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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governance, management, and related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working practices and latest achie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The purpose is to 

offer an international macro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tial found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landscape governance practices. Ad-

ditionally, the article interpret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organization’s work,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andscape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s the shortcoming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fforts. The article advocat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in landscape intervention processes to bridge governance, management, spatial 

practices, data science, and finance,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t suggests that Chinese institutions enhance data col-

laboration, eleva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overcome language system differences, and deepen interna-

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governance, enabling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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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国际景观治理、管理及相关技术解决方案的系统化运作角度出发，综述了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
环境署（UNEP）、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的工作实践和最新成果，目

的在于为景观治理的本土化实践提供国际宏观视角和经验基础。同时，通过成果解读总结了各组织的工作

特点、对景观治理的理解，指出了跨领域协同工作上的不足。主张在景观干预过程中整合生态—社会—经

济维度，以促进治理、管理、空间实践、数据科学和金融5个板块的协同发展，并建议中国机构在景观治

理领域加强数据协作、提高景观管理战略性、克服语言体系差异、深化国际合作，从而有效参与到全球生

态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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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由于不适当的城市开发导

致的土地、流域、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退

化，加之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境剧变、极端气

候事件、粮食与水资源危机等，人类经济、

社会与人居环境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产

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经济和

政治驱动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对稳定的生态系

统和自然资源的最终依赖 [2]。

文章通过景观治理—管理—方法的系统

性思考，从国际视角解读上述机构的相关项

目成果、工作平台与协作关系，以期为相关

工作者提供一个跨领域的协作地图和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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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清单，以更好利用国际组织的资源、经

验来应对景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 研究概述

1.1 研究问题

尽管城市对景观治理、管理以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融资和决策者对

如何利用自然进行可持续建设知之甚少。而

规划设计方案的制定者、实施者又很难准确

地把握这些资源背后潜藏的经济价值以及在

综合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方式。

1.2 研究目标

本文意图通过讨论从技术选择、管理、

治理多个方面的解决方案：（1）明晰相关概念

之间的关系；（2）提供一个包含治理与管理、

设计与实践、监测与评估、经济金融各领域

的综合工作框架；（3）提供若干来源于联合国

相关机构实践的可应用的工具文件的解读。

1.3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包含了文献研究、

案例解析以及比较研究的通用方法，在联合

国的背景框架下讨论景观治理相关问题。研

究首先着手将景观治理从5个维度限定讨论

范畴，分为空间规划设计、高效行政管理、

可持续财政运行管理、政府间协作以及科学

决策机制。每一个维度在具体阐述中都运用

了各个联合国机构的案例去辨析。

2 概念辨析 

在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趋势下，西方的

景观治理理论逐渐从环境治理领域衍生出

来，从应用视角将景观治理作为可广泛协调

冲突的手段 [3]，强调景观规划、景观管理向

景观治理过渡的趋势 [4-5]。但景观治理是一

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是一种实证观察 [6]。国

际上也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及完整的理论体

系 [3]，与诸多概念存在较多交叉，加之中西

方语境差异，给国内外经验的衔接、工作的

协同造成了混乱。因此，首先需要辨明这些

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2.1 景观治理与景观管理 

景观治理（Landscape Governance）的重点

是权力关系、决策、资源（技术、信息和资

金）和政策规则，通常包括政策制定和决策

过程中的参与机制设计 [7]，旨在维持、增强

或恢复景观功能以及它们提供的生态产品和

服务 [4,8]。而景观管理（Landscape Management）

则涵盖了对自然资源和城市开放空间进行重

新规划、设计、建设和维护，重点在于景观

资源和要素的组织以及伙伴关系的维护 [9-10]。

2.2 景观规划设计、景观服务与生态系统服务

景观服务（Landscape Service，LS）这一概

念链接了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ES）等议题 [11-12]。ES用于描述一种客

