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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东亚绿色城市 GREEN URBANISM IN EAST ASIA

摘    要

作为落实绿色城市的重要手段，都市农业正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悄然兴起。由于中国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保

持着关键主体地位，中国的都市农业形成了一条迥异于欧美各国推行模式的独特道路。研究旨在突破以往

对于都市农业影响和设计的关注，转而对其在中国的运维治理模式进行考察，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促进中国和国际绿色城市建设。通过分析广州农都里花城农园、上海创智农园和深圳白石洲自留地等三个

都市农业案例，探讨中国绿色城市先行城市是如何利用城市治理作为手段发展都市农业。借由检视这些案

例日常运维过程，发现中国绿色城市先行城市的绿色城市治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市政当局主要依据不

同城市区域的独特功能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这种实施策略不仅使得这些先行城市的都市农业展现出多

样的运维方式，促进了城市韧性的形成，还激发了城市居民的参与热情，使得居民可以从不同层面出发践

行都市农业，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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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riculture, which involves practicing agricultural methods in urban areas, is emerging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as a re-
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urbanism. However, the dominant governance approach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ese 
citie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self-governance through urba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green urbanism i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urban governance approaches used i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going beyond existing works that focus solely on the impact and design of such practices. To 
achieve thi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pioneers of green urbanism in China adopt urban governance as an approach to develop 
urban agriculture by studying “Cityfarm” in Guangzhou, th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Garden in Shanghai, and 
households’ farmlands in Shenzhe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se ca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ioneers of green urbanism base their strategies on diverse urban functional areas, implementing various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develops various daily management approaches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of 
cities but also stimulates the initiative of urban citizens, fostering a societal consensus that integrates governmentality with ur-
ban agricultur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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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与都市农业：中国的绿色城市实践

作为绿色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

农业主要是指位于都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

活动，是一种包括从生产、加工、运输、消

费到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服务的完整经济

过程 [1]。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的背景下，都市农业更具紧迫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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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权威，以及制度化或破坏权力等方面的博

弈过程中践行了都市农业 [16]。

具体而言，针对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主

要是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部门企业等

之间在政策、规划、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

作，实现城市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

方面：（1）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涉及土地利

用规划和资源分配，通过制定土地政策，明

确农业活动，实现城市农业和城市发展的有

机平衡；（2）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涉及到环

境可持续性，其通过采取政策措施来鼓励可

持续农业实践，降低碳排放，减少城市的生

态足迹；（3）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还涉及到

社会影响，通过对农业从业者的支持保证和

组织与农业相关互动，促进城市的包容；（4）

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还涉及到经济发展，并

通过激励农业企业创新、市场拓展和农产品

加工等方式增加城市的经济多样性 [17-24]。

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背景下，针对中

国的都市农业治理更展现出特殊性。相对而

言，欧美国家多数采用自下而上的行政治理

体系，使城市居民从各个层面拥有较大的自

主权，如在农业生产空间的需求、实践目的

等方面对都市农业进行干预 [25]。与之不同，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都市治理过程中一直发挥

