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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极大的影响，绿色化、数字化和“双碳”政策的发展，

为绿色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动能。但目前中国对绿色城市的研究和实践尚不成熟，基于韩国在绿

色城市发展中不同层面的建设经验，尤其是政策、技术、绿色技术设施和绿色建筑等方面，对比中韩绿色

城市建设，从中国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构建、城市空间的绿色更新、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城市绿色

建筑发展4个方面作为国内绿色城市建设的方向，探索中国绿色城市建设的可发展路径，为营建可持续健

康的绿色城市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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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digital, and “dual carbon” policies has brought great development moment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iti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green cities in China are not mature.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ities,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ities in China and Korea and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Korea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reen cit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olicies, technology, green 

technology facilities, and green buildings. The direction of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the green renewal of urban spac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urban green buildings. This will serve as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gree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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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保护以及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下，

绿色城市建设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新

模式，同时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

重要内容。全球气候不断变化所产生的环境

问题和城镇化进程中遗留的建设问题，在当

前城市的发展中日益突显。例如人类活动对

土地利用形态的改变，尤其是森林植被的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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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城市建设中的大面

积硬化空间等，造成地表反照率发生改变，

对气候系统产生了影响 [1]，破坏了城市的微气

候环境，另外大量与“城市病”相关的事件

频发，城市建设亟待有效的、可持续的建设

路径来应对城市建设中的问题。

在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双重发展推动

下，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更加多元化，尤其

是“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城市的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动能。近年来碳中和已经

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大热门话题，截至

202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22%，目前城

市建成环境中已存在大量环境问题，仅城市

人为碳排放量已达总排放量的75%[2]。城市作

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城市建设已逐渐向绿色化迈进；且随着近年

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建设也逐渐向数字

化转变 [3]。

绿色城市肩负着成为展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重要窗口”的时代使命，更应

成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3]；但目前中国城

市的发展仍旧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绿色城市的建设尚不成熟。为加快绿色城市

的发展，使其既宜居，又能实现绿色可持续

发展，在分析其他国家的绿色城市建设经验

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他国较

为成熟和可行性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适应于

国内绿色城市的建设策略。作为同属东亚的

韩国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拥有较为成熟的研

究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将通过对

比中韩绿色城市建设环境，对韩国绿色城市

的相关研究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并基于此提

出中国绿色城市建设的可发展路径，为营建

健康可持续的绿色城市出谋划策。

1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概述

城市设计在发展演化进程中主要划分为

4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是1920年以前的

第一代城市设计，将“物质形态决定论”作

为设计思想，建筑学和古典美学是当时主要

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系统；第二阶段是1920

年至1970年的第二代城市设计，该时期的城

市设计成为了综合性环境设计的分支之一，

但其仍然遵循“物质形态决定论”和“包豪

斯”的设计理念；第三阶段是1970年至21世

纪所发展的第三代城市设计，区别于一、二

代的城市设计，其将整体和生态优先作为设

计准则，并以绿色、可持续的城市环境建设

作为设计宗旨，也是在该时期绿色城市应运

而生；第四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

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的应用深入城市设计的环节中，以数字化为

代表的城市设计发展迅猛 [4-5]。

国内外与绿色城市相关的研究在起始

时间、研究成果以及建设实践等方面存在

差异。绿色城市的发展在国外研究中的溯

源最早是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

和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设想，但二者的

思想并不一致，田园城市的构想隶属于城市

分散主义，光明城市则是城市集中主义；二

者在城市布局中的观点看似对立，却都强调

绿色规划原则，提出尽可能地建设城市公

共绿地，推进城市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6]。在

中国，与绿色城市建设目的所趋同的是古代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环境建设中的释义

表达更多指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和

谐，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化为人、人工环

境、自然环境三者关系的平衡。相较于国内

绿色城市研究，国外对绿色城市的研究时间

较长且相关理论成果较为成熟，其研究主要

集中于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绿色经济、城市

生活质量以及绿色城市的综合发展 [7]，研究

特征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融合、数据化导向的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和绿色城市整体化

发展探索 [8]。

当前，绿色城市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

权威的、有业内共识的基本学术术语，不同

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将绿色城市定义为主要以环境绩效为

特征，旨在最大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城市 [9]；

Ogenis等 [9]将绿色城市概念解释为HIS-GCCF框

架，并假定在所有城市活动中全面提高能源

效率将有助于管理城市资源效率的提高，从

而最终有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绩效、可持续

性和宜居性。李迅等 [10]在对绿色城市的研究

中将其定义为是在城市这个载体上实现“五

位一体”的发展方式，推进人与自然、社

会、经济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

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范式。Alinda等 [11]