观现象，没有主客体之分；而LS的作用客体

是人类，更适于描述生态系统所在的空间单

元对人类供给产品的效益。根据需求调整景

观服务功能，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景观规划

与设计（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而景观

中生态系统服务与人居环境、社会系统之间

的关联机制复杂不明一直是景观治理和管理

面对的重要问题 [11,13]。

2.3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其他相关概念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经由IUCN提出后就作为一个

各类以保护自然为目标的策略方法的总括

术语 [14]，涵盖了自然保护、生态系统适应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EbA）、基于生态系

统的灾害风险减少（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Eco-DRR）、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

的综合水资源管理、综合景观管理等策略 [15]

（图1）。因其更强调多方案的协同以及多种空

间尺度下政策与实施工作的整合，该框架被

认为超越了森林景观恢复（Forest and Landscape 

Restoration，FLR）、EbA、生态恢复（Restoration）

等单一方法 [15-16]。NbS需要以包容透明的景

观治理为基础，例如运用自然资源管理框架

联合国视角下的国际景观治理实践框架研究      任    婧    等.  

图1   景观治理、管理、规划设计与相关概念关系示意图
Fig. 1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dscape governance, landscape managemen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releva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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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GF）[17]指导NbS的设计和实施 [15]。

3 多维度整合的景观治理工具框架

3.1 侧重的空间类型与议题

国际组织对不同景观空间的关注侧重点

不同：粮农组织侧重于对森林（包括城市和

城郊森林）、城市农业空间、湿地（包括人

工和自然的）、海滨生态空间（包括沙地、红

树林、近海水域）、农林地、牧地、渔场的

研究；人居署侧重于蓝绿廊道（城市绿廊、

滨水空间）、城市公共空间的实践；世界银

行在两者基础上增加了对自然河流、盐沼地

的关注 [18]。

从各组织机构对各类空间的关注情况

来看，景观干预措施在空间上实际很难被清

晰地分割，本质上就是多空间、多要素整合

的；而无论边界如何定义，景观都被各组织

视为社会、文化、经济与生态、生物、物理

要素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 [19]。

3.2 5个维度下的解决方案

尽管各组织对不同景观空间的关注存在

一定的交错，但在切入工作的维度、视角和

实施途径上却有着鲜明的机构特色。其中，

人居署尤其侧重于多方参与的空间实践，考

量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实现空间上均衡

与和谐；环境署更擅长基于科学的决策与治

理，优势是在国土层面统筹全球的生态数

据，以供科学研究、监测和辅助政策的制

定；粮农组织视角更聚焦于食物供给的可持

续性，因此对生产链条和自然要素价值、景

观管理方面有更针对性的指导（图2）。而在

可持续的融资协助方面，其实各个组织都或

多或少涉足了这一领域，但关于生态系统经

济价值的讨论大多作为气候变化、碳中和等

工作的一个构成部分，而针对性的成果则出

版年份较早，也比较笼统。

4 不同国际机构的侧重议题与指导工具解析

4.1 联合国人居署——从空间实践入手的综

合解决方案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

所有城市化和人居问题的接口机构，致力于

从社会和环境两个方面推动城镇的可持续发

展。人居署在景观治理、管理和干预措施的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绿色基础设施与公共空

间提升方面，意图通过开发综合的规划设计

指南以及与绿地有关的评估工具，指引城市

规划设计和建设实践。人居署的工作有如下

特点：

（1）从景观发展的理解角度来看，人居

署始终强调城市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 [20-21]，无论是在抽象的规划建设管理过程

中，还是在具体场所的实践应用中，都非常

强调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衔接作用，在策

略上十分注重对人类住区空间、建成环境与

自然空间要素的平衡与交互作用。

（2）从行动抓手和研究重点来看，通常

是从空间角度入手，聚焦于物理空间中呈现

的具体社会问题，再通过对空间实体和景观

要素的改进，延伸到对制度、决策、管理等

维度的思考和调整。

（3）从合作层级来看，人居署在这一领

域的实践更多在城市层级，主要是从城域、

社区，乃至一个小的自然的或者公共的空间

入手，对具体场地的语境有较强的针对性。

（4）从工作模式来看，人居署侧重于通

过制定设计指引、提供整合多维度要素的设

计方案和推动多种类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设计与评估过程的努力，来介入全球范围内的

