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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花园能够助力绿色生态、健康舒适、经济可持续的生活环境建设。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知识图谱

分析和文献分析方法，对社区花园进行概念辨析，梳理其国内外演进历程，分析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表明社

区花园的发展历程主要贴合于各国社情与居民需求，中国发展整体滞后于国外，呈现从景观形式和空间结构的

研究向生态和健康效益研究转变的趋势。社区花园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社区营建、公众参与和生态可持续等

方面，其中社区花园与人体健康效益研究、生态治理景观规划、社区花园智能化营建管理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

发展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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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ardens can help build a green, ecological, healthy, comfortable and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CiteSpace visual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gardens and sorts out its evolution proces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ardens are main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residents’ nee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 China lags behind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showing the trend from the study of landscape 

form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to ecological and health benefit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gardens 

mainly centered arou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at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gardens with human health benefits, ecological governance, landscape 

planning,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gardens are likely to become hotspo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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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自然生态空间骤

减现象，公园城市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城镇

绿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城镇绿地作为城

镇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程度上影响

着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文化传承。社区中的绿

地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挖掘城镇存量绿地、

发扬社区文化并促进社会交流的重要空间，如

何合理、高效利用社区中的绿地正成为国内外

的研究重点之一。中国各省相继推出相关政策

与计划以推动社区空间发展。2020 年上海建立

了中国首个为推动社区服务建设而制定的人才

管理制度——社区园艺师制度，为社区绿化自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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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1]。杭州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提出要推动

未来社区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新城。社区花

园（community garden）作为居住区内部及附

近区域主要的绿地景观形式之一，是人们接

触自然、参加社会交往，进行各种体育、娱

乐、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具有促进人体健

康、推动环境教育、保障城镇可持续发展等

多重意义，能有效缓解国土资源紧张、环境

不公平和社会服务欠缺等问题 [2-3]。社区花园

凭借其具备的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在世界

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笔者在进行社区花

园概念辨析、整理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

助 CiteSpace 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梳理国内外

社区花园的研究动态，分析不同时期社区花

园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为未来研究与实

践提供理论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知 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聚集了国

内外相关研究的核心和前沿成果，具有较强

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在 CNKI 中以“社区花

园”“社区农园”为主题进行检索，在 WoS 中

以“ community garden”为主题、“ article”为

文献类型、“ English”为语种进行检索，时

间跨度为 2000—2020 年，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剔除检索结果中的新闻报道、会

议综述、书评、专栏介绍等非学术文章及

重复文献等无效信息，最后获取 CNKI 有

效 文 献 360 篇，WoS 有 效 文 献 3 425 篇。 受

CiteSpace 数据处理能力和两大平台的文献数

量及关键词数量限制，同时为避免因国内外论

文基数差距造成的关键词数量和频次差别过

大，分别截取 CNKI 和 WoS 中被引量 top 50

的文章切片数据，作为文献研究和知识图谱分

析的数据集。

2  社区花园概念解析
社区花园是社区居民在公共场所种植蔬

菜、花卉或进行其他公共活动的绿地，是城

市绿地景观形式之一 [4]。美国社区园艺联合

会（American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ACGA）认为“只要有一群人在上面共同从事

园艺活动的土地都可以称为社区花园，它可

以在城镇、郊区或者乡村”[5]。虽然 ACGA 对

社区花园的定义较为开放，但不同国家的政

策和社会需求不同，对社区花园的认知也有

所区别。以色列的社区花园是利用城市废弃

地建立的具有农业生产功能的空间，具有保

留和传播社会生态价值的功能 [6]。澳大利亚

的社区花园被视为鼓励居民交流互动的场所，

是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分享资源、食物和知识

并进行园艺活动的空间 [7]6-7。刘悦来等 [8] 认为

社区花园是绿色空间的表达形式，是社区民

众以共建共享方式进行园艺活动的场地，是

促进社区营造和共治的空间载体。社区花园

作为都市农业在社区中的表现形式，能够促

使居民追寻自然、回归传统 [9]9。

总的来说，社区花园是具备公共属性的

开放互动平台，能够为居民乃至社区、城镇

提供良好的共治空间。社区花园不属于绿地

系统分类中的某种具体绿地类型，它是在不

改变原有用地属性的基础上实现场地功能叠

加后产生的绿地景观形式。随着社区花园的

不断发展，虽形式和应用区域有所变化，但

整体依旧保持着提供园艺活动、倡导社区开

放和促进社区融合等功能。中国目前研究对

象中与社区花园相似的名词主要有社区农园、

都市农业、市民农园、份地花园等（表 1）。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多数研究中的社区花

