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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ibution of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s to urban renewa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vitality is very significant.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s will help to construct the long-
term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this pa-
per selects the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tool to carry out visual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on urban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num-
ber of publications, countries of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co-occurrence, keyword time graph, and keyword frequency. 
The research focus, evolution and trend of this field are summarized: (1) The research on urban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 
shows a slow increase in the early days and a grow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while foreign research started relatively earl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ion,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pay attention to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s, but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institutions 
has not yet formed, and cross-institutional, cross-regio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3)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s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 on knowledge 
clust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urban renewal”, “landscape equity” and “ecological value”; (4) The research trend 
shows three evolution processes: “research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expansion and multiple applica-
tions”, and “research deepening and policy feedback”. English research has entered the mature stage, while Chinese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late stage of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outlook of urban micro green space is made in five aspects, namely,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technical exploration, planning practice, and  effect evalu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
erences for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urban micro green spa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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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微绿地在城市更新与提升城市活力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分析总结其研究现状和进展有助于小微绿地在

未来城市更新中的长效机制建设和管理机制构建。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选取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工具，分别对近20年中英文文献中城市小微绿地研究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在发文量、发文机构及国

家、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间线图、关键词频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演变进

程及趋势：（1）城市小微绿地研究呈现早起增加缓慢，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趋势，国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

（2）从发文机构及合作来看，国内外关注小微绿地的研究机构众多，但是各个机构之间还没有形成深度合

作的网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跨机构、跨地区、跨学科的合作；（3）近20年来国内外小微绿地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在“城市更新”“景观公平”以及“生态价值”三个不同视角下的知识集群；（4）研究趋势表现出

“研究初探与理论搭建”“研究拓展与多元应用”“研究深入与政策反馈”三个演变进程，英文研究已迈入

成熟化阶段，中文研究尚处于应用化阶段的后期。最后，对城市小微绿地从理论研究、建设指南、技术探

索、规划实践和效应评估5个方面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城市小微绿地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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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绿地是绿地尺度标准体系下的概

念，与公园绿地不同，小微绿地的包容性与

实用性更强，更加注重空间实际使用潜力[1]。

国内小微绿地根据不同类型特点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社区小微绿地，强调社区凝聚，