城市发展。正因为这种模式，人居署在推动

景观建设方面的工作成果主要有综合规划设

图2   人居署、环境署、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在景观干预措施相关工作的范畴与关注重点
Fig. 2   The working scope and emphasis of UN-Habitat, UNEP, FAO, and UNDP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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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原则、以项目为主导的空间实践两种类型。

4.1.1 综合规划设计原则：面向城市系统化运作

的指导纲领

人居署通观城市整体结构与规划发展

过程，将自然资源与绿色开放空间的发展视

为与住房、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

地位，因此在多个综合性的指导框架中对其

进行了强调。其中，2015年发布的《城市与

区域规划国际准则》（IG-UTP）在原则7、原

则8中明确了要在政策制定和规划过程中关

注自然资源、农业空间、绿色开放空间、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2-23]，这也体现

了人居署对景观治理相关空间类型和议题的

关注范围。

2012年发布的《绿色经济的城市模式：

与自然合作》（Urban Patterns for a Green Economy: 

Working with Nature）推广了对景观镶嵌格局

（Landscape Mosaic Pattern）理念的应用[24]。其

中，“与自然合作”章节提出要“确定战略景

观空间模式以保护关键生态过程”，包括突

显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与生态

过程合作，将城市视为一个生命系统以及

让开放空间富有成效等策略。2023年发布的

《韧性和绿色的人类住区发展框架》（Resilient 

and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Framework）则从气候

变化和抗灾能力的角度重审人居环境的发

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整合评估、开发、管

理的政策指导文件 [25]。最近发布的《未来城

市与新经济：绿色创新驱动碳中和》（Future 

Cities and New Economy, Carbon Neutrality Driven by Green 

Innovations）报告中，生态系统的碳中和作用

被提到空前高度，尤其是关于森林治理方

面，强调了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碳汇及替

代高碳足迹产品方面的潜在作用[26]。由此可

见，人居署对景观治理的讨论通常是关于城

乡空间系统。

4.1.2 以项目为主导的空间实践：公共空间设计

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的应用实例

以项目实践为导向是人居署工作的特

点。以全球公共空间项目（Global Public Space 

Programme，GPSP）为代表，人居署与城市政

府、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在地实践，在欠发达

地区为当地政府和社区提供技术支持，形成

了诸多定制化的实践案例。

GPSP开发的《公共空间工具箱：从国际

原则到地方政策与实践》（Global Public Space 

Toolkit: From Global Principles to Local Policies and Practice）[27]

提出应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与创造有吸引力

的公共空间相结合，来减少环境风险，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国际导则或工

具箱均以简明、通用的语言编写，因此，上

述工具需要在具体场景的项目实践中进行定

制化处理，最终以实践案例的形式呈现出

来，才能为实践者提供生动具象的参考。例

如，以蓝色经济议程为目标的GoBlue计划，

选址在肯尼亚Kilifi海滨的Mazingira公园。该

项目采用了GPSP特定公共空间评估工具 [28]、

“Block by Block”[29]与NbS（如大量引入红树林和

其他本地植被保护公园免受海岸侵蚀，促进

与自然相关的娱乐活动，同时保护相邻的滨

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等）[30]。

这些以增强城市韧性为目标的景观实践

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但通常坚持以多维度

的综合的行动方式呈现，也因此，景观治

理、管理在其成果中并未得到突显，只是包

含在了所有的项目进程中。

4.2 联合国环境署——以数据科学支撑的决

策系统

景观治理需要建立在对于自然环境和

资源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其中包含了生物

多样性、长期和短期灾害预警、水资源管

理、海洋资源管理、大气层空气质量监控等

等，这些都是系统中要着重考虑的要素。环

境署的主要角色之一便是持续监测全球环境

状况，以增强科学见解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

系，并支持全球环境展望。因此，环境署开

发了一系列以科学测量、实时监控和系统评

估为基础的数据平台，以供政府进行景观管

理和科学决策。 

4.2.1 持续的景观动态审查：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实时监控和统一标准的分析是必不可少