园和份地花园常常不做区分，但英国研究者

提出的份地花园却在不断发展中分化出份地

花园和社区花园 2 个不同的概念，认为份地

花园是社区花园的前身，但在发展过程中二

者又同时成为城市农业的分支 [7]3。

3  社区花园实践演进历程
国内外社区花园的研究数量均呈现上

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社区花园在

城市生态建设和社会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图 1）。2000—2020 年，国外在社区花园领域

的研究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年均发文

量 390 余篇，虽然相较 2018 年，2019 年的发

文量有所下降，但在 2020 年又回升至 535 篇。

相较而言，中国研究社区花园的发文数量较

少，主要分为 3 个阶段：2000—2008 年的波澜

起伏；2008—2017 年的稳步上升；2017 年后

的迅猛发展。社区花园的实践探索伴随着理

论研究同步增长，在国内外分别形成了不同

的发展进程和侧重点。

3.1  国外社区花园演进历程

3.1.1 社区花园的起源（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

中后叶）

社区花园历史悠久（图 2）。近现代的社

区花园最早源于 18 世纪末的英国，最初叫作

份地（allotment），由英国资本家和慈善家出资

购置土地并分租，是为解决在工业化进程中

失去土地的人民的生计问题而实行的措施 [14]。

1845 年的《一般圈地法》中第一次明确了份

地花园的概念，并通过立法来保障份地花园

的发展，成为当时底层居民维持生计，改善

表 1  社区花园相关概念辨析汇总

Tab. 1  Summary of the community garden related concepts analysis

名词 概念 与社区花园的区别

社区农园

城镇中具有公共属性、不改变用地原有属性的绿地，

具有促进公共参与、提供接触自然、增进邻里关系，

最终实现城镇和社区自我更新的景观开放空间

引入中国时因在国外具有耕种功能，初期被翻译

为社区农园，2014 年后逐渐变为社区花园，无

本质差别

都市农业

在城市内部或周边的一种集生产、生活、娱乐、教育

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业，主要服务于市民，是城市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 [10-11]

是功能场地的类别，包含市民农园、社区农园或

社区花园等类型

市民农园
为都市居民提供贴近农业生活，体验耕种劳作乐趣，

在特定场所衍生出可被租赁的农业土地 [12]

服务范围为整个城市居民，市民作为参与者，管

理权归属土地原所有者；社区花园服务附近居民

形成的小型社区群体，由居民自行管理

份地花园
指租借或分配给个人或家庭进行园艺或农艺活动，由

居民团体自行管理运作的闲置土地 [13]87

份地花园是个人土地所有者出租的园艺用地；社

区花园则更注重开放和共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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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的平台。1873—1890 年达到了份地

