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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之义。进一步打破城乡藩篱，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

为单位，立足主导产业特征和人群需求，统筹优化公共

服务供给，塑造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交往、消费、游

憩等多元生活场景。挖掘当地特色优势资源，开办农家

乐、民宿、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休闲农业等，满足市

民日益增长的旅游度假、休闲养生等新消费需求，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和农民增收渠道。

多元共生：以推进多元治理为保障，

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作为超大特大城市转型的新探索，公园城市治理是

对城市治理历史的超越，强调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团

体、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治理网络关系，通过多

元、平等、协商、共赢方式实现良治善治，进而实现高

水平多元共治目标。“公园城市的现代治理应随着时代

发展不断深化，形成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12]

（一）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

公园城市以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为治理动

力。市场主体方面，在政府积极的低碳消费政策及行为

示范引领下，企业生产符合公园城市特色的生态产品，

社会团体充分发挥推动低碳消费的积极价值，个人以良

好 消 费 行 为 积 极 参 与 公 园 城 市 低 碳 发 展 。 产 业 格 局 方

面，以生态为驱动，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强化产业支撑

作用，推动空间、交通、能源结构协同发展。价值转化

方面，重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形成以特色生态产

品和生态消费场景为支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态

要素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同时，放宽公园城市建设和

运营限制，有效引导全社会预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有效结合，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

（二）健全完善公园城市的生态良法体系

公园城市以健全完善的生态良法体系为治理保障。

注重科学立法，充分考虑公园城市特点和市民诉求，建

立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丰富公园城市法治供给。严格

执法监督，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

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护航公

园城市生态保护。健全司法职能，确保各项法律规定从

“纸面走入生活”，各项权利从“制度走向现实”。普

及守法教育，进行生态文明和法律知识宣传、道德培养

及行为引导，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转化为个人

的自觉行动，共同维护城市秩序和法律尊严。

（三）探索多场景互联互动智慧治理方式

公园城市以智慧治理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治理的主

要方式。一方面，将新兴技术作为公园城市智慧治理的

驱动要素。通过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推动城市治理模式

创新，物联网负责数据采集、云计算进行数据处理、移

动互联网承担数据传输、人工智能应用于生态环境感知，

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多维度投射场景应用，跨部门跨领域

协同，构建公园城市智慧治理新模式。另一方面，将应用

场景作为公园城市智慧治理的重要载体。通过智慧手段打

造多场景互联互动的有机生命体，完善城市智慧运行管

理平台，聚焦智慧生产、智慧生活、智慧消费等实际场

景，打造新时代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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