的基础。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lob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GEMS）服务的主要功能就是

检测、观察、监测并进行自然和人工环境分

析，为保持景观状况提供坚实基础。GEMS用

于预警（如水域、空气、海洋等）各类自然

灾害，生成自然变迁模式分析，帮助决策者

了解景观变化，从而通过景观管理应对不确

定性 [31]。其通过伙伴关系和联盟来增强机构

的科学决策能力，帮助决策者能够优先考虑

那些逐渐发生和突发性的环境风险，如行星

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和气候变化影响。

GEMs监控系统与传统环境监控方法论之

间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于前置性管理，

即环境监控和景观管理的预警系统，而后者

主要在管理环节的下游进行滞后性管理。未

来景观管理中，以预警为主导的前置性管理

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并优化系统设

计，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估算的有力依据。

4.2.2 预测、建模与解读：战略前瞻系统

战略前瞻系统（Strategic Foresight System）

是一个用于突显环境变化热点、探讨新兴科

学课题、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平台，提供结

联合国视角下的国际景观治理实践框架研究      任    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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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方法来预警新兴问题、提供区域和全球

环境的潜在威胁。因此，其能够指导景观管

理过程，通过建模来预测未来10年、20年

和50年的变化，协助区域规划过程中的远期

决策，也能协助区域规划的校准，促进其与

景观管理无缝衔接。

战略前瞻系统的优势在于通过科学推

测生成多种预估场景，显著减少了未考虑因

素的可能性。决策者通常能够制定多套备选

方案，有效处理远期规划中的不可控因素。

然而，该系统存在高负荷的数据处理和系统

性组织协作的要求。从理论建模、标本数

据采集到回归模型验证等一系列步骤，任何

一个环节的误差都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巨大

偏差，进而影响科学判断。因此，在采用战

略前瞻系统时，决策者应结合相应的辅助方

法，例如使用GEMs进行持续观测，以校正

预估偏差。

4.2.3 技术力量支持全球环境状况监测：全球资

源信息数据库

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Global Resource Information 

Database，GRID）由核心的数据科学家团队组

成，主要任务包括采集全球环境数据并及时

转化为可视化信息。该平台处理和分析与自

然资源问题相关的地理空间和统计数据，通

过交互操作数据平台（Web Services、API）以及

交互式图形、地图等在线技术来集成、传播

和交流这些信息 [32]。环境署与GRID签署了长

期合作的协议，这种机制让技术方更好地了

解和回应环境署的需求，从而从技术后勤服

务发展成环境署创新的新力量。

GRID设计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管理架构，

非常契合景观管理的工作流程需求。举例来

说，某些GRID技术中心专注于景观经济估

算，而其他中心则负责自然资源的调控，以

确保景观管理在城市系统中在多个维度上得

到有效管理。地理分布上，这些技术中心广

泛分散于全球各地，确保在数据采集方面的

全面性。

然而，该系统存在过度依赖横向管理的

问题，缺乏垂直统筹和安排，导致了各自为

营的风险以及在资金运转方面的困难。这种

风险决定了GRID的实际应用更适合在地区层

面而非国家层面。为了提高系统的效能，有

必要加强垂直管理，以便更好地应对各项挑

战，确保系统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4.3 联合国粮农组织——供应视角出发的景

观资源管理

相比其他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更为

关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与食品系统

之间的关系，在景观管理方面十分重视流

域管理、综合景观治理、森林和景观恢复、

渔业实践的整合（在农业灌溉系统和其他水

系中结合渔业养殖的实践等）、海域生态系

统、城市区域食物生产系统、城市和城郊森

林等。

这些方法综合考虑了不同环境要素以实

现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为人民、食物与自

然服务的景观”（Landscapes for People, Food and 

Nature，LPFN）项目下，粮农组织在2014年发

布了《景观干预空间规划和监测》用户手册

（Spatial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of Landscape Interventions: 