运动的第一次高峰，也可以被称为社区花园

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15]。

3.1.2 社区花园的发展（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中叶）

受英国影响，1890 年美国城市中出现了

以教育为目的的社区花园，同时也为穷人和

失业者们提供获取报酬的途径，人们对这种

替代空闲用地的功能性绿地抱有美好的期待，

社区花园开始流行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社区花园还被用于缓解经济危机和粮

食供应不足的问题 [16]。之后，德国、法国、

波兰等国家通过立法、建立国际组织、开展

各项花园建设运动等，推动社区花园的实践

进程 [13]87。此时，社区花园达到第二次发展高

潮，并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

3.1.3 社区花园的推广（20 世纪后半叶至今）

随着市民对都市农业兴趣激增，社区

花园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的关注。此阶段的社区花园不再仅被

作为生产用地，更多的是满足城市居民娱乐

需求，同时可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社区花园

为城市带来的效益受到了各国的关注，并诞

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社区花园建设和交

流 互 动 平 台 [17-18]。20 世 纪 后 半 叶 至 今， 法 

国 [19]、葡萄牙、新加坡 [20]、津巴布韦 [21]、斯

洛伐克 [22] 等国家都开始建立起第一个社区花

园。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社区花园的实践，来

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最终达到促进社会融合

和城市发展的目的。

3.2  国内社区花园演进历程

受国外社区花园建设的影响，2000 年后

中国逐渐开展对社区花园的研究。但与国外

不同的是，中国社区花园并不以满足生产生

活为主要目的，而是旨在为居民提供身体锻

炼、促进社区活动、增加邻里交流的社区用

地 [23]。社区花园一方面作为自然空间能够支

持健康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作

为社区空间也能创造更丰富多元的社区生活，

实现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双向提升 [24-25]。不

仅能创新社区的景观设计，还能完善社区的

文化结构，丰富城镇居民的生活体验方式，

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成为新

时代背景下社区发展和自我更新的景观建设

方向 [26]43。

3.2.1 政 治 引 导 下 的 社 区 花 园 雏 形 阶 段

（2000—2007 年）

2000 年国家工业化发展迅速，带动城镇

化建设，中国人居环境或建筑规划类学者开

始关注社区良好环境产生的效益 [27]。最初中

国的研究主要是对美国社区花园建设进行历

史梳理与经验总结，之后对中国社区花园建

设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28-29]。武汉常青花园的出

现是中国社区花园萌芽的象征，它以服务居

民为出发点，是“三个代表”思想下政治工

作的具体产物 [30]。随后社区花园的建设蓬勃

发展，人们认为居住区的园林环境要遵循生

态设计原则，有机结合都市与乡村的田园风

光 [31]。有学者提出建立公众自助景观环境体

系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性，中国的社区自治思

想开始萌芽 [32]。但因缺乏相关政策和建设标

准的引导，导致各方对社区花园的重视不足，

因此此阶段呈现出波浪形的上升趋势。此时

的社区花园是从社区服务居民的角度出发，

以促进居民和群体公共参与为建设目的，较

多关注于观赏性景观的营造。

3.2.2 以农园形式出现的社区花园过渡阶段

（2008—2013 年）

2008 年后社区花园的理论研究逐渐步入

正轨，主张社区绿地规划管理，以考虑居民

的自身活动以及与自然之间的交流沟通为主，

将城市规划与社区规划有机结合，营造艺术

化的社区空间 [33]。2009 年，市民农园和社

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成为研究热点。CSA 模式提倡生活在一

定区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需

一同承担农业活动的风险和利益，这种理念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区花园的后期发展，以

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朴门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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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运动极大推
动社区花园在美国和英

国的发展

2005年新加坡建立第一个社区花园
2009年津巴布韦开始社区花园探索
2012年斯洛伐克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

2013年波兰建设一个社区花园
2014年中国上海出现第一个社区花园

第一个社区花园

作用，缓解种族分裂问题。
1973年美国开展P-Patch计划
1976年法国建立分享花园（shard

1976年美国建立ACGA组织，提
供国际交流平台

garden）办份地国际组织
社区花园发展
的第一次高潮

法推动

的补偿性功能绿地

社区花园的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20世纪后半叶

21世纪

1914—1918年

1939—1945年

W
os

发
文

量
/篇

C
N

KI
发

文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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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②的应用也成为社区花园研究的理论

基础之一 [34-35]。在此阶段社区花园因提供农业

活动多被称作社区农园，与萌芽阶段不同的

是，其开始具备生产功能和教育意义。因其

能够促进城市邻里建设、推动社区发展、保

持生态系统健康，所以在中国有学者开始倡

导风景园林师对社区花园进行规划设计，以

促进农耕文化传承，开展环境教育 [36]。

3.2.3 探索社区花园规划实践和社会效益的发

展阶段（2014—2017 年）

社区花园有效利用城市中的空地，为社

区更新、文化融合和居民间交往提供机遇 [37]。

2014 年起，刘悦来组建的四叶草堂团队在上

海进行了中国内地第一个社区花园的实践建

设——火车菜园，随后百草园、创智农园等

上海系列社区花园建设也推动了中国社区花

园进一步发展 [38]。侯晓蕾等 [39] 以社区微更新

为目的在北京进行公共空间改造设计，随后

杭州、温州、深圳等各地也逐渐开始进行社

区花园的改造建设活动。实践证明，社区花

园的出现能保障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流动

人群等群体更好地融入社区，促进社会稳定，

推动城市更新 [40-41]。同时，学者们开始分析国

外优秀的社区花园建设案例，以求为中国社

区花园的发展和实践提供借鉴 [42]。至此社区

花园正式在中国扎根，但如何更好地与国情

相匹配，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

3.2.4 社区花园管理模式和生态价值的升华阶

段（2018 年至今）

十九大的召开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

出，成为中国社区花园研究的转折点。2018 年

后关于社区花园的研究数量急剧上升。社区

花园的景观营造从单纯的可食功能性规划向

自然教育花园 [43]、可移动景观 [44] 等多样化景

观设计发展。如何管理蓬勃且多元化发展的

社区花园，成为学者探索社区营造下的社区

管理模式时重点关注的问题。“政府－社区”

