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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现阶段，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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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不断更新、民众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下，城市空

间的动态结构机理日益复杂。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农业

景观重回大众视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基

于高层建筑项目的增多，城市空间下的社会互动有所减

少。而农业景观的出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市空

间网络的连接性。通过对农业景观的分析，其弹性社会

互动性能较强，可适应不同群体差异需求。农业景观发

展中，由城市空间点状分布替代既往的城郊规模化，关

键内容是要转变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属性，使其转变为

社会行为属性。从此种角度来看，本次研究具有现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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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然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各城市景观并没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城市间存在明显的同质化现象。特别是高层建筑数量

的增多，转变了既往人际交往模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日益减少，社会互动率下降。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城市空间的社会互动性，不少城市空间规划开始加强对农业景

观的重视。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问题；随后归纳了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类型；最后，对城市

空间中农业景观的社会互动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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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China's urban scale and urban space 
have been expanding.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the urban landscapes in China do not have typic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urban appearance is the same,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homogenization phenomenon between 
cities. In particular,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s has changed the previou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 mak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decrease day by day, and the rate of social interaction decreasing. The problem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urban space, many urban spatial plans have begu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n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in urban space, and final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influencing th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in urb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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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意义。

一、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景观同质化

通过对城市空间发展现状问题的分析，发现当前不

少城市空间都存在景观同质化的现象。近年来，我国国

民经济稳定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在此种情况

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筑工程项目有所增多，

致使城市面貌、建筑形式及景观建造等，不再是城市建

设重点关注的内容 [1]。为满足城市居民的居住与生活需

求，住宅逐渐呈现出商品化发展趋势，高层住宅逐渐增

多，城市面貌主要表现为三段式的高层住宅。此种现象，

并非是单个城市发展的特征，而是绝大多数城市发展的

特征，城市景观出现严重同质化现象。此种城市景观建

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景观单一、功能有限。

城市空间发展中，过于追求建筑项目数量，而未关注风

格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此种现象导致城市空间中的景

观质量与数量处于割裂状态，使城市本身的民俗风情、

历史文化等特色不断消失。

（二）人际互动缺失

就我国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来看，宅院邻里是主要

的人际交往方式，而且延续了上千年 [2]。随着城市发展

的加快，为满足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居民的居住需求，高

层住宅数量增多，逐渐形成组团居住模式。举例来说，

四合院是北方民居特色，作为大家族聚居的模式，其以

院落作为核心区域。目前，家族规模不断缩小，从既往

传统的大家族聚居方式，转变成不同群体的杂居，唯一

没有发生改变的是依然以院落为主。民众生活与交流围

绕着庭园开展，邻里之间充满情感，人际交往能够通过

房屋院落的互动，逐渐延伸到街头巷尾。城市空间中分

布大量的高楼，地面空间缺失，人机交往的社会互动减

少。在互联网社会中，电子设备成为了人际交往的主要

方式，沟通与交流不需要面对面交流，致使人际交往的

关系越来越浅，人情越来越淡薄。

（三）生态环境恶化

通过对城市空间发展问题的分析，当前生态环境恶

化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

对环境的保护都以附属地位为主。城市空间发展中，将

经济作为主要向导和目标 [3]。与生态环保问题相比，明

显更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为促进社会区域经济的发

展，滥砍滥伐、资源能源过度开采等现象比较严重，造

成了我国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比较常见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水土流失、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等。尤其是在工业

化生产中，需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能源与资源从最

初的开采，到最后变成废弃物丢弃，极大程度上造成了

资源与能源的浪费。资源与能源无法实现循环利用，会

在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

二、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类型

（一）社区农业与街道农业景观

城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类型中，社区、街道是比较

常见的农业景观类型。其中，社区农业景观。此种类型

下的农业景观，是在城市居民居住区中植入农业，形成

绿色社区 [4]。其一，垂直社区农业景观，是以屋顶、下

沉广场等农业景观为主。其二，分散社区农业景观，以

城市社区居住空地的农业景观为主。在社区景观中，可

将绿色植物种植到传统社区中，使其形成绿色社区，提

高城市空间农业景观面貌。另一方面，街道农业景观。

此种类型下的农业景观，占地面积不大，街道两侧是主

要的景观分布区域，分布灵活性较强。同时，也可分布

在街道尽头或是路口交叉点，通过创建农业景观休息区

的方式，供城市居民互动与休息。此外，也可分布在商

业街区域，在商铺前的空间创建农业景观，给人心旷神

怡的感觉，转变既往传统的购物模式。通过此种方式，

可充分提高城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水平，为促进城市空

间居民社会行为的互动提供条件。

（二）公园与公共建筑农业景观

通过对城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类型分析，发现公园

与公共建筑也是比较重要的农业景观。其一，公园农业

景观。此种类型下的农业景观，是将农业作为主题的城

市公园。在创建城市公园过程中，将农业科普、观赏、

种植及农作物的采摘等模式，与城市公园有效的结合。

由农作物替换公园原本种植的植物，使城市居民的观赏

性得以满足，促进城市居民彼此间的行为互动 [5]。在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使农业景观进入到城市公园中，让城