着关键主体作用[26]，这也促使在中国都市农

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迥异于欧美各国地

方政府与城市居民的博弈关系，进而构成了

中国都市农业实践管理的特殊性。

2 中国先锋城市三类功能空间的都市农业实践

由于中国城市的发展正经历着快速城镇

化，其城市功能区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因此

各地市政当局在践行都市农业时，需要不断

依据城市功能区的独特功能提出相应的治理

实施策略（表1）。

不仅可以推动城市从消费性空间向生产性空

间转变，还可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促进乡

村发展，使得城市建�、����和文化环

境�得�一发展 [2]。

中国都市农业的发展也��了��的�

�关�。�多�者从都市农业理�、��生

产、城市规划等�度出发对中国都市农业的

�品��、空间�局、��方�、经济、社

会和环境影响以及�来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

了���� [3-6]。如，�振如和�� [7]以��

为�，��了都市农业与生态��和文化创

�产业的���式；���等 [6]通过层�分

��和����对上�的都市农业实践进行

了����；���等 [8]以��为���了

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 [9]以��为对���了其实施都市农业

的发展构�。�而，�有���对都市农业

的治理关�不足。

文��在通过�较分���农都��城

农�、上�创�农�和�����自�地�

个��，��都市农业在中国的实践运��

式。��这��城市的�因在于��、上

�、��是践行都市农业的�行城市，�据

2021�发�的�中国绿色��城市发展���

�（2021）�，其不仅在绿色城市建�方面的成

��居�国��，还经��其他城市�作绿

色城市建�的��指�实践 [10]。��的�目

也分�代表了这���城市内的��主要城

市功能区：农都�城市农场位于中��务区，

创�农�位于��区，而���家�农��

位于城中村。因此，通过��中��务区、

��区和城中村等具有独特的城市功能内都

市农业治理�式，以��面地��当代中国

践行绿色城市的�行城市是如�利用城市治

理作为��发展都市农业，从而在理�和实

践�方面推进中国和国�绿色城市建�发展。

1 城市治理与都市农业的关联

1.1 城市环境提升：出台政策促进都市农业

建设

自20��30�代��，都市农业作为

实现城市与环境和�发展的重要��出现在

欧美国家 [11-12]。而在中国，其��出现较�，

��发展�速。2003�，上�市�发�了�上

�市城市�体规划（1999 - 2020）�，明确�都

市�农业��城市规划，并��增加相应功

能土地面�指� [13]。��，��、��、�

明等其他主要城市也相�出�相关政策�

规，力�以都市农业为��，促进生态服务

和生�保�。

在这�政策的支持下，中国都市农业在

提升城市环境方面也�生出更多的功能。�

�，由于中国���数大，���地少，都

市农业通过生产�品，可以有���城市�

�，从数�、��、��、品�和种�上保

�����；其�，都市农业可以通过保�、

��城市系�，��城市空间和提升城市景

�品�，以促进中国城市环境的提升；��，

都市农业可以通过促进中国��农���，

��城市文化等方式，推动中国城市文化的

发展；此�，都市农业还可以通过提供�业

和��保�，促进乡村振兴，支持中国经济

的增� [14]。

1.2 社会空间关系维系：具有中国特色的都

市农业治理实践

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农

业的治理实践是一种��的社会空间关系。

其通过政治层面的�协、�制和不同程度的

包容，促使利�相关方服从治理�利��的

过程 [15]。�言之，对于都市农业的治理其实

是一种地方政府与城市居民针对都市农业的

互动，并通过在�求或对�利�、行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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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州农都里花城农园：推广农业技术、