协作式管理机制 [45]、公共空间再生产－参与

式设计途径－合作关系下的多元共治 [46] 等管

理模式在社区花园的建设过程中被使用，社

区花园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同

时社区单元下风景园林和人体健康之间的关

系、社区花园康养功能与景观功能的关系等

研究内容也正逐渐进入学者的视线 [47-48]。通

过生态修复的方法改善“社区自我修复能力”

也成为促进社区花园发挥生态价值的方式 

之一 [49]。社区的更新和发展不应仅从环境提

升或景观提升上入手，更应打造兼具生态性

与开放性的多元化社区花园，才有助于建设

可持续的社区。

4  社区花园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4.1  社区花园研究热点分析

国外的研究多注重社区花园的健康效益

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构建更舒适更具品质的人居环

境；而中国社区花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空

间营造、公众参与和农业活动 3 个方面。本研

究对国内外的聚类进行整合，共分为社区营

建、公共参与和生态可持续 3 个类别（表 2）。

1）社区营建。主要分为场地规划设计和

社区管理。社区场地的规划设计方面，目前

国际上社区花园主要分为自然教育科普、百家

参会、同乡会和移动装置 4 种营建模式，中国

则普遍以自然教育为主题 [50-51]。设计时，社区

花园建设者常根据空间、主题和用地面积等

提出景观营造的方案 [26]43-46。在社区管理模式

方面，主要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2 个类

型共 6 种自治管理方式 [52]。有学者认为中国

的城市规划需要自下而上“留白”，让社区花

园与城市微更新在改善社区环境、促进居民

社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53]。

2）公众参与。近年来，基于公众参与理

念下的社区花园建设受到广泛关注 [54]。共建、

共治、共享的多层次公共参与理念，被多次

提出用于加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可持续发 

展 [55]，构建结构合理的社区参与式网络也是

居民获取信息和维护社区花园的必要手段 [56]。

社区花园的公众参与体现为前期鼓励社区居民

参与社区花园的设计，组织花友会对社区花园

进行管理，后期设置农夫市集、科普座谈、园

艺手工等活动，促进社区花园的活力 [9]9-11, [57]。

此外，CSA 模式作为一定时间段内流行的农

园参与模式，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建

立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并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 [58]。作为促进社会融合和居民交流互动的

空间场所，社区花园的公众参与性研究自始

至终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3）生态可持续。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增

表 2  共被引聚类汇总分析数据

Tab. 2  Co-induced clustering summary analysis data

类别 聚类名称 S 值 主要关键词

社区

营建

社区营造 0.900 社区营造；人格化社会交往；社会资本；城市规划

社区农园 0.926 社区农园；社区微更新；社区认同感；建成环境品质

社区居民 0.940 社区居民；和谐社区建设；居住质量；绿化美化

公众

参与

社区花园 0.985 社区花园；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公约

都市农业 0.842 城市农业；社区公园；世界城市；农业用地

社区支持农业 0.974 社区支持农业；农夫集市；中产阶级；乡村市民社区

加强党建 1 居民委员会；建设与管理；社区管理体制；业主委员会

gardening 0.643 youth development；garden-based learning；participation；planning

urban agriculture 0.850
community gardens；environmental psychology；theory；planned 

behavior

生态

可持续

green space 0.723 biodiversity；urbanisation；home garden；tree analysis

community 

genetics
0.731 plant architecture；ammophila arenaria；baccharis pilularis；dunes

ecological role 0.783
secret garden；water marine habitat；aromatic hydrocarbon；

microphytobentho

competitive 

hierarchy
0.930

old-field community；field experiments；competitive response；

germination

    注：S 值指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一般认为S>0.5 表示聚类合理，S 值越高，聚类越具有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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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市绿地是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社区绿地营建是打造生态社区和生态城市的