提供邻里交往的场所，例如小型公园、花园

等；商业小微绿地，增强商业环境的吸引力，

提供消费者休憩的空间，例如购物中心的露

天广场等；交通小微绿地，美化交通环境，

缓解交通压力，提供行人休息的场所，例如

街头绿地、绿道绿化带等；屋顶小微绿地，

为城市提供额外的绿化空间，有效利用空间

资源，例如屋顶花园；文化小微绿地，与文

化设施相结合的绿地，强调城市文化传承，

增强城市文化氛围，例如博物馆前的广场、

纪念碑周围的草坪等。

小微绿地的规模界定因国家和地区而

异，通常是基于面积来定义的，这些定义

可能会因地方政策、城市规划和文化差异

而有所不同。国内小微绿地，通常是指面

积在1 hm2以下的绿地，实际的规模标准可能

因城市发展、土地可用性、居民需求等多种

因素而有所调整。而国外对小微绿地规模有

较明确界定的国家有以下几个：美国小型公园

（Pocket Parks），通常指面积在0.4 hm2以下的绿

地；英国小型绿地（Small Green Spaces），通常

指面积在0.25～2 hm2之间的绿地；澳大利亚

微型公园（Micro Parks），通常指面积在0.5 hm2

以下的绿地。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趋于饱和，公共绿地

增量困难，利用城市中的碎、小空间改造而

成的小微绿地作为大中型公园的补充，可以

有效缓解高密度城区游憩空间的供需矛盾，

成为城市更新非常有效的触媒。高密度建成

区的“正式”公园资源相对较少，以口袋公

园、袖珍公园、街角绿地、街心花园为主体

的小微绿地可以容纳居民的各类活动，开始

主动扮演保障居民便捷使用和精神健康服务

的角色，逐渐成为城市户外游憩空间拓展主

体 [2]，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3]。与大体量公

园绿地相比，小微绿地具有实现空间资源精

细化利用等优点 [4]，优化课社区生活�环境，

加强绿地生�保��能，�在游憩�会增

补、可�性�公�性提升�发�重�作用[5]。

国内外�者对小微绿地的概念演� [6]、规划

设� [7]、��方� [8]�行了系���，�有

�者���公�、公共��、����等不

同�角对小微绿地���行�� [9]。��体

而�，对小微绿地��的演�趋�和前�展

��注较少，���面、系�地对比分�小

微绿地国内外��的相�����、��方

�和实���。

基于�，文�在对2002 - 2022�间的小

微绿地中英文文���整�的基��，利用

VOSviewer�CiteSpace引文可�化分���，�

多���角对中英文的小微绿地��的��

�点和前��行��，分���差异�提�

��展�，以�对国内小微绿地��在��

�新，��发展等方面提供��与��。

1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量的中文文�数据来源于中国

�����文数据�（�中国��，CNKI），

英文文�数据来源于SCI��引文�引�心数

据�（�Web of Science，WoS）。�于数据的�

效性和可��性、��和��的�展、社会

和环境�化��、����的方���、政

策和规划的�化、与国际趋�的对�这几方

面�因，����文�����的�点��

定为2002�。�中，CNKI数据�的文�以所

有��的“主�=小微绿地 OR 主�=城市�

补 OR 主�=口袋公园 OR 主�=街心花园 OR 

主�=袖珍公园 AND 主�=城市微更新”�

行��，通���人�����共��有效

中文文�973�。WoS数据�的英文文�以

�20�的“TS =（small green space）OR TS=（urban 

micro-renewal）”�行��，通���共�有效

文�1 027�。

1.2 研究方法

以CiteSpace���� [10]分���为��

�具，利用WoS、CNKI以���数据���

的�文�数据作为数据源，在Java��对数

据�行动���分�和可�化�� [11]。�用

CiteSpace V（6.1.R2 SE 64bit）��了��现�，

�主��数设定为：�间区间（Time Slicing）

��2002 - 2022�，�间��（Year Per Slice）

����的间��行��分�，�点类型

（Node Types）分�对CNKI数据� WoS文��心

合�数据���、����等�行可�化分

�，通�调整�����点数量和�围，�

�标准（Selection Criteria）设�TopN，�个��

中引用��现�多的数�设定为30，利用共

现聚类�、�现分��以��间��等�现

国内外城市小微绿地更新���展，���

前�趋�。

2 小微绿地的文献统计分析

2.1 小微绿地的发文量及主题分布特征

中文文�发文量大致分为�个��：�

��始��（2002 - 2007�），文�数量��

增��为18.1%；��提升��（2007 - 2015

�），这���相���文�数量相对�定，

增��为8.4%；���升��（2015 - 2022�），

文�量大�提升���增�，��增��为

36.6%。英文文�发�量大致分�个��：（1）

2002 - 2010�间文�数量较少，�于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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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的��增��为14.8%；（2）