市居民产生新鲜感，自觉主动地与农业景观接触。在农

业景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从单纯视觉参与逐渐带动行

为参与，提高社会互动性。其二，公共建筑农业景观。

此种类型下的农业景观，包括写字楼、学校与商业综合

体等农业景观等。在学校农业景观中，主要是在开阔的

场地与活动教室中种植农业景观。利用农业景观吸引学

生注意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及操作能力，可作为新型学习模式广泛应用于学校

教学中。在商业综合体农业景观中，主要是在室内店铺、

步行街及其前广场等区域，种植农业景观，转变既往单

一枯燥的购物消费方式，使商铺经营者与城市居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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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良好的互动，为城市居民提供全新的互动消费模式。

从某种角度来说，将农业景观布置到公共建筑中，可从

多个角度上实现对使用者体验效果的转变，提高社会互

动性。

（三）低收入区农业景观

在城市空间中，低收入区农业景观也是一种农业景

观类型。此种类型下的农业景观，是在低收入区种植农

业景观，使该区域产生城市景观的效应，从而为该区域

提供更多的工作机遇。通过对低收入区的分析，此类区

域一般是城市内老旧区域和残破区域。在多种因素的影

响下，没有办法对此类区域进行重建。此时，可将农业

景观植入到低收入区，用于对城市形象的改善，吸引更

多游客的注意力，提高城市社会互动能力，实现对该区

域就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矛盾的缓解提供有力保障。

就城市农业景观来看，其对社会互动有较大影响，形成

的社会互动具有实质性特征。不同的农业景观下，城市

空间的特性存在差异，不过都可从意识与行为角度上，

增强城市空间社会互动，促进城市发展。

三、城市空间中农业景观的社会互动影响机制研究

（一）农业景观社会互动介质效应

在城市空间中，核心区域内的公共空间对城市的作

用，与空间的大小、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于公共

空间必须位于多样化群体的合理位置，可使空间获得活

力指标。小尺度空间互动，可减轻高质量社会连接缺失

造成的精神压力。就农业景观来说，其不仅具有社会互

动的特质，也有适应碎片化空间的特征。因而，农业景

观能够成为城市空间中可以被民众主动感知的要素。

一方面，在城市空间中，契合农业景观下的社会生

活方式。在受周围群体影响方面，与乡村居民社会性相

比，城市居民的社会性受到的影响更强烈。而且，其扩

散程度要明显高于城郊居住密度偏低的区域。农业景观

介入后，使城市社会互动的传统形态发生改变，以精巧

设计出现在城市居民的视野中，居民的下意识就会觉得

好奇、新鲜，更容易接受，具有正向效应。现阶段，绝

大多数城市核心区的居民，都乐见于社区公园或是街道

的农业景观。农业景观在城市空间中所引发的居民直观

感受，可转变居民的审美意识，从视觉层面上实现对居

民社会行为的引导。

另一方面，重视生态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一

环。潜移默化的熏陶，是学习的基础和前提。通常来说，

在环境中接受教育，离不开社会的互动行为。生态环境

理念下的感知培养，与实践行为脱离，将会导致情感体

验的缺失。

（二）城市空间中农业景观的价值

城市空间中，从多个角度上分析农业景观的社会互

动影响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在相对积极的社会互动共

生机制中，部分特质彼此间能够强化，从而会出现多种

城市间互动形式，此种形式具有显著效果。

首先，提高城市空间的优化效率。我国绝大多数

城市对效率的追求较高，基本上与一线城市保持持平的

状态。在此种情况下，不少城市都通过与农业景观的接

触，而获得了相应的农业景观空间效益。通过对农业景

观优势的分析，可明确其具有自然审美价值。城市居民

在城市空间下的农业景观中，可以活动身体、释放精神

压力。参与到城市空间农业景观的居民，在受到农业景

观照顾的同时，也为农业景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城

市日常生活中设置农业景观，包括高层建筑周围、街道

上、公园中等，可使接触到农业景观的群体专注力有所

提升。

其次，创新社会连接。城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可

使不同的城市空间有所连接，对于熟人群体社会互动行

为具有培育性的作用。社区、街道和校园等重复互动行

为，能够使社会群体彼此间形成比较强的连接关系，此

种关系以内聚性为主，具有亲密性的特征。在强链接

下，居民的范围圈子有所缩小，圈子内的居民联系不断

密切，会逐渐形成相同的兴趣和行为。在弱连接下，城

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的弱连接效果更强。空间内部、外

部基于弱连接，会缩短不同群体联系、沟通的方式，从

而提高城市空间内外信息沟通水平，形成具有开放性特

征的聚落。

最后，更新消极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发展消极空间

中，城市建设的处理比较简单，以拆除重建为主。消极

性特征在某个角落因拆除而消除，但又会在另外区域萌

发出来。在城市消极景观中引入农业景观，能够创新出

操作比较简单且成本相对偏低的空间修复方式，使脆弱、

消极的城市空间能够从简单的景观构造角度，改变城市

空间格局，提高城市空间社会互动水平。

四、结语

现代社会发展中，城市空间的社会互动能力不断下

降。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颠覆性地更

新，是城市变革无法承受的。城市空间中的农业景观需

要有包容性特征，能够根据城市变化实际情况，合理地

做出反应。通过社会互动机制，将其融入到城市空间社

会关系中，可有效促进城市新的社会连接。在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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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本社会互动偏低的城市空间也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契机，对于社会区域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期望在本次

相关内容的探讨下，能够为日后提高城市空间规划水平

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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