图1   城市设计发展轴
Fig. 1   Urban design development axis

第一代城市设计

物质形态决定论 物质形态决定论、包豪斯 绿色、可持续 数字化绿色城市 数字化城市

第二代城市设计 第三代城市设计 第四代城市设计1920年 1970年 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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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绿色城市研究中将其定

义为以提供公园为中心，实际上接近于“花

园城市”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城市安慰

剂”，并没有预示着在规模和城市以及空间

影响方面的任何重大干预。

城市内存在繁杂的环境和其他城市相关

问题，难以就如何以及应用哪些方法和措施

达成共识，因此，绿色城市的建设需要考虑

城市环境的基本情况，即基于不同的环境底

色遵循不同的绿色城市发展轨迹，这种建设

轨迹是绿色城市被重新解释并本土化的特殊

方式的结果表现 [9,11]。在中国城市环境建设

的语境中，绿色城市可以被定义为在城市建

设活动中以绿色发展方向为主导，借助绿色

技术推动城市形成生产方式绿色化、生活空

间宜居化、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空间形态。目

前，国内绿色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重难点问题

主要集中在空间结构和技术手段两个方面，

需要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建设

经验，推动国内绿色城市的建设。

2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对比分析

2.1 中国绿色城市建设分析

城市的建设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

济和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位于亚洲东

部，地势西高东低，地貌类型多样，自然资

源丰富，南北横跨多个温度带，气候复杂多

样，东部和南部毗邻黄海、东海、南海，拥

有超18 000 km的海岸线。中部和东部地区拥

有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古代都城

建设所保留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精

神文化等，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为城市的建

设奠定了基础；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拥有

优质的地方性基础资源，海洋资源和对外贸

易政策等条件的支持，为地区的产业发展创

造了更多的机遇，具有较高的经济创收。绿

色产业发展是绿色城市建设的内核，中国的

渐进式改革由“十五”至“十四五”不断丰富

着绿色产业的内容，发展至今已包括绿色建

筑、绿色工业、绿色制造、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区域发展、绿色能源、绿色资源、绿色

环保等内容 [12]。

绿色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构建绿色

基础设施网络 [13]，包括蓝绿网络构建、绿色

雨水基础设施和公园绿地建设等。其中，蓝

绿网络的构建，作为�性绿色基础设施能�

支�城市生命系统 [14]；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重雨�管理工程措施与城市公共景观的有机