2010-2022�文�大量�现，���增�趋

�，文�数量的��增��为11.5%（�1）。

�体而�，在2017�之前，���的英

文文�发文量�高于中文文�发文量，�

在2017�2022�，中文文�发文量的增��

（34.0%）��高于英文文�发文量的增��

（11.5%），�明外文文�中更��现了对小微

绿地的相���，在���间和数量��于

��地�，�中文文�在����的��生

�力�几�更为��，�来居�。

2.2 小微绿地研究机构和国家合作网络分析

����合作��能��现重点��主

体与��之间的合作��，有�于了解��

界对���的�同和�注�度。�2-a�明中

文文�的发文���多，�较为分�，发文

量前5��为同�大�、���业大�、�

�建�大�、中�美���、��建��

�大�，共发�中文�文52�，���数的

6.3%。英文文�的发文��主�以各个国家

的大�等������为主（�2-b），�中中

国���和中国���大�的发文量�高，

各个����间的合作较为��。中国有4

所�������WoS前10的行�，分�为

中国���、中国���大�、���业大

�和��大�，这4个����在���共

发�WoS�文59�，�前10个����WoS

文�数量的56.1%，��������WoS的

5.7%，�明中国在小微绿地��方面具有�

定的��量���性。

中国和美国是小微绿地��的�个主�

国家，�外澳大利亚、英国、加�大、�大

利和�国等���相对较多。�中国外，发

文量居于前�的国家�是城市化����的

几个国家[12]，�中美国��发文数量�者文

���力�居于��。�前中国对小微绿地

��的�点和趋�是�活�的，����20

�来国内�者更多�注于城市发展、更新以

�绿地建设和生�效�等方面的��（�3）。

3 小微绿地研究前沿分析和知识集群

3.1 关键词共现

根据����现�数和中�中心性��

结��行���共现分� [13]，结���中文

文�中微更新、口袋公园、社区微更新、�

�社区、公共空间、社区�造、公��与、

袖珍公园等����现���多，共有�点

345个，779���，��密度为0.013（�

4-a）；英文文�中�现�多的是小微绿地、口

袋公园、健康、生物多�性、生�服务、�

��化、城市更新、城市��等，共有�点

302个，504���，��密度为0.011（�4-b）。

�20�小微绿地����的分�较多、

分�度较高、���间��性较强。中文

文���数据中“微更新”�比�高（21%），

��为“口袋公园”（14%）“城市更新”（8%）

以�“公共空间”（5%）等，中文��多�重

于城市更新建设中的口袋公园和公共空间建

设，以���社区更新策���，相���

a  CNKI b  WoS

图1   2002 - 2022年中英文文献发文量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from 2002 to 2022

图2   文献数据来源机构分析
Fig. 2   Data source institutions analysis

2

1

年
份

发文量/篇 CNKI检索论文发表年度发文量      WoS检索论文发表年度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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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60%以�。英文��中�比较高的为

“绿色基�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6%）、“生

�服务（ecosystem services）”（4%）、“生物多�

性（biodiversity）”（3%）等，相���更�重于

小微绿地在生�服务、生物多�性等方面的

����。

“口袋公园”“��设�”是中文文�

�高的主�，��是“公共空间”“袖珍公

园”“微更新”等主�，中文文�主���

���（�5）�明小微绿地��的主�之

间具有较强的��性，�中“口袋公园”与

�����的�系相对较多，特�是与“微

绿地”“微更新”“策���”“公共空间”和

“��设�”等主��在较大相�性。英文

文��高是“城市绿色空间”“绿色基�设

施”“生物多�性”“环境��”等，�中，

城市绿色空间与�����之间�具有相对

�密的�系，�明英文��更加�注小微绿

地在提供城市绿色空间、��基�设施建设

和绿色生�等方面多重�能�� [14]。

3.2 小微绿地研究知识集群

通�对高�����行聚类��（�6），

发现中文���点主��中在口袋公园、袖

珍公园、社区�造、微更新、微绿地、街心

公园、公共空间等11个类�，英文���

点�现���公�（environmental justice）、城市

生��（urban ecology）、地���（land surface 

temperature）、城市（city）、可��（sustainability）、

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6个类�。为便于�行��分�和

��，�文通����聚类分�对���

点���提�，可以发现���20�相�

��主�围�“城市更新”“��公�”以�

“生���”�个不同�角下的小微绿地�

�展开。

图3   WoS数据来源国家、机构以及热点关联分析
Fig.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untrys, institutions, and hotspots of WoS data source

图4   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图5   高频主题词分布图和关联弦图
F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frequency subject words and their associated chord diagrams

a 中文文献

a 中文文献

b  英文文献

b  英文文献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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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小微绿地研究

