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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口袋公园规划设计研究进展 
吴俊颖 

(1.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1)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们对于景观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城市的城市发展速度快，
城市的密度在不断加大，建设大量城市公园绿地难以实现，因此出现了口袋公园。口袋公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休闲娱乐空
间环境，缓解了人们精神压力，同时美化了城市环境，调节了城市小气候，为城市的生态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对于近十年来城市
口袋公园规划设计的相关文献和期刊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从口袋公园的概念、起源、特征以及类型等四个方面出发，对城市口袋公
园规划设计的内容进行了综述，并通过对于文献的阅读研究得出城市口袋公园规划设计研究和其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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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的密度逐渐加大，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在不

断的增加，人们渴望接近自然，获得心灵的慰藉以放松精神，更好

的工作生活。城市口袋公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娱乐休憩空

间，缓解了精神压力，陶冶情操，改善了城市面貌。同时由于我国

政策发展的影响，多个省市在“拆违拆临”目标的影响下不断开展

城市口袋公园的建设，完善城市景观结构，因此研究口袋公园的规

划设计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口袋公园的概述 
1.1 口袋公园的概念 

口袋公园也被称之为是袖珍公园，是指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绿

地开放空间，呈斑块状散落在城市当中，服务于当地的居民，口袋

是指它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如同衣服的口袋一般，方便人们接近

和感触，同时口袋公园具有便捷、舒适、精巧以及兼顾了私密性和

实用性等的特点，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城市当

中通常以小型运动场、街心花园、城市小型绿地、小公园等形式出

现[1]。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密度较大，城市用地紧张，城市小型开放

绿地逐渐受到群众的热爱，口袋公园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2]。 

1.2 口袋公园的起源 

1963 年，在纽约公司协会所组织的展览会当中，风景园林师罗

伯特·宰恩的布润联合公司提出了“为纽约服务的新公园”，口袋

公园的概念在此提议中延伸而来，在高密度的城市当中，建立呈斑

块状分布的小型公园。口袋公园是为了调节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和景

观绿地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人们提供舒适便捷的景观环境，满足人

们对于公园绿地的需求[3]。在 1967 年美国纽约市 53 号大街，佩雷

公园正式对人们开放，这标志着口袋公园的诞生，佩雷公园受到市

民的广泛应用[4]。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

的用地资源开始变得紧张，人们对于城市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人

们渴望走进自然，陶冶情操缓解精神压力，口袋公园的发展已是必

然趋势[5]。 

2 城市口袋公园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美国 

美国作为口袋公园的发源地，最早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口袋公

园——佩雷公园，美国成为了最早使用口袋公园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的国家，美国的口袋公园更加注重使用者的需求，是对于城市公共

设施缺乏的补充，目的是为了加强邻里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良好

的交流平台，所以美国的口袋公园主要是应对城市问题，美国的城

市口袋公园主要针对老年人、儿童和上班族[27]。 

2.2 中国 

目前中国口袋公园的发展相较于其它的国家一定的差距，小区

游园是中国现行绿地分类标准中最小的公园，对于街心花园、写字

楼花园、街头小型绿地等我们通常视为口袋公园的雏形，口袋公园

的出现虽然受到了我国市民的广泛青睐，但是我国口袋公园还有很

多现存的问题，例如规划设计不合理、功能设施不全、维护不力等
[30]。近年来我国口袋公园的建设主要是基于对于老城区的改造和“拆

违拆临”的政策的响应，在城市空地上建立起了口袋公园，口袋包

公园承担着衔接城市绿地空间的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城市环境的

功能；近两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别涌现出了大量的口

袋公园，政府对于口袋公园的建设更加重视，这种占地小、投资少、

使用率高的城市绿地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一定程度

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与人

之间的仙湖交流。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口袋公园的数量还

会不断增加，口袋公园的建设也会不断地完善。 

3 总结及其展望 
口袋公园的发展至今虽然仅有短短半个世纪，但是在世界各地

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口袋公园的建设越来越多，口袋

公园是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物质经济水平提高的

必然产物，口袋公园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更

多是为了加强人民的身心健康，增强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而存在，

口袋公园便捷、微小和无处不在的特点广泛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

口袋公园的出现也缓解了由于环境问题带给人们的健康问题。口袋

公园的存在和发展价值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景观价值，它对于整个社

会的经济、整治、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于口袋

公园的设计我们应当在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下同样做到“以人为

本”的基本原则。在将来的城市建设当中，口袋公园的发展将会仍

然以调节人与场地，人与社会，人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为主

要问题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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