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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基于公共空间共享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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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日益凸显。城市农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具有着独特的社会、

文化和生态价值，其景观设计对于公众的参与度、场地的可持续性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基于公共空间共享

的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策略，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城市农园景观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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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城市农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具有着独特的

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其景观设计对于公众的参与度、场地的可

持续性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探讨

基于公共空间共享的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策略，成为了当前城市规划

和设计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的重要性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城市提供了可持续性的

解决方案，可以同时满足城市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城市

农园景观设计不仅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新鲜的农产

品和社交活动，还可以促进城市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城市农

园景观设计也能够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促进城市居民之间的

互动和交流。此外，城市农园景观设计还可以为城市提供一个教育

场所，让居民了解食品来源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综上所述，城市

农园景观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城市提供多种好处，同时满足

人们的各种需求，有助于打造宜居、可持续的城市[1]。 

二、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原则 

1.生态友好原则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应遵循生态友好原则，即将生态保护融入到

景观设计的方方面面。设计师应考虑如何 大程度地保护原有的生

态环境，同时引入更多的生态元素来增强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这

包括选择合适的植被、土壤和水源，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促进土

地保育和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生

态友好原则有助于打造可持续、健康和美丽的城市农园景观。 

2.社会参与原则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应遵循社会参与原则，即将社区居民的需求

和参与融入到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应该与当地居民和组织合

作，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以便更好地满足社区的需求。社会参

与也有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并激励人们对农业和环境保

护的参与。因此，社会参与原则可以促进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的社会

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 

3.人文关怀原则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应遵循人文关怀原则，即将人的需求和体验

融入到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应该考虑如何提供 佳的使用体

验，包括安全、舒适、便利和愉悦等方面。此外，设计师也应该将

人文元素融入到景观设计中，如文化、历史和艺术等，以增强景观

的艺术性和文化性。人文关怀原则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和归

属感，进而增强城市农园景观的可持续性。 

4.可持续发展原则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即将社会、经济和

环境的可持续性融入到景观设计的方方面面。设计师应该考虑如何

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同时保持对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这可以通过采用低碳材料、能源和技术、促进能源和水资源的节约

和再利用、提高社会公正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等方式实现。通过可持

续发展原则，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好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效益，同时保护生态系统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2]。 

三、基于公共空间共享的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策略 

1.空间组织策略 

（1）功能分区与流线优化 

功能分区是将城市农园分成不同的区域，以便实现不同的功

能。例如，可以划分出菜园、花园、休闲区和社交区等。流线优化

则是设计人员在规划城市农园时优化路径，使公共空间与周边环境

的交通更为便利，同时减少不必要的交通拥堵。这些策略能够帮助

设计人员更好地规划空间，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空间的共享。 

（2）空间层次与节点设计 

空间层次涉及到场地的尺度、空间关系和形式等，可以通过增

加层次和多样性来提高场地的使用价值。节点设计则是为了提供更

多的功能和可能性，例如可以增加交通节点、游戏节点和休息节点

等。这些策略能够为公共空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公共空

间的共享和利用。 

2.生态环境策略 

（1）多功能绿地系统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可以采用多功能绿地系统来 大限度地利

用场地，提高其效益。例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绿地系统，如湿地、

雨水花园、生物滤池、绿色屋顶、垂直花园、种植带等进行整合。

这样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共享，包括水资源管理、水净化、生态保

护、景观美化、空气净化、降温等。多功能绿地系统的实现需要综

合考虑场地的生态条件、气候环境、社会需求和可持续性等因素。

例如，在设计水资源管理方面，可以通过利用生物滤池和雨水花园

等措施，收集、净化和储存雨水，以满足城市农园的灌溉需求；在

生态保护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生态廊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措施，

提高场地的生态系统功能。 

（2）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廊道 

设计人员在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可以采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廊道的策略，以促进生态保护和提高场地的生态系统功能。例如，

在增加植物物种的多样性方面，可以将当地植物、自然植被和特色

植物种植在城市农园中，增加场地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美观性。在

建立自然生态系统方面，可以在城市农园中引入自然生态系统的要

素，如湿地、河流、湖泊等。这些自然要素可以为场地提供自然的

生态系统，增强场地的生态系统功能。 

在增加生态廊道方面，可以将城市农园连接到周边的绿地系统

和自然生态系统中。这可以通过建立自然通道、道路、桥梁等方式

来实现。这些策略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农园的生态系统功能，还可以

为公共空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增加观赏性和游憩性等[3]。 

3.社会参与策略 

（1）跨界合作与利益共享 

在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的跨界合作需要在设计前期明确各方

的合作方式和合作内容。设计人员需要和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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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居民等各方进行协商，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任务，以确保项目的