小微绿地的建设主�基于城市更新的需

求，��城市空间动�个“微���”，开

�这些社交开�空间作为城市中的“社交�

�”，以��发整�区�的活力，纽约的佩

雷公园�是��良好的尝试。分�于高密度

城市中心区�斑块���的小微绿地，有效

地缓解了土地资源匮乏的窘境，�为城市公

园系�带来绿色斑块以强化政府与社区间的

�� [15]。同�，新加坡的�凑花园城市建设

就是重�土地�能复合利用的城市绿地系�

发展战� [16]。由于�址灵活、随�性强、�

能多�和人性化的空间尺度等特点，小微绿

地与城市微更新��高度契合，可以用来恢

复未使用�未充分利用的土地，棕地、空地、

废弃停车场、公共设施�公共道路�可以�

消极空间��为对社区有�的资产。

作为当下城市更新发展的重�载体，小

微绿地成为推�中国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

的重�板块 [16]。��市基于政府�力推�、

��文化主�、�面�虑�能、充分利用空

间、讲求艺�效�、引����念，对��

市口袋公园的建设��和���行归纳�结。

�海市小微绿地建设主��植物配�、土壤

改良、服务设施等方面予以重点�注，打造

主�特色��和“�红”公园，更好地满足

市民的游憩需求 [16]。重庆市�发布了国内第

�部�于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更新的指南 [17]。

�体而�，�前国内小微绿地的实���较

少涉��具体���式和政策�具，尚未形

成被广泛�可的小微绿地规划指南，开展实

���的城市和区��较为局�。

3.2.2 景观公平视角下的小微绿地研究

国外更�开展小微绿地的��公�性�

�，�居民绿地供需�衡角度，以�不同�

层、不同肤色的居民需求�发�行了大量质

性与量化分� [18]。����：种族特征，�

�水��不利于社会公共资源公�分配，这

种差异�����居民所�绿地的空间设施

质量，空间尺度和�行距离等 [19]。日�东�

作为世界超高密度人口城市，��市公园多

以小公园为主，利用“剩余空间”拓展绿地，

鼓励民间事业者自主�行绿化活动 [20]。与传

�大公园相比，小微绿地的边界�素和信息

相对更加丰富，用地载体�相当灵活。�建

�行�骑行可�的小微绿地是为所有社区提

供公园游憩的有效解决方案 [21]。据��，佩

雷公园��方米土地的��人数是中�公园

的32倍，小微绿地通�共享、多元的空间设

�，弥补了特大城市中大型公园辐射�围�

小的不足 [22]。

国内小微绿地��体现了国内��公�

��的发展历�：王云才等 [23]以�海城隍庙

�区为例提�小微绿地在高密度城区发展的

迫�性，�结�以点带面提升��公�性的

设��则；常娜 [24]通�对珠�角高密度城市

的归�发现澳门保留了�城区自然发展所形

成的城市空间结�，��许多街头绿地发展

为便捷、�等、公�享用的绿色公共空间，

提升了高密度城市的生活品质；郭妍馨等 [25]

�设施公�、活动公�、生�公�、就业公

�的角度提�社区绿地更新策�，为实现混

杂社区的��公�更新提供了新思路；苏春

婷等 [26]分�了����小区公共空间�与式

改造途径，通�提升��小区公共空间��

可以实现�定�度�的��公�。周聪惠 [27]

�为微绿地对城市绿地�面积的增�贡�虽

不�常规公园绿地，�却能大�提升户外游

憩�会数量、绿地可�性以�公共资源配�

的公�性。�而�之，不同形式的小微绿地

建设提升了�市品质与韵律，��小微绿地

建设�建宜居宜游的绿色生活，是增强居民

��感和幸福感的重�途径 [28-29]。

3.2.3 生态价值视角下的小微绿地研究

“���化”“空���”等���共现

证明��来的��更�注小微绿地的生��

能，�空间尺度、形�面积、遮阴挡风、水

�设�等可��微环境，生成微�� [30-31]。

国外��文��明高密度城市中居民对�所

在社区街道环境的体�感与维�适量可�的

自然���密相� [32]，因�国外�者较为重

�小微绿地的社会性与生�性��，对�

可��性和社会绩效更为�注 [33]。在�国，

��者在城市微型绿地设�中利用植物的自

然生成和生�规律来�造乡土植物生境，辐

射��周边生境的生物多�性以�居民幸

福感 [34]。在英国，口袋公园建设的�注点�

中在实现公共卫生和福利的��，而政府为

了消�和缓解市民的�性疾病�改善�精神

健康，��城市边角空间打造市民�行可�

的恢复性口袋公园系� [35-36]。在�疫��代，

随�可见的小微型绿色��，还会使群�的

图6   研究热点知识集群
Fig. 6   Hot spot distribu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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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生�����更好 [37-39]。

