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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20年 

作者：吴淑琴  [2006-9-7] 

作为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编制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绿化专业的任务是为政府决策提供规划

依据；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服务，为北京绿化建设行业服务；为北京绘制一幅整体生态健全、城乡协调发展、居住环境

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蓝图。20年来，我们一直承担北京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制订和编制工作，

参与全市与绿化相关的政策法规、各类生态系统规划方案、重大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编制、审查与审定工作，成为

首都绿化建设的龙头和先锋。 

20年前北京园林绿地系统概况 

据调查资料表明，截至1981年底，北京山区人工造林82万亩，封育天然次生林106万亩，合计188万亩，森林覆盖率

7.5%，加上果树等经济林木154万亩、平原地区农田林网等，林木总覆盖率达到15%。北京市域1500万亩山地中，除农

田、河流、水库、村镇及裸露岩石外，有1000万亩宜林山地，当时造林的只有350万亩左右。平原绿化水平也较低，特

别是有110万亩风沙危害区缺林少树。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虽然比解放初期提高近5倍，但只有7.5%，低于全国平均

12.7%的水平，在全国30个省市(包括台湾省)中居第14位。 

市区公园绿地有55处，面积达1647公顷，比解放初增长1.1倍。按当时城市人口平均3.8平方米/人。加上近郊风景区(包

括香山、八大处、碧云寺、北京植物园等)520公顷，公园绿地面积达2167公顷，平均5平方米/人。再加上防护林带351

公顷，苗圃347公顷，花圃23公顷，市区城市绿地的总面积为2888公顷。 

除公共绿地外，在市区范围内，城市道路、河道绿化从解放初期的110多公里增至1770多公里，增加15倍，绿化面积约

为550公顷。不少机关、学校、部队、医院、工厂等院内和许多居住区中也进行部分绿化，粗略统计，已绿化的面积约

7000余公顷。 

城市公共绿地加上道路、河道和单位、居住区绿化，市区城市绿化总用地面积为10494公顷，平均每个城市居民24.3平

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近20%。 

20年北京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历程 

规划理念转变 

第一，从单一的、城乡互不联系的城市绿地系统发展到城乡一体、内外连通、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生态绿地系

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域绿地系统主要以山区荒山绿化、平原农田林网和风沙危害区的植树造林、为数不多的自然保护区

及风景游览区的建立为主，城市绿地系统主要突出的是市区建设区公园绿地的布局与建设，城乡绿地相互独立。随着社

会进步和对生存环境的重视，我们认识到生态绿地系统是人居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自然要素为主体，为人类

生存提供新鲜的氧气、清洁的水、必要的粮食和副食品及游憩场地，并对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和历史景观保护等方面起

到承载、支持和美化的作用。 

基于此，我们2004年的绿地系统规划坚持以城乡一体、内外连通的规划理念指导绿地系统的建立。从生态功能考虑建立

了屏障系统、廊道系统、风沙治理区系统、北京周边绿色空间系统；从生物多样性、人居生态环境、水资源保护考虑，

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湿地系统；从以人为本，为居民提供环境优美的游览休闲空间考虑，建立了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郊野公园系统；为保护土地资源，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农田系统；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古都风貌、传

承历史文化信息，将绿地系统与历史名园及文物保护系统有机结合；为创建“宜居城市”，构筑了生态良好、功能齐



全、服务半径合理、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指标要求的城市绿地系统。 

第二，从注重绿地的使用功能到突出强化绿地的生态功能。 

以前我们在城市公共绿地布局时，更多从公园绿地的游憩功能、街头绿地的美化功能来考虑分布、规模是否合理，即使

考虑到降温、减噪、止尘等功能，也是孤立、机械地划定各类绿地。我们知道从科学的角度讲，所有的动物及人类都依

赖植物生存，生态适应和协同进化是人类生存活动与环境绿地功能之间的本质联系。 

如果我们从生态学角度审视城乡规划中遇到的各类绿地时，就明白它们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景观美化装饰物，或者是仅

供休闲活动的游憩地，而是维持一定区域范围内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环境空间。规划师应努力维护和保持这些绿地长

期自然演进的生态规律，在绿地空间的生态保护价值与经济利用价值间作适当的利益选择，引导城市和区域的用地空间

布局朝符合人居环境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生态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任务。基于这种认识，我们2004年把绿地系

