化领域）所

产生的健康影响进行系统评估，并采取行动以确保对公众健康的积极影响

风景园林是缓解这些消极健康影

响的关键措施之一

强化社区

行动

强调社区行动，赋予社区权利，让社区居民把握自身健康主动权，主动采

取相应的措施和计划

风景园林的社区参与活动可以作

为关键措施之一

提升个人

技能

通过提供信息、健康教育和增强生活技能来支持个人和社会发展，以此增

强居民对自身健康和环境的控制，做出更多有益于健康的选择

风景园林的环境体验和教育可以

作为关键措施之一

重新定位

健康服务

需要在卫生部门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部门之间建立开

放的合作渠道，共同努力建立有助于促进健康的卫生保健系统

风景园林需要与卫生部门等建立

更加开放的公共健康合作关系

面向未来
需要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休闲中，通过决定和控制自己的生活方

式，以及帮助他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实现健康改善

风景园林可以帮助健康习惯养

成，并提供公共社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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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升级都需要巨大的

资金支持，保障机制的研究尤其重要。不仅

需要将公园绿地改善公共健康的效益和成本

核算量化，还需要紧紧抓住后疫情时代中国

将进入新公共卫生发展阶段这一趋势，依托

国家和社会对公共健康关注增长的机遇，强

化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专业合作，为获取更

广泛的资金投入，吸引更加多元的社会力量，

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探索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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