��许多��探�了小微绿地在生�层面

�的重�性，例如改�空�质量、吸�雨水、

调��地微��和�少城市噪音。肖希[40]在

澳门地区对小微绿地生���与绿地斑块密

度之间的�系�行了探�，�为可以通�更

多的相互�通的小微绿地�成小微绿地体

系，有效�少�辐射，改善城市生�环境。

�舒欣 [41]探�了小微尺度绿地垫面类型��

格局特征对环境微��的����。王冬

楠 [42]通��结各类小微绿地��特征与小

微绿地舒适度的作用�系，���探�了小

微绿地对高密度城区微��的调�作用。小

微绿地往往�于边界地�，常被用作鸟类

等迁徙的“绿色踏脚石”，许多��证实小

微绿地可通�增加斑块数量、�通生��

�等有效��对维�物种多�性��积极

作用 [43-44]。

4 小微绿地研究演变进程及趋势

通�小微绿地��的����间��

（�7）和前50的����比分�（�8），发

现小微绿地��的演����现为“��初

探与��搭建”“��拓展与多元应用”“�

���与政策�馈”�个主���。

4.1 研究初探与理论搭建

小微绿地的概念在城市更新的大背�下

被引�，成为微更新�念的萌芽。形成这个

����主�是因为��探�的需求：�是

对于新��的好奇心，小微绿地作为�个新

兴的����，��界对�有着浓厚的兴趣

和好奇心，希�能�对��行��的探�和

��；二是��框架�需建立，在��的初

�，�者们���需�建立�个完整的��

框架来指导小微绿地的��，这�是驱动�

���“��初探与��搭建”��的重�

内因。�是当�国内大部分��内容还是局

�于设��则�方�，实�尝试�停留在城

市规划层面。而通�同�英文文����可

以看�小微绿地的相����普遍�现比中

文文�，�在文��量���始点2002�之

前就有了较多的����和实�探�，“��

（management）”“生物多�性（biodiversity）”“生

�（ecology）”�现强度非常高，�明这个�

�国外小微绿地��就已�较为��，开始

在生��和生物多�性等��搭建��的�

�框架。

4.2 研究拓展与多元应用

随着相���（如GIS、遥感��）的

��，国内�者们开始探�如何�这些��

应用于小微绿地的��中，�而推动���

�“��拓展与多元应用”��。在城市化�

�中，小微绿地在缓解城市��问�、提升

生�质量等方面的作用逐渐被���，这�

�使�者们通�实�应用�行更为��的�

�。2013-2016�，中文文�中“微绿地”“生

��复”“海绵城市”等������这�

��的中文��开始�注小微绿地的生�应

a 中文文献

b  英文文献

图7   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7   Keywords timelin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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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对小尺度绿地的设�利用等，例如通

�口袋公园、街区花园、社区花园等形式发

�小微绿地的生�恢复�能，增加城市生物

多�性、�碳��、可��发展等生�效

�。�定中��发展规划，使�度城镇化�

��化的现代城市具有可��性 [45]。�这个

��仍�在小微绿地定�模糊，维����

�不健�、空间分布离��可�性差、设施

不匹配�龄实际需求等问�。而英文文�中

“绿色空间（green space）”“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城市生�（urban ecology）”等��

�比较��，���者们更加�注小微绿

地为满足城市居民户外体�需求的被使用�

�，尤�是它对人体健康的积极��。例如

Peschardt[46]对哥�哈根686名居民�行访问的

结��明，小微绿地主�用于社交和休憩。

小微绿地在城市�温调�、水流调�、径流

�缓以�有�于城市适应极端��方面的�

��受�更多�注 [47]。

4.3 研究深入与政策反馈

2016�至今，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导

致公共空间严重不足，中文文�中的“城市

更新”“微更新”聚类�点数量�增，��

者开始�注小型绿地空间的精细化利用，城

市微更新成为高密度城市以�新�城区建设

自下而�精细化治�的�佳模式 [48-49]。“�

温（temperature）”“生�系�服务（ecosystem 

service）”“基�设施（infrastructure）”是英文文

�中��相���的前�问�，这���的

��延�了对���化风险、生�环境破碎

的�注，��基�设施、生�服务系�等角

度强调小微绿地的社会效�和生�效� [22]。

��来，英文�����整体共现�

�膨胀的现象不如中文明�，国内�者对小

微绿地的��活动更为活�。党的十八大、

二十大�对生�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了

新�求，成为小微绿地��的政策导�，这

是驱动����“����与政策�馈”�

�的重�内因。而在城市规划实�中，小微

绿地的规划与建设遇�了许多实际问�，这

些问�的解决�需�����的��和指

导。快速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导致国

内土地资源利用、自然生�环境发生剧烈�

化，城市更新�复的���需开展 [50]。国内

相���与国家政策走��系�密，2017�

住建部颁布了《住房城乡建设部�于加强生

��复城市�补�作的指导�见》，涉�财政

补贴、规划��标准、专项政策和公��与

等方面的小微绿地的�������。2020

�，�圳建成超�120个社区共建花园，为

载体���活了小微绿地 [51-52]，在实���

中搭建了政府、专业��、第�方组织、社

区居民等共建共治的合作��，通�多方合

��馈有效推动了城市微更新的资源整合、

�度探�和流�完善 [53]。

5 对优化城市小微绿地研究的讨论

当前，国内小微绿地的��在���

�、建设指南、��探�、规划实�和效应

图8   研究词频前50的关键词占比
Fig. 8   Proportion of top 50 keywords in word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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