公众展示产业链

��农都��城农�位于��中��务区

（CBD）的�城�场��，�地2 hm2。由于

�城�场����着成�上�的���来�

�，农都�也�分利用这一��，�其��

成���大�区�个以现代农业为主�的�

�式����体，�在��农业��和绿

色消费等多�功能，向��推�现代农业

�� [27]。

针对农都�地�CBD的独特位�，��

目以提升��对都市农业的��为目�，组

织��运�活动。�于����中��对农

业��的重�不足，农都��在通过���

��农业��来�变这一����。因此，

自2021�9�农都�创�以来，其利用各种

方式向��展�现代农业的�进��和成�

方�。这主要体现在农都�的空间展�上。

�如，�����农业种��需要的��和

土�的地下�层��为���农场�，用来展

�现代农业如�运用�工�源和�土���

�进行农业种�。此�，农都�还��了�

空农业的��，通过�����家��等场

景，向��展�在��空种�水稻和蔬菜的

情景，让��通过��式体验展望�来��

�农业��的可能性 [28]（�1）。

由于现代农业����的特性，农都

��城农�在推�都市农业��的同时，还

致力于在��运�活动中展�都市农业产业

链。在负�层的���，农都���了一�

�鱼菜共生种�系��。�系�主要利用生态

���水产�殖和水�����结��来，

通过在鱼缸顶部种�蔬菜的方式，展�蔬

菜和鱼�协同共生的��。在此基础上，

其还通过����家具，�拟出都市农业在

��生活中的推�实践场景 [29]。此�，农都

�还��一条严�农�的购��场。��场

以线上、线下相结�的方式，��一条现代

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从而串联�农业基�

形态、工厂式生产，及相关�生服务，形成

一站式��，令��直�感受到现代农业的

�貌 [27]。

提升��兴趣也成为推�现代农业极

为关键的一环。为此，农都�还致力于在场

馆内举办各�体验活动，使��得以身临

其境地参与农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增�其

对现代农业和体验经济的理解。�如，农

都�内��了�区，��不仅能采摘绿色农

产品，还有机会�这�农产品制成沙拉、�

酱、�汁等绿色�品，甚至可制作�工薄荷

膏等生活用品，从而从各个方面体会现代农

业��的成� [30]。此�，农都�内还�有宠

�区，��可�得与通过现代畜牧����

而成的小动�，如鸡、兔和狗等，进行亲密

接触的机会。与此同时，农都�还通过各�

������，�如其在试运行期间减免门

票；在���不定期地�展各种活动，如菜

�领�、亲子��、民俗艺�活动等，同时

进行�业�� [31]。

正是在各�展�和体验活动的推动下，

农都��城农��速成为��著名的网红景

�。借助农都�的成功，现代农业��和理

�也在市民中得到���播，从而增进了市

民对都市农业的��和兴趣。

2.2 上海创智农园：促进居民参与、加强社

区活化

作为上�第一个社区��，创�农�位

于上�五�场街道创�坊居民区和创�天地

�区之间，��地2 200 m2。��其毗邻居民

区和写字楼，�这块场地曾是�满�草的荒

地。直至2016�，附近居民方才通过社区参

与的方式�其��为一个社区��，使之成

为上�著名的都市农业景�（�2）。

由于地��个居民区之间，促进居民参

与成为创�农�推�都市农业�要采取的主

要运�治理方式。这�个居民区的社会经济

地位十分悬殊，�致其间的居民交流较少。

甚至在场地内还存在一道围墙，��个社区

隔离成了不同的��。为了解决这一问�，创

�农�采用����，促进邻�交流，通过

组织居民在场地内的围墙上�建大门，使得

�个小区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出农�。社区的居

民们还特��这扇门命名为� �，寓�来自

�哈利波特�小说中通往魔���的英国伦敦

国�十字车站的九又�分之�站� [32]。此�，

�内的����也成为创�农�进一步促进

表1   广州、上海、深圳都市农业实践案例比较分析
Tab.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agriculture practice cases in Guangzhou, Shanghai, and Shenzhen

城市
City

案例
Case

城市功能区
Urban function area

建设缘起
Origin of construction

治理模式
Governance model

景观绩效
Landscape performance

广州 农都里花城农园 中央商务区 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展示高科技农业技术及产业

链，增强体验感

增进市民对都市农业的认识和兴

趣

上海 创智农园 居民区 社区公园改造 居民参与运维治理 增强社区凝聚力

深圳 白石洲自留地 城中村 居民自发建设 居民个人主导进行 最大限度利用土地，满足日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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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群�参与的��。�如，在���

内道路树种方面，其通过社区居民的�议，

��患子（Sapindus mukorossi ）作为种�树种，

利用�患子�实可制作肥皂的用途，��更

多的居民参与到�内活动之中，创�更多居

民交流的机会。

为了增�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创�农�

�社区参与�式应用到�林景�的��运�

活动中。在整个�目的建�和运营过程中，

其放弃了��由政府出资的做�，转而采用

�共拨款为基础，通过社会力�和居民捐

款共同筹措资金。尽管�户居民的捐助额不

过数百元，�通过这种方式，社区居民有�

地�得了作为�目主�翁的责任感 [33]。此�，

创�农�还�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林建�，

如邀请居民参与�林的播种、移�，甚至�

林小品制作等����活动。尽管在这�活

动过程中，创�农�依�会邀请�业�士对

社区居民进行指�，�借助这一方式，居民

们有�地参与到农�的建�过程中，降低了

农�的营建成�。

此�，创�菜�还�社区参与的方式

��到活动组织中，��菜�的��运营。

��的����主要由�名�丁负责。与�

���自行��的�式不同，这��丁采

用授之以渔的方式，通过�训社区居民掌

握相关�能，如种�蔬菜和使用�林�备，

�社区居民也��到��的��运营与管理

之中[34]。除�艺�能�，创�菜�还组织�

闲活动寓�于乐，对社区居民�展自���

和社区建� [35]，利用农�发动群�增加社

区�同感，如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参�农

�，由社区居民志愿出任��。在这一过程

中，居民志愿者也进一步提升了农�的主�

翁��。

正是通过组织群�参与运�活动，创

�农�实现了在居民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多重

目的。其不仅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业的农业

�能与农业知�，还让这�居民��参与都

市农业的生产营运，通过都市农业的��，

增�了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社区居民间的

联系。

2.3 深圳白石洲自留地：融入生产生活、维

护土地联系

作为亚�最大的城中村，���位于�

�市�山区，�地约0.6 km2。���的形成

主要得�于过去几十���的�速发展。受

此影响，���范围内的居民纷纷利用自家

土地建���，并通过租金�得�额��。

此�，这�居民还利用其他剩余土地进行农

业生产，形成了一种基于城中村自�地的都

市农业。

在居民利用自�地进行生产实践过程

中，���的都市农业运�活动体现出多样

性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在�革�放

��得了快速发展，而���内的�多村民

在�革�放�具有一定的务农经历和较为�

业的农业知�。因此，他们�需�业�士

指�，仅凭个�喜好，�可��种�蔬菜或

水�的品�。另一方面，这�村民对于农业

生产的目的也有�不同。对于大多数居民而

言，���内租借房租的��已足以支付�

��支。因此，都市农业主要作为兴趣存

城市治理与都市农业：中国的绿色城市实践      张亦弛    等.  