结合，以及雨水资源化利用和绿色基础设施

的生态效益 [15]；公园绿地作为绿色基础设施

的��，是�调公共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

重要有机载体 [16]。�此之外，绿色建筑也能

�进绿色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有建筑�

�绿化和��绿化。中国绿色建筑的�价标

准早期借�了美国LEED，�随着适用性程度

由ESGB2006发展到ESGB2019，是“以人为本、

强调性能、提高质量”的绿色建筑发展新模

式，�分结合了地域文化和建筑特性，将定

性和定量两种�价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并被

划分为4类�一��、二��、三��和四

��，但受复杂的绿色城市建设环境影响，

仍需借助���价标准进行�� [17-18]。绿色

建筑与绿色城市发展互为�同，绿色建筑的

不断创新有效推动了绿色城市的发展，通过

高水平绿色建筑发展、绿色建�的�及应用

以及��式建筑的应用，能��低建筑能�

排放，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和环境质量 [19-20]。

2.2 韩国绿色城市建设分析

韩国位于亚洲东北部的����南部，

三面临海，国土面积仅�����的45%；南

北跨�度范围较�，隶属温带气候，四�分

明。韩国地形地貌特征表现为中部、东部以

低山和��为主，南部、西部主要以平原为

主，整体自然资源较为��。韩国的国土特

征和国家发展�略对其城市的发展具有较大

的影响，就目前韩国城市分布来看，较为集中

的区域是毗邻黄海的西�以及南�。韩国的

城市发展基于其历代��更�的历史，主要

以��及其��大都市为主，全国地区之间

发展不平衡，对此韩国提出创新城市并将其

作为平衡国家区域间发展水平的一��略手

段。但创新城市的发展主要以政�政策为主

导，�略了区域特征和需�[21]。本土资源的�

�使其主要���口接收外来资源，但沿海

城市的不断开发导致����频发，且在城

市规划中不�水地区的比例高于平�水平[22]。

韩国绿色基础设施被其释义为物理绿

色网络空间，近似于绿�的概念。环境�

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和水循环研

究；社会�域关�的是用���度和环境

经济价值；政��面绿色基础设施的政策

改进则与现有系统相关 [23]。绿色城市中的绿

色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其作为城市绿地���

能的重要�成部分，特别是在高度城市化的

地区，路�的绿化、花�、��和��的绿

化被作为�代的绿色空间 [24]。韩国绿色建筑

�价标准的演化与韩国��部门的建立和改

�联系较大，其绿色建筑认�制度由GBCS

逐渐更新至现行的G-SEED2021，�价等�分

为一�、二�、三�和四�；且各阶段的�

价标准具有一定的适用期�，不断��的标

准使其适用于韩国当下的所有建筑类型，并

已基本成熟 [17-18]。��绿化、�绿化等典型

技术利用了城市的�空间，通过分析建筑�

围环境特征，�对不同的建筑类型�用不同

的��绿化方�，�善绿色网络构建，最大

化发�其经济效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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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对比研究

2.3.1 绿色城市建设环境对比分析

中韩两国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基础条件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又因

相似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表现形式在城

市建设中又存在相似之处。对比分析近10年

（2013 - 2022年）中韩城镇化水平可�（图2），

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高于中国，但韩国的

城镇化率�处于下�趋势，而中国的城镇化

率却在逐年��。中韩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

镇化发展速度、产生原因、城镇化形式及城

镇化所带来的��存在相似之处；但在国家

地域特征、政策实施、城镇化程度、�业化

发展情况以及城镇化产业发展和��制度等

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26]（表1），�此之外，

在绿色城市建设基础环境方面也存在差异性

（表2）。

2.3.2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对比分析

中韩绿色城市的建设发展所�考的理论

和�例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性，因此两国在

绿色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探索也存在部分

相似性。例如，中韩两国�通过政策对本国

的绿色城市建设进行�导，�对沿海地区的

绿色城市建设都�重应用绿色的技术手段对

城市所存在的������进行预�。�此

之外，为�解城市热�效应，实现低碳发展

的目标，中韩两国在绿色城市建设过程中�

强调营造绿色居�环境，包括�加城市绿地

公园，提倡城市发展绿色建筑，以及倡导绿

色出行方式等。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中，两国的城市绿地

变化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同时影响着绿

色城市建设技术的应用性。借助国家统计局

数据对近10年（2012 - 2021年）中国城市绿地

建设情况的可�化分析可�，中国城市绿地

面积�处于逐年��的发展趋势（图3）；韩

国统计�将韩国城市绿地数据�类型划分为

��绿地、景观绿地和�接绿地，其近10年

（2012 - 2021年）城市绿地面积��动式�长

（图4）。综合中韩两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城市

绿地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中国的城市绿地面

积�随着快速化城镇发展在不断�加，其�

速略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而韩国城镇化水

平已开始���低，但其城市绿地面积总体

仍�上�趋势。中韩两国不同绿地变化情况

的表现，致使二者即使利用相同的绿色城市

建设技术，但在技术应用方面仍存在较大差

城
镇
化
率

/%

年份

表1   中韩城镇化发展状况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比较
Comparison

发展状况
Development status

中国
China

韩国
South Korea

同

城镇化速度 时间短，速度快

城镇化原因 城市工业发展

城镇化形式 大城市群与中小城镇

城镇化弊端 少数大城市人口、资源和权力过度集中；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异

地域特征
国土面积辽阔，东、中、西

部地区差异较大

国土面积狭小，地区差异

较小

国家政策 倾向性城乡发展政策 各地城市化政策相似

城镇化程度
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

地区
各地城市化程度大同小异

耕地流转结果
存在诸多弊端，进城农民土

地荒废
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

农业现代化水平 较低，仍需大量农村劳动力 较高，农村劳动力饱和

城镇化产业发展
企业布局分散、重复生产、

污染环境
工业园区发展较规范

户籍制度

区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

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落

户、就业及买房等

不区分农民和市民身份，城

乡人口自由流动

图2   中韩近10年城市化对比分析
Fig.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ast dec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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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基于此，对上�中韩两国在绿色基础

设施和绿色建筑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归纳总

结（表3）。

      