基础与前提 [59]。Arjen 等 [60] 通过马赛克治理

（mosaic governance）③的方法研究后，认为社

区花园能加强城市景观多样性和社区之间的

耦合，带动居民打造生态化社区的积极性。

Marianne[61] 认为社区花园为人们构建起一种生

态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为人们提供生

态实践场所的同时，还具有娱乐、教育、互

动交流等社会功能。有调查发现，社区花园

中重金属铅（Pb）和钡（Ba）超出标准值，这

对进行健康的园艺实践产生一定的阻碍 [62]，

要构建生态可持续的社区花园，还需进一步

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问题。

4.2  社区花园研究趋势

4.2.1 社区花园与人体健康效益研究

社区花园构建的微生态系统能产生积极

的生态效益，但多数研究以环境为主体。建

设健康城市已经成为全球性行动，将人体健

康福祉和环境规划建设交汇融合成为时代发

展的必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有多

个社区自发建设了社区花园，在补充生活物

资的同时缓解居民居家过久的焦虑心情，人

们开始意识到社区花园具有身心疗愈的功效。

国内外对绿地与人体健康效益的研究多集中

于城市公园或森林康养等，以社区花园为主

体的研究虽有涉猎但深度不足。目前研究发

现，社区花园的出现，能够激励居民去建设

良好的生产和管理空间，从而增加自身的行

动力和在社区中的活跃度 [63] ；同时在社区花

园中进行园艺活动能够促进身心的放松，培

养归属感和幸福感，具有治疗作用 [64]。但基

于社区花园的环境营建或活动设置与人体健

康的系统性、内在性有机联系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人体健康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和

效益发挥机制将成为新阶段下社区花园的研

究趋势 [65]。

4.2.2 社区花园生态治理和景观规划

社区花园的出现能促进小区域范围的生

态系统发展，绿色空间的利用和社区居民的

参与度与城市生态之间存在着协同关系 [66]。

社区花园生态景观建设包含 2 个方面：1）构

建合理的生态系统结构改善区域小环境，基

于社区环境管理进行公民生态实践和物种间

协调发展来保障生态可持续和物种多样性，

如法国巴黎铁路农场、上海的虹旭生境花园

等；2）通过景观营造修复场地原有污染，提

供洁净环境。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

注社区花园土壤、空气降尘或水质污染等

问题，对景观营造产生的生态效益研究热度

持续上升，但并未从风景园林学视角提出针

对上述问题的社区花园修复治理景观营造方

案。基于场地修复的社区花园景观营造能够

改善活动环境，生态与景观的结合将成为社

区花园未来的研究热点。

4.2.3 社区花园智能化营建管理

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发展正推动着社会

基础建设的升级。加快数字化建设，营造数

字生态和数字中国成为 2021 年的新目标。浙

江省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早提出

“未来社区”的建设方法，如翻新改造老社区，

保证社区活力，构建绿色化、生态化、智能

化的社区环境等 [67]。目前国内外在“未来社

区”或“智慧社区”方面已有探索，并逐步形

成了可供推广的智慧社区管理体系，但针对

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管理系统和手段尚未形

成。在古典园林绿地智慧化建设 [68]、景观绿

地基质智慧化建设 [69]、城市公园绿地智慧化

建设 [70] 等不同角度的研究数量逐渐上升的发

展状态下，社区花园智能化管理系统的提出

将成为可能。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打造

的社区花园，将以绿地空间的形式在社区中

提供邻里互动交流、促进教育传播和加强低

碳能源供应，在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和监

测下实现风险管控、修复治理的精确化，将

有助于发挥社区花园功能，加强社区的自治

管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社区花园根植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随

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人们对理想诗意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数量也日益增

加。在历史发展中，社区花园逐渐从单纯满

足人们生产生活的租赁用地，变成了提供园

艺活动、休憩游玩的公共绿地空间，且未来

在社区营造和生态城镇建设中，将发挥不可

忽视的作用，探究社区花园将对发挥风景园

林学科作用、推动城镇社区空间营造、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美好人居生态环境构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Notes)：
① 城 市 公 众 自 助 景 观 环 境 体 系（citywid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selfhelp）：在美国“社区花园”景观中较为
普及，指的是利用空闲废弃地块，由公众参与进行自主和
灵活的设计、种植、建造，不需要统一管理和投资（详见
参考文献 [32]）。
② 朴门永续设计理念（Permaculture）：指通过综合利用
生物学、生态学、农学、建筑设计、工程学等多学科共同
促进社区和生态恢复的设计方法，有效改善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现可持续的居住和生活方式
（详见参考文献 [35]）。
③ 马赛克治理是基于公民参与的积极方面和城市景观、生
态环境、社区尺度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一种跨越空间和时
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规划方式（详见参
考文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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