图1   广州农都里花城农园内的高科技农业技术展示
Fig. 1   Agricultural high-tech exhibition at “Cityfarm” in Guangzhou

图2   上海创智农园实景图
Fig. 2   A view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Garde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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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以��他们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身份

转变过程中��失的土地联系，使他们�得

归属感。此�，他们种�的农产品有时也用

作��餐桌的�缀，甚至在市场上销售，�

取经济利�。

这�情况使得���在行政管理运�都

市农业时产生一定的�糊性。作为城市中的

残�乡村，���一方面是位于国�化大都

市��核心区域内的一个社区，而另一方面

由多个村落组成，实行着相应的农村土地和

户�机制 [27]。这也使得���成为城市管理

中的一块飞地，从而制约了��城市规划在

���的落实。如，尽管2019���通过�

����市�体绿化实施办��对市内的�

体绿化进行详细规范，�在���的都市农

业中落实时��受局限 [36]。

因此，个�主�性成为���都市农业

��运�过程�体现出的主要特征。这也促

使���的都市农业�生出不同的��和形

式。由于��的地�昂贵，���内的居民

往往因地制宜，利用各�小尺度城市空间，

如街�以及房屋�施，如��和窗�等，进

行农业生产。此�，由于房屋屋顶提供了相

对较大的建筑空间，居民们还经��屋顶

��为农业场�（�3），在其上种�蔬菜或

�殖家禽，使其成为居民���闲活动的场

� [37]。而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土地，村民们还

�农��建为各种形状，如矩形、正方形、

圆形和椭圆形，以满足场地条件要求。其种

�的��品�也颇为��，基�包括��生

活�需的黄瓜、�菜和番茄等。

正是在这种相对粗放的��运�活动

中，���的村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

实现了都市农业的多样性，满足了��生产

和生活的需求。

3 中国先锋城市都市农业治理的比较分析

通过�较分�上�、��、��等�个

中国绿色城市�行城市不同功能区的都市农

业实践活动，���发现其在都市农业的

运�方式上反映出一定的共同�。具体而

言，在整个都市治理与都市农业的过程中，

街道居委等政府组织都发挥着核心的基层

作用。其通过组织各�实�参与者进行都

市农业活动完成都市农业的运�实践。而

社会组织、社群和个��是都市农业的实�

参与者，其通过协作��与凝聚各�居民群

�，利用各�社会与�品等资源，参与营建

都市农业活动，并借由这�活动与土地产生

联系，活化城市或社区土地 [38-40]。在这个过

程中，营�参与的活动也多种多样，包括文

化交流、睦邻活动；自���、农事体验、

社区��、��生产生活；推�农业��、

��农业经济产业链；营建��农场等各�

活动（�4）。

�而，由于城市功能区的不同，其在都

市农业的治理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

种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在市中心��都市农业

建�展�区，通过���环境促进��交流

与��，�发��对都市农业的兴趣和热情，

从而接受�进的��及理�。而在居民区

内，倾向于采用组织居民自治的方式，�动

居民�极性，使居民自觉参与到都市农业的

��生产和管理运营中。在城中村内�采取

更为粗放的治理方式，借由群�自发组织生

产，实践都市农业。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都市农业

治理通过依据不同城市区域独特功能，有

的放矢地提出治理对策，进而提升居民对于

图3   深圳白石洲鸟瞰图
Fig. 3   A bird’s-eye view of Baishizhou in Shenzhen 

图4   都市农业运维实践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of urban agricultur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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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的参与热情和�业知�，使其参

与到都市农业的生产过程中，促进绿色城市

的实施。

4 结语

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保持

着关键主体地位，中国都市农业的治理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而，在面对��

��、气候变暖等�球性议�时，中国依�

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都市农业治理水

平，促进绿色城市���发展。

（1）�化种�品�，协�功能特�。由

于不同的农业作�品种拥有不同的功能特�，

因此，在都市农业的运营过程中，可以通过

协�不同种�资源，结�不同的�作��，

有机组织都市农业实践，以满足不同城市功

能，如城市生态���局、城市经济发展、

�����局等的需要。

（2）满足��构成，促进�龄参与。在

��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的���局正在

发生着重大变化。因此，在实践都市农业的

过程中，也应结���变化，采取不同��，

促进各�龄���的参与，�极推动都市农

业在�民社会中的�及。

（3）结�地方文化，��特色品牌。由

于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

的��文化和地方资源。因此，在实践都市

农业的过程中，也可以结�当地特色的乡土

��、��文化和特色种�方式，因地制宜

地进行推�，��独特的地方品牌。

（4）联�各�资源，增进社会��。除

了����民�的参与，都市农业也可以�

纳更多社会组织，如�校、企事业单位等的

参与，�分�动这�资源的�极性，使得都

市农业在更��的社会层面得以推�，增进

社会��。

通过这���，都市农业的城市治理不

仅可以促进城市的韧性发展，还可以激发城

市居民的参与热情，使得居民能够从不同层

面参与到都市农业的实践中，进一步推动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

注：图1源自https://www.sohu.com/a/526362701_615815，
图2源自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1777932，
图3源自https://www.sohu.com/a/576870680_ 390121，图

4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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