3 韩国绿色城市研究分析

3.1 韩国绿色城市学术研究

3.1.1 绿色城市政策

在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导向下，韩国城市

发展转向“低碳绿色城市”，绿色城市�略的

目的是提高城市环境生活质量，��碳排放

以及�低对进口化石燃料能源的�� [27]。绿

色城市的建设推动了韩国绿色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低碳绿色�长”经济�兴�略的提

出，借助绿色技术和清�能源提高能效、�

低能�，由制造经济转向��经济。�此之

外，绿色新政计划的实施主要是�对基础设

施的建设、低碳技术的开发以及绿色城市环

境的创建 [28]。

在韩国的绿色城市建设过程中，国家

政策的提出及实施效应主要是借助市�的

力量推动，市�的�与对政策的实施和�目

的�行具有重要�义。韩国�对绿色城市

的早期发展提出了一系�政策�2004年提出

u-Korea�略；2008年政��布将“绿色�长

�略”作为国家新�景；2009年成立总体

绿色�长��会并�布了第一个绿色�长五

年计划；2010年制定了�低碳、绿色�长框

架法�和�低碳绿色�长行动计划�；2020

年�布韩国�绿色新政综合计划，明�将

生活环境转变为绿色区域，并计划城市、空

间和生活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以及绿色

建筑�目；2021年起ESG可持续发展�略管

理的全面推�发生变化，由非政�机构向

政�机构��，�此之外，�推出了一系�

绿色城市�目，例如��市低碳绿色城市�

点�目、适应气候变化模范城市、建设能源

自��等 [21,27,29]。

3.1.2 绿色城市技术

韩国绿色城市建设以��、世宗和��

为代表，其共同特征表现在强调基于网络�

表2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环境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绿色城市建设环境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中国
China

韩国
South Korea

地理环境

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地貌

类型多样，南北横跨多个温度带

气候复杂多样，东部和南部毗邻

海洋，拥有超18 000 km的海岸

线，自然资源丰富

亚洲东北部三面临海，南北跨纬

度范围较小，属温带气候，地形

地貌特征表现为中部、东部以低

山和丘陵为主，南部、西部主要

以平原为主，整体自然资源较为

匮乏

城市集中分布区域 中部、东部、南部 毗邻黄海的西侧以及南侧

历史文化
优质的地方性基础资源，物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国王朝更迭的历史环境和历史

建址

经济

城市经济产业有工业、制造业、

服务业等，其中绿色产业发展是

绿色城市建设的内核

国内经济包括重化工工业、制造

业，主要依靠港口接收外来资源

政治
渐进式改革，“五年规划”的承

接式发展

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创新城市

发展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比较分析研究      刘志宏    等.  

4

图3   中国城市绿地面积变化                   
Fig. 3   Change of Urban green space area in China      

图4   韩国城市绿地面积变化
Fig. 4   Change of urban green space area in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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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的城市相关��与生态��技术相结

合，借助低碳基础设施��和管理城市碳

排放与能源��，并�保城市绿色用地对碳

排放的�收 [30]。在这些绿色城市的建设过程

中，信息利用和通信技术的相关应用使绿色

城市更加�能化，并使其具有全球性和��

应用性的特征 [31]。基于韩国的“U”�景，发

展���和网络�线技术相关的“ubiquitous”