统基本结构与城市的总体空间结构紧密结合，强调了绿地的斑块规模(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的9片绿色限建区)、环状宽

度(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环及四、五环路两侧绿化带各100米宽、六环路两侧绿化带各200米宽)、带网连通（通过楔

形廊道、道路与河道绿化带将屏障系统与城市绿地系统及其他相关系统连接起来），保证城市空气流和生物流的畅通，

使城市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三，从建设用地优先、绿地填补空隙、见缝插绿到生态优先、绿地优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规划公共绿地选址时，尽量选择利用窑坑洼地、冰窖等不适宜建设的区域和城市建设用地的边角

地段，多数情况都是在建设用地布局完才配置绿地，剩什么地用什么地，对位置、规模、服务距离等都少有选择余地。

不难看出，绿地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项内容经常是最没有保障的。而现在我们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城

市生态要素，绿地布局和城市各项用地同时进行，统一安排，有时甚至优先考虑。2002年的北京市区绿地系统规划就是

在2004年总体规划修编前编制的，经市政府正式批准，并在2004年总体规划修编时作为中心城绿地专业规划的依据，保

持了其基本结构和布局，为城市绿地的合理布局、综合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2005年全市新城总体规划全面推开，我

们编制了《新城绿地系统规划要点》，由北京市规划委统一下发给各区县规划部门，为新城总体规划的绿化用地布局、

绿地指标的保证提供规划依据。 

规划目标提高 

多年从事绿地系统规划工作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绿地系统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

今天，解决危机的主要出路之一就是生态绿地系统的保护与发展，这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含义。根据时代发展需求，确

定与时俱进的生态绿地系统规划目标是保证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前提。 

1983年绿地专业规划提出：要坚持为保护、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和城市环境服务，加快步伐，努力提高绿化覆盖率，逐步

实现大地园林化、城市园林化，为人民造福，为子孙造福。到2000年基本完成郊区绿化造林任务，使北京市域林木覆盖

率超过40%，森林覆盖率达到28.6%，市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8.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 

1993年绿地系统规划提出：在1983年中央批复的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高和充实规划内容，形成点、线、

面、带、网、片相结合的完整绿化系统。花大力气搞好环境建设，进一步提高绿化覆盖率，实现把北京建成清洁、优

美、生态健全的花园式文明城市的目标。 

2002年北京市区绿地系统规划提出：争取2005年进入“国家园林城市”的先进行列，使市区城市规划建设区绿地率、绿

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均达到国内大城市领先水平；2007年根据“绿色奥运”的要求，全面完成奥林匹克公园和

与奥运有关的一切绿化工程，把主要街道建成绿化精品街，实现“绿色奥运”目标；2010年全面实现绿地系统规划。通

过规划，实现北京市区青山相依，碧野相连，绿色通道相系；外围郊野公园环绕，中心各类绿地扩展；绿化轴线延伸，

古典园林生辉；楼顶铺绿，墙面垂绿；黄土不见天、城市特色得以体现。 

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绿地专业规划提出以创建“宜居城市”为目标，到2020年，北京林木覆盖率达到55％，森林覆

盖率达到38％。城市绿地率达到44%~48%，绿化覆盖率达到46%~50%；人均绿地面积40~45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16~18平

方米，力争达到“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目标。 

绿地空间布局的变化与发展 

市区（中心城）绿地系统规划范围 

1985年城市规划范围是750平方公里，1993年是1044平方公里，2004年是1088平方公里。随着市区（中心城）规划范围



的不断扩大，绿地系统规划涉及的区域也在不断增加。 

绿地的空间结构 

由互不联系的分散块状、简单的带状城市道路绿化带所组成的所谓“点、线、面”相结合的不成系统的绿地系统，到根

据城市总体空间布局特点、城市文化及城市的生态需求构筑点、线、面、环、廊和楔形绿地相互联系、纵横交错的系统

网络。 

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的发展就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为保持城市中心地区与外部开敞空间之间的通风，在城

市四角的中心大团与边缘集团之间划定6片绿化隔离地区，即六郎庄、安家楼、太平庄、左安门、菜户营、小瓦窑，总

面积57.59平方公里(其中绿色空间42.02平方公里)；80年代末，为保持北京城市分散集团式布局，在中心大团与十个边

缘集团之间划定9片绿化隔离地区，增加了大郊亭、南苑北、清河南，总面积78.55平方公里(其中绿色空间57.40平方公

里)；到20世纪90年代初又在9片的基础上扩大到16片，到1993版总体规划的绿地系统专业规划时就扩大到现在围绕中心

大团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总面积240平方公里(其中绿色空间124平方公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规划又提出在市