Maps to Link People with their Landscapes: A Users’ Guide，

SPMLI），就团队管理、收集地图信息、训练空

间素养、八步法这4个方面提供了具体指导。

而《生命景观：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的景观管

理方法》（Landscapes for life: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则重点

介绍了粮农组织的实际做法，提供了一系列

关于领土开发、森林和景观恢复以及城郊综

合系统的最佳实践。

以两个典型的工具箱为例：可持续森林

管理工具箱（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oolbox，

SFM）与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工具箱（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Toolbox，EAF）。其中，SFM

项目集成了工具和个案，包括2011年发布

的《森林治理评估和监测框架》（Framework for 

Assessing and Monitoring Forest Governance）[32]和《标

准和指标：从政策到实践加强可持续森林

管理的工具》（Criteria & Indicators: A Tool for Enhancing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from Policy to Practice，

C&I）[33]。而EAF则是一个分步骤的决策过程

模板，让管理者根据自己的渔业类型、资源

和能力来决定最合适的工具 [34]。

4.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环境署——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融资协助

环境署非常注重使用经济方法来解决环

境问题的途径，以便决策者确定自然资源的

最佳利用方式，提出需要从管理、规划与市

场三个方面切入，将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

样性纳入城市发展政策制定中。其中，市

场角度需要促进支付生态系统服务以提供

经济激励，通过认证和标签化来增强产品

和服务 [35]。2008年发布的《生态系统服务付

款：入门》（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Getting 

Started）[36]是一本言简意赅的指南，之后又在

2011年发布了《TEEB①城市手册：城市管理中

的生态系统服务》（TEEB Manual for Cities: Ecosystem 

Services in Urban Management）[35]。

① TEEB全称为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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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在《国际环境金融工具指南》

（The International Guidebook of Environmental Finance 

Tools）通过审查来自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100

多个环境金融案例，定义和分析现存的、使

用中的主要金融工具，涉及扶贫能源、保护

区、可持续农业和可持续林业4个领域 [37-38]。

该报告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发现大多数情

况下国家只实施了少数金融工具（贷款、收

费和补贴），但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成功实

施，因此，不建议决策者使用复杂工具，而

应通过改进常用金融工具来更大限度地发挥

影响 [37]。《目标情景分析（TSA）：一种捕捉和

呈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供决策的新方法》

（Targeted Scenario Analysis: A New Approach to Capturing and 

Presenting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for Decision Making）