产业，并重点�析技术供应���城市的深

度以及实际�造的当地技术 [30,32]。

�了发展城市绿地相关技术外，韩国绿

色城市的发展��重对绿色建筑和绿色基

础设施技术的研究。在绿色建筑方面，主

要是通过�热�料的更�，新能源、可�

生能源和高效设�等的�进，对建筑进行绿

色改造 [33]。G-SEED作为韩国绿色建筑�价体

系，对建筑物环境进行�价，自2002年开

始被认�为绿色建筑的数量逐年�长。研究

者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比分析韩国��G-SEED

认�的建筑与未经G-SEED认�的建筑之间的

能�情况，结果表明��G-SEED认�的非建

筑的能源使用强度比未经认�的建筑至�低

35.5%�48.9%[34]。在绿色基础设施技术应用

方面，以韩国沿海地区为例，受气候变化影

响，自然��频发，为��自然��的��

性提出适应性应对策略，即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规划�性、多�度的绿色基础设施

网络，以此来改善生态�能和景观环境，并

�强沿海地区的��能力[35]。

3.1.3 绿色城市建设

（1）城市��用地绿色化。韩国城市发

生��的地区，居�条件较差，�路��、

����、基础设施����，�法��经

济�长和环境改善的需� [36]，并容易导致�

�行为的发生。基于城市��的现�，韩国

提出城市重建策略，将城市��空间转变为

公共绿地，一方面可以改善城市空间环境，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城市居�提

供更多的公共空间，提高空间利用率 [37]。城

市��用地绿色化不局�于建设城市公园，

这些空间中的自然绿化能�为城市����

景观，同时通过重新建立生态系统，为动植

物提供�息环境，创造生态价值 [38]。�此之

外，�有空间�能的丰富，例如�业�能的

发展，既能为�近居�提供生产活动，又能

��邻�间的交�关系 [37]。

（2）应对城市问题的绿色设施。绿色

设施的建设能�应对城市中所存在的热�效

应、����等问题，表现为可持续性和�

复性的特征，在城市中具有�低气温和地表

温度、��空气中的��、�收城市生活所

排放的碳和调节地表径�等�能，对�解城

市热�效应具有明显的积极效用[39]。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使城市不�水表面积不断�加，

不�水的地表对水资源的处理不具��性效

应，容易在����发生时对城市造成�大

的经济��。韩国沿海城市受自然����

较大，位于韩国南部海域�山市东南部地区

的海��，�邻��位划分为北部环保��

区、中部先进工业区和南部沿海��区。由

于区域间的空间属性和土地特征不同，需要

开发同时��于�散路线和城市绿色网络的

一体化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借助��和��

设计推动沿海城市��性�略的制定，将沿

海城市的自然�����至最低 [40]。

3.2 松岛绿色生态城市案例研究

��位于韩国第二大�口城市���水

区，�海而成，区别于其他城市，其隶属政

表3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对比分析
Tab.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related technologi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技术类型
Technology type

内容
Content

中国
China

韩国
South Korea

绿色基础设施

蓝绿网络
作为韧性绿色基础设施能

够支撑城市生命系统
绿道建设

绿色雨水

基础设施

雨洪管理工程措施与城市公

共景观的有机结合，以及雨

水资源化利用和绿色基础

设施的生态效益

灾害管理和水循环

公园绿地
协调公共资源与生态环境问

题的重要有机载体

强调城市绿地防灾功能，高

度城市化的地区，路边的绿

化、花坛、墙壁和屋顶的绿

化被作为替代的绿色空间

绿色建筑

表现形式 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

评价标准

早期借鉴美国LEED，后随

着适用性程度由ESGB2006
发展到ESGB2019

绿 色 建 筑 认 证 制 度 由

GBCS逐渐更新至现行的

G-SEED2021

标准适用

范围

受复杂的绿色城市建设环

境影响，仍需借助专项评价

标准进行补充

适用于韩国当下的所有建

筑类型

标准等级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和

四星级
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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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管理，为�人拥有和资助。随着全球

气候大环境的改变和绿色�长趋势，��在

城市规划方面不同于���式的城市建设�

景，主要是积极主动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

社会问题并进行社会改革，其最核心的目的

是提高全球��力，解决外国�业和非韩国

人所面临的���机 [41]。��是以低碳为目

标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应用信息通

信技术对能源��进行管理；其可持续城市

创建�图的主要实现�径是�处不在的基础

设施和城市生态系统管理技术，以及城市绿

色用地对碳排放的�收，最终构建一个环境

��型城市 [31,42]。

��的绿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绿色开放空间的规划建设，将城市与自

然最大�度地构建联系性，城市的中心是以

绿色公园为主，并设立��网络神经作为交

通通�，�接城市的不同空间；二是公共交

通及新能源的使用，城市中心以地�作为主

要交通工具，城市外围的�区以公交�为主，

设�自行��网路系统，并提供较大数量的

���供�动��使用；三是绿色建筑的发

展，区别于�统建筑，��花园就是绿色

建筑的一类表现形式，借助植物�收城市热

量，同时��建筑排水问题。

3.3 韩国绿色城市建设经验总结

基于上�对韩国绿色城市建设的研究

分析可�，在绿色城市政策方面，韩国绿色

城市建设基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包括对建设

相关标准的��，以及��市�主动�与绿

色城市建设的系�行动；在绿色城市技术方

面，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加入使绿色城市迈向

�能化，尤其是���和网络�线技术相关

的“ubiquitous”产业�造的当地技术；在绿色

建筑发展方面，�入新能源、可�生能源和

高效设�等，以及制定韩国绿色建筑�价体

系，使绿色建筑�着更加标准化方向发展；

在绿色基础设施应用方面，通过规划�性、

多�度，且能�同时��于�散路线和城市

绿色系统的一体化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来改

善生态�能和景观环境，并�强沿海地区的

����能力。

4 中国绿色城市建设路径探析

基于上�对韩国绿色城市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分析，�据中国城市发展现�，�对绿