区与郊区卫星城之间划定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在城市边缘集团之间划定了10条从城市郊区伸向城市中心地区的楔形绿

地，在“五河十路”两侧各建设200米宽绿化带，建设溫榆河绿色生态走廊等，使城市绿地空间结构与城市总体空间结

构融为一体，使城市绿地生态功能和城市布局更科学、合理。 

绿地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市域 

从单纯造林植树到十大系统的建立。2002年以前的市域绿地系统只孤立地考虑山区、平原、城市绿化，绿地系统不完

整、分级分类不明确、指标统计口径混乱；2004年的绿地系统规划，构筑了包括山区、平原和城市三个空间层次，生态

屏障系统、生态走廊系统、风景名胜系统、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系统、湿地系统、风沙治理区系统、郊野公园系统、

农田系统、历史名园及文物保护系统、城市绿地系统和北京周边地区绿色空间系统的11个绿地子系统，形成全市域山脉

平原相拥、三道生态屏障、平原林网交错、城市绿楔穿插，西北挡、东南敞、廊道与圈层相结合，点、线、面、环相结

合，功能与生态相结合的生态绿地系统（图1、图2、图3）。 

图1 



图2 

图3 

城市 

从20年前单纯由公共绿地、生产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组成的简单城市绿地系统到全方位、多层次的由环境绿地、氧源绿

地、通风廊道绿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兼顾避灾绿地）及生态景观绿地等多元素组成的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图4、

图5、图6）。 

科学技术手段在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规划工作基本都是简单的手工操作，如手工绘图、描图、写字，用线绳在图上量弯曲的线段、用

求积仪在图上量面积、用皮尺在地上丈量线段长度和用地面积等，这样得到的数据很难保证准确；现在所有图纸、表

格、文字可全部采用计算机处理，实地测量采用卫星遥感技术，绿地功能的评估由简单的定性概念到以多学科定量分析

的科研成果作支撑。 



20年北京公园绿地建设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游乐园风靡一时，以石景山游乐园、龙潭湖游乐场为代表，填补了北京游乐场所的空白，使公园真正从单

纯的观赏游览进入到娱乐休闲。20世纪90年代城市绿化广场与专类公园兴起，吸收了一些国外城市开敞空间、休息广场

的布局理念，以西单文化广场、石景山文化广场、密云新时代广场、延庆绿化广场、通州运河文化广场等为代表，在城

市人口密集区和景观节点建设了一批文化广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息、交流的场所；以陶然亭“百亭园”、石景山雕

塑公园、丰台世界公园、北四环的百鸟园、北京民族园等为代表，还建设了一批专类公园，丰富了北京的文化娱乐、科

普教育内容。2000年以来，以城乡一体化的大地景观建设为主旋律，在发展城市建设区内绿地的同时，把城市绿化建设

的重心移向建设区以外的对城市生态环境起控制作用的氧源绿地、廊道绿地、湿地等环境绿地的建设上。市区以第一道

绿化隔离地区、花乡万亩旅游区、金盏郊野公园等为代表，郊区以“五河十路”绿化带、海淀稻香湖、翠湖湿地、延庆

江水泉、妫水河湿地、密云白河公园等为代表。 

图4 

图5 



图6 

20年来，绿地系统规划虽然逐步得到完善，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规划绿地很容易被建设用地侵

占；湿地公园化倾向日益严重；城市集中绿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破坏了植物的生长环境；绿地内设施建设越来越奢

侈，栏杆采用不锈钢、地面铺装用大理石和花岗岩、园灯采用豪华灯饰等；开敞空间的草坪化；居住绿地的山水化等。

这使有限的绿地空间不能发挥最大生态效益，造成建设不合理和浪费性资源缺乏，需要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纠正。 

未来展望 

北京城市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和日趋完善，作为城市建设重要因素的园林绿化事业具有非常灿烂的前景。我们作为北京园

林绿化事业的龙头和先锋，要继往开来，不断完善市域、中心城、新城的绿地系统规划，逐步实施规划，为把北京建设

成真正的“宜居城市”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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