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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凸显传承历史文化特色的载体功能

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公园城市建设的内

在使命。“文化是城市的灵魂。”[8]公园绿地景观可以为

城市特色和地域文化提供展示载体，是承载城市文化记

忆和气质底蕴的注脚。系统梳理城市文化脉络与特色资

源，构建城市公园文化展示体系和街巷游憩体系，营造

历史文化空间氛围；整合城市公园、绿道、绿地等空间

资源，有机融入历史、文化、艺术、时代特征、民族特

色等城市文化，增强市民在游园过程中的文化体验和绿

色获得感；保护好历史文化和历史名园，弘扬中国优秀

园林文化。

美丽引领：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动力，

构建绿色低碳城市产业生态圈

产业绿色低碳化是公园城市宜业的重要表征。“构

建城市产业生态圈，既是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标志之

一，也是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为城市经济增加竞争

力、为生态环境减少破坏力的必由之路。”[9]具体来讲，

就是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动力牵引，以实现生产系统和生

活系统循环为主要目标，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 到 生 产 生 活 各 方 面 ， 自 觉 推 动 绿 色 、 低 碳 、 循 环 发

展，倡导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绿色产业结构和绿色生活方式。

（一）塑造自然与城市联动的协同发展单元

构建生态、生活、生产的融合空间是公园城市建设

的价值旨归。实践表明，促使城市形态扩张的重要因素

就是产业布局的拓宽与调整。建立产业、城市基础设施

和居住社区联动的弹性协同发展单元极为重要。优化城

市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等要素配置，将城市内短路径

交通出行目标作为指导，合理布局产业园区，实现城市

整体功能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在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

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及最大化；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融合“公园+”的第三产业比重；发展

循环经济，提高现有环保产业的生产效率。

（二）拓展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新格局

加 快 产 业 绿 色 转 型 、 完 善 关 联 产 业 载 体 建 设 能 够

为构建公园城市产业生态圈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推

进产业绿色化。鼓励企业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手段，对

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全面管理；扶

持节能减排技术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区域环保产业的

污染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支持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另一方面，实现绿色产业化。以新经济引领绿色低碳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电子商务、

文化创意等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森林培育、生物能源、生

物质材料、生物制药等循环绿色经济，把城市的生态生产

力、生态效益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三）营造建立健全城市产业生态圈的环境

“ 以 美 国 、 英 国 等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治 理 城

市污染至少经历了30到50年的奋斗。”[10]城市的绿色变

革与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市民、企

业、政府各主体长期共同奋斗。一方面，在城市空间优

化布局、人口资源合理分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环境

交通综合治理等方面综合施策，营造公园城市产业生态

圈硬件环境。另一方面，探索建立“政府统领、企业施

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全面参与模式，共同营造

公园城市产业生态圈良好环境。

城乡并举：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关键，

营造城乡协调发展的生态空间

“公园城市不仅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更是生

态文明时代实现城乡融合、和谐发展的新模式。”[11]公园

城市理念指导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旨在构建城乡协调的绿

色生态发展空间及和谐繁荣的社会文化空间，彰显乡村特

色文化和景观风貌，在建设公园化美丽乡村的同时，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版”生态文明发展目标。

（一）完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必须依

赖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机制。用好用活自然

资源、财税、金融等政策，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加

强乡村生态环境系统整治修复和配套设施建设。明确乡

村原生态产品归属，以确权、核算及保护为导向，选准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重点方向，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支撑应用体系。

（二）重视对乡村空间形态的美学塑造

推进全域景观化，建设具有“宜居、宜业、宜游”

特点的现代乡村。场景营造方面，尽可能保留村庄原始

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修复既有生态环境，

完善配套设施，挖掘乡村丰富的场景创造潜力，并与现

代农业、旅游业、文创产业等多种产业融合，探索多元

化经济价值实现路径。绿道体系方面，发挥绿道的串联

功能，将散落分布的农业园区、景区、郊野公园连点成

线、连线成网，打造引人入胜的“景区”系统。

（三）塑造乡村地区多元生活场景

满 足 城 乡 居 民 的 多 元 需 求 是 公 园 城 市 乡 村 表 达 的

Tourist  Streets丨文旅街区 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