色城市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适用性

和可行性的建设路径，主要从城市绿色空间、

绿色设施、绿色建筑三方面展开论�（图5）。

4.1 组织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构建

4.1.1 修复城市空间基质环境

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的破坏造成城市

中韩绿色城市建设比较分析研究      刘志宏    等.  

5

图5   中国绿色城市建设路径探析
Fig. 5   Exploring the path of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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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居�生活质量�低，不利于绿

色城市的发展。由于城市在发展�期是以

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建设目标，而�略了生

态效益的重要性，导致当前城市绿色空间破

�化，��系统性��。且城市高�建筑

和不�水地面的建设，导致城市空间基质�

到破坏，影响了城市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的

�整性。

城市空间基质环境作为城市生活的基

础，基质质量的优�影响着城市生态和生活

质量的高低。优质的基质能�为植物和微生

物的生长提供��的生活环境，�趋近于自

然环境的基质其环境质量�高，且高质量的

基质能�为城市提供更加生态的环境。因

此，需要对已破坏的基质进行�复以提�城

市空间�质，为城市居�提供高质量的居�

环境。

4.1.2 链接城市破碎化绿色空间

城市的形成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城市

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能类型，各个�能空

间之间主要是通过�色基础设施进行�接，

破坏了城市的自然地貌�理，土���性�

低。绿色空间在城市空间用地中�有一定比

例，但在城市的建设中绿色空间表现为�散

分布和破�化，�部分表现为较大�地面积

的综合公园形式。

为解决城市空间绿地破�化的问题，需

加强破�绿地之间的�接性，形成具有发达

�通性的网络结构。在当前的绿地网络结构

研究中，�对城市绿�的研究热点较高。绿

�作为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可�接城

市中�散分布的��绿色空间，�强城市绿

色空间之间的联系性，�大生态系统所��

的��范围，使更多的城市空间��生态系

统��，�强城市空间的�性。

4.2 加快推进城市空间绿色更新

4.2.1 城市存量空间转型升级

城市存量更新地区��存在较多的“城

市病”问题，��目前城市的地面土地资源

难以对其所存在的问题实现有效解决，因此

提出存量空间更新的策略。城市存量空间更

新包�存量土地和存量建筑等空间资源的更

新，是以一种�性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对城市

空间进行转型��，考虑存量空间的绿色化

更新有助于推动绿色城市的发展。

存量空间的转型��实质上是对空间进

行重新建构，以当前城市发展目标为导向，

�导城市存量空间�照绿色城市的要�进行

改建。城市存量空间的绿色化转型�合绿色

城市的发展，�能�有效�解人�日益�长

的美�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分发展之间

的��，重新�活存量空间，优化城市空间

景观，提�城市生态效益。

4.2.2 城市废弃用地绿色建设

随着时代的更�变�，部分城市在其发

展过程中出现产业的更��城市发展重心转

�的现象，导致在城市用地中出现��用地。

��用地�据着城市的用地面积却�法为城

市发展和居�生活带来实用性价值，相反�

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综合考虑城市

环境绿色发展的大背景和城市��用地的现

�问题，提出将城市��用地进行绿色化改

建，推动绿色城市的发展。

城市用地的绿色化建设能�提�其所�

城市用地的价值，为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提供

生态、休闲、�憩等多样化�能。��用地

可以以绿地、公园、��园等多种景观形式

进行绿色化改建，综合分析��用地所在区

域的城市发展需要和居�需�，�照实际情

况对��用地进行�对性的改造，��目前

的供�不�，更加�分地发�其�能价值。

4.3 完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不�善是绿色城

市建设中存在的较大的痛点问题，一方面需

要�识到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的重

要性，并能�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展望到

其所隐�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需要加快�

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空间能�基本

处于绿色基础设施所��覆盖范围中。

4.3.1 构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系统

绿色基础设施是一个跨�度、多�次、

相互�接的绿色网络结构 [43]，从中观�面来

看，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能�有效

应对目前城市建设中所出现的由�色基础设

施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城市绿色基础

设施系统的构建则能�加强城市生态�性，

实现空间上的网络化交�，提�绩效�估中

的经济效益。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能�有效应对自然�

�所产生的影响，借助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能力，�复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性和生物多