有效推进。例如，在筹资方面，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申请政府的

资金支持；在资源共享方面，可以与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支持和物

资支持；在劳动力共享方面，可以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农场管理和维

护。同时在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的利益共享需要平衡公共利益和个

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更好的公共空间共享和可持续发展。设

计人员需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以达到更好的

共赢效果。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设计人员需要考虑场地的用途

和功能，平衡农业生产和景观美化的需求，同时保护环境和生态系

统；在社会参与方面，设计人员需要增加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提高

居民对城市农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公众参与与教育推广 

公众参与和教育推广是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策略，

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提高公众对城市农园的认知和意识。 

首先，公众参与可以通过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农场工作和管理来

促进社区居民对城市农园的参与和归属感。例如，在农场工作方面，

可以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农业生产、种植、养殖等工作，让他们亲身

参与农业生产，增加对农业的了解和认识。在农场管理方面，可以

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农场管理和维护，例如清理垃圾、维护设施等，

让他们参与农场的日常管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其次，

教育推广可以通过开展农业教育和公众宣传活动来提高公众对城

市农园的认知和意识。例如，在农业教育方面，可以在城市农园开

展农业知识讲座、农作物展示、生态考察等活动，让公众了解农业

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促进公众对农业的理解和认同。在公众宣传方

面，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和社交媒体推广等方式，向公众介绍城

市农园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公众对城市农园的关注和支持。 

4.文化传承策略 

（1）地方特色与文化元素 

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地方特色和文化元素融入到景

观设计中。例如，可以利用当地的传统建筑风格和景观元素，如当

地的花草树木等，使场地更具地方特色。在景观设计中，也可以利

用当地文化元素，如当地传统的工艺品、传说、习俗等，设计具有

地方特色的园区元素。此外，农业文化是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重要

的文化元素之一。可以在场地中建立农业历史博物馆、展览馆等，

将场地打造成一个展示当地农业历史的场所。设计人员还可以通过

农业文化元素的融入，如当地特有的农作物和果蔬等，来推广当地

的农业产业，增加场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农业历史与故事传承 

通过对场地历史和发展的呈现和解说，设计人员可以让参观者更

好地了解场地的背景和历史，从而增强场地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在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呈现场

地的农业历史和故事。例如，可以通过展示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

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来展示场地的农业历史和传统。另外，设计

人员还可以通过举办农业文化节、农业展览等活动，来向公众介绍

场地的历史和发展，并展示当地的农业特色和成就。此外，设计人

员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展示、虚拟现实等，来呈现

场地的历史和发展。这些新颖的展示方式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

参观者，还可以让参观者更深入地了解场地的农业历史和文化。 

在农业历史和故事传承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应该尊重历史，尊

重文化，以确保场地历史和文化元素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通过这些

策略，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可以加强场地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同时

也有助于增加公众对农业和环境保护的理解和支持[4]。 

四、基于公共空间共享的城市农园景观设计实践案例 

1.案例一：某城市社区农园 

（1）案例概述 

该社区农园位于城市核心地带，占地约 2 公顷。该农园以社区

居民为主要参与者，通过公共空间共享策略，实现城市绿化、废弃

物循环利用、社区凝聚力提升等目标。农园内分为蔬菜种植区、果

树种植区、休闲活动区和教育培训区，为居民提供丰富的休闲、互

动、学习机会。 

（2）案例分析 

通过将城市农园设计为社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该案例提高

了社区居民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绿色空间和康体设施。

同时，农园的日常管理和活动组织依赖于居民自发参与，从而增强

了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彼此间的互动。此外，该农园还利用城市废弃

物进行有机肥料生产，推动循环经济发展[5]。 

2.案例二：某城市公园农园 

（1）案例概述 

某城市公园农园位于市区一座大型公园内，总面积约 1.5 公顷。

公园农园采用开放式设计，吸引公众参与。农园内设有观赏性农作

物种植区、食用植物种植区、生态水体及自然教育区等多功能空间，

为市民提供休闲、观赏、学习和体验的场所。 

（2）案例分析 

该公园农园充分利用了现有公园空间，通过共享策略与公众互

动，提升了公园的吸引力和功能性。农园内的生态水体有助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改善。多功能空间设计使得市民可以在农园中感

受农耕文化，了解食物来源，提高环保意识。开放式设计还为市民

提供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3.案例三：某城市屋顶农园 

（1）案例概述 

某城市屋顶农园位于一座商业综合体的屋顶，总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该屋顶农园将空闲屋顶资源利用起来，采用集装箱、立体

种植等方式进行高效种植。农园内种植了多种蔬菜、草本植物和果

树，同时设有室外休闲区和教育活动区，为周边居民和游客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休憩场所。 

（2）案例分析 

该屋顶农园利用了城市空间中常被忽略的屋顶资源，实现了城

市空间的高效利用。通过引入立体种植、集装箱种植等创新技术，

提高了农园的生产力。同时，屋顶农园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可观

赏、学习和互动的共享空间，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生活质

量。此外，屋顶农园还有助于改善城市热岛效应，降低能耗，促进

可持续发展[6]。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公共空间共享的城市农园景观设计策略应该充

分考虑生态友好、社会参与、人文关怀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在实

践中，空间组织策略、生态环境策略、社会参与策略和文化传承策

略都是常用的策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

城市农园景观设计中的公共空间共享策略，不仅可以促进场地的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同时还可以增加公众对农业和环境保护的理

解和支持。这些策略为城市农园景观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

考，也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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