样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系统的构建实质上

也相当于是在建立城市生态系统结构，保�

其自我�复能力能�在应对突发变化时，利

用自身的调节机制重新�复到平衡�态，使

城市环境的动态变化表现相对稳定。

4.3.2 全覆盖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服务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

主要载体 [43]，能�有效�解城市环境问题，

并辅助城市绿地�收空气中所排放的碳，对

绿色城市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

当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情况，需

要进一步�加绿色基础设施的数量，优化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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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在城市空间中最大

�度地发�其生态效用。

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需要�先对所

建设城市的环境进行分析，通过比对空间环

境对绿色基础设施的需�力度，对其进行合

理的数量分�，提高绿色基础设施的综合效

能。在此基础上，�定城市空间可设�的点

位，结合所分�的数量与绿色基础设施的�

�能力进行综合分析，使城市空间能�基本

处于绿色基础设施所��的范围之内，以便

更�地对城市环境变化�出及时性的应对。

4.4 推动城市绿色建筑有效发展

4.4.1 加强绿色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

当前与绿色建筑相关的研究中，绿色�

�的研究成果表现较为成熟，且已经在部分

地区展开了实际应用。但在绿色建筑的研究

推进中，�了关�到建筑在城市绿色空间平

面表现建设外，�需要加强�角的转�，把

研究�角进一步�展到城市建筑立面绿色空

间建设研究，将绿色建筑立面建设技术探索

作为发展绿色城市的一个有效方向。

绿色建筑的建设�了表现在其外观上，

�强调内部环境的舒适性和低能�性。因

此，�对绿色建筑技术的研究也能�从新型

建筑�料和清�能源等方面着手。其中，新

型建筑�料能�通过改善室内生活环境，提

高居�舒适性，以此来�低为营造舒适环境

所产生的能源��。清�能源的使用则是用

以�代�统的生活能源，通过�轻�统能源

��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以此达成建筑的

低能�性，实现节能�排，推进绿色城市的

进一步构建。

4.4.2 调整城市绿色建筑数量和空间分布

在城市空间地物分类分析中，大多数城

市都出现建筑�地面积高于�远高于城市绿

地面积的现象，且在地物分类的�比中居于

�位。基于这样的城市环境现�，需要加强

对绿色建筑的建设，尤其是�加城市空间的

绿色建筑数量，绿色建筑数量的�多有利于

��绿色空间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分布不�。

绿色建筑在城市空间中表现为分布不

�，不同区域之间绿色建筑的数量和质量都

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绿色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应当�重绿色建筑在城市空间中的空间分布

合理性，综合考虑区域实际情况以及绿色城

市建设的需要，合理调�绿色建筑的空间布

局，更�地��于绿色城市的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从当今国际、国内�对环境问题的重�

程度来看，城市作为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

略地，绿色城市的发展�疑是一条可改善城

市环境问题的有效路径。但当前国内对于绿

色城市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发展阶段，通过

对比中韩绿色城市建设，�对韩国在绿色城

市发展中不同�面的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尤

其是政策、技术、绿色技术设施和绿色建筑

等方面，基于中国的城市建设环境将城市绿

色空间系统构建，城市空间的绿色更新，城

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建筑

发展4个方面作为中国绿色城市建设的方向。

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应该结合地理数据分

析，精准规划绿色城市建设的空间结构，�

对所提出的策略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深入研

究，以此来助力中国绿色城市的发展。

中国绿色城市的相关研究�需要加强

以下三点�（1）城市存量空间的绿色化研

究，目前�对城市存量空间与绿色空间二者

相结合的相关内容较�，可将目前国家发展

的“双碳”目标作为研究背景，详细探讨城

市存量空间的转型��如何更�地��于绿

色城市建设，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2）

加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量化研究，结

合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能，将其生态价

值进行量化并结合城市空间分析结果，合理

地对绿色基础设施进行城市空间��；（3）

进一步发展绿色城市应用技术，目前中国在

绿色城市建设中所应用的相关技术尚不成熟

且类型较�，需要加强相关技术的研究，使

其能�高质量的��于中国的绿色城市建设

事业。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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