分步介绍了这一创新分析方法，以帮助政策

和决策制定、商业案例、投资选择。政府和

私营企业合作者可以通过TSA和城市发展决

策角度生成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数据 [39]。

5 5个维度解决方案的运作问题与需求

从现有成果来看，上述4个联合国机构

在相关议题上合作交流仍显得非常有限，而

这种工作领域割裂的现象也存在于广泛的不

同专业人群身上。经验已表明景观治理需要

建立在跨领域、跨部门协作以及社会—生态

互动的系统性思维基础上，还需要整合技术

解决方案以及生态科学 [40]。这要求相关工作

人员对景观实践全局和全过程有更清晰的认

知，并掌握足够实践导向的工具来指导这些

方法的运作。

5.1 需搭建环境科学与空间实践、社会治理

之间的桥梁

景观研究从一开始就集合了社会、生态、

文化多种维度，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 [11]。

而且因其常需要赢得多个部门和各级的行动

承诺，实践过程一般都很复杂。环境人员通

常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但

他们的独立工作只能实现有限的目标。

因此，亟需贯通环境科学、空间实践与

社会治理 [19]，这要求上述5个维度的工作者

在整合的知识网络中进行复杂形式的学习：

一方面，环境或数据科学研究者要以促进社

会变革的动力参与到设计实施和管理过程中，

因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在社会进程中定义

的，而不是在科学话语中[40]；另一方面，设

计人员与项目管理者也需要增强证据意识与

科学分析的基础能力。以此为基础，才能整

合各领域的知识和策略，在具体场景中探讨

景观治理、管理、经济和社会效益整合协同

的可行性，而这一职责也注定不会由单个机

构或群体来承担，而是由活跃在该领域的各

个组织共同担负 [33]。

5.2 景观空间实践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联

系有待寻求科学证据

一个行动方案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其良

好的财政基础和覆盖运行成本的能力，包括

启动公共投资以产生经济效益 [15,22]。景观干

预措施要取得成果，不仅需要足够的时间框

架、利益相关者的承诺，还需要有针对性的

投资 [33]。

当前对景观空间实践给生态系统服务带

来的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仍差强人意。有效

的定量分析方法和经济视角的缺失，令景观

空间实践对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碳中和、气

候减缓和适应目标的贡献显得不够明确 [41]，

这将直接导致在资金吸引力和政治、社会关

注度上的失利。

因此，还应继续完善关于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研究，以科学数据为证据 [33,40]，特别

是在利益相关者的激励视角下，要更准确地

评估景观干预措施的成本和经济效益 [15]，从

而量化为碳中和与气候减缓目标所作的贡献。

6 总结

6.1 研究局限性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与景观治

理紧密相关的4个联合国机构的工作成果。

由于研究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对这4个机

构之外的国际工作成果虽有提及，但未及

展开探讨。但广泛的NGO（例如 IUCN，ICLEI，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World Agroforestry，Rainforest 

Alliance,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等）在此领域成果

也十分丰硕。

6.2 研究总结

通过解析联合国作为政府间组织的项目

实施的运作机制，研究展示了在实施景观治

理的实施过程中三个重要的观点。（1）景观

治理是一个严谨的以科学和实时观察为依据

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需

要与空间战略、经济框架以及社会结构反复

的校正。（2）景观干预措施是一个跨经济、

社会和空间的整合性治理，需要5个维度的

资源统一调度。（3）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前

提下，作为自然灾害的缓冲带、人类住区生

计系统的链接层，景观治理是一个会产生直

接经济效益的地域管理模块。这三个观点为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设计师群体提供了有

效的视角去重新定义景观管理的战略角色。

7 对中国的借鉴和建议

有效的景观改善路径与土地管理、生产

性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策略及区域规划

密不可分，中国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应提

高景观管理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联合国

联合国视角下的国际景观治理实践框架研究      任    婧    等.  



58

专题：绿色基础设施韧性研究的国际经验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RESEARCH ON RESILIENCE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ANDREWS B,  CARRILLO-SILVA D, ILIEVA L 
L, et al. The Critical Role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Enhancing Climate Resilience in Informal Areas: 
An Urban Supplement to the UNFCCC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R]. 2023: 68.

[2] 1000 LANDSCAPES FOR 1 BILLION PEOPLE 
INITIATIVE. 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 
Practical Guide[R]. Washington, DC: EcoAgriculture 
Partners, 2022: 35.

[3] 张振威, 姜芊, 孜田乐. 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

景观治理[J]. 景观设计学, 2019(3): 100-105.
[4] BEUNEN R, OPDAM P. When Landscape Planning 

Becomes Landscape Governance, What Happens to 
the Scien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0(4): 324-326.

[5] 刘爽. 景观规划与管理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新进

展[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工程技术, 
2017(03): 242.

[6] VAN OOSTEN C, RUNHAAR H, ARTS B. 
Capable to Govern Landscape Restoration? Exploring 
Landscap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Stakeholder Perceptions[J]. Land Use 
Policy, 2021, 104: 104020.

[7]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CIFOR), WORLD AGROFORESTRY 
(ICRAF). Research Program on Forests, Trees 
and Agroforestry (FTA)[EB/OL]. [2024-01-15]. 
https://www.foreststreesagroforestry.org/what-is-
fta/#:~:text=The%20CGIAR%20Research%20
Program%20on,security%20and%20addressing%20
climate%20change

[8]  GÖRG C. Landscape Governance: The “Politics of 
Scale” and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Places[J]. 
Geoforum, 2007, 38(5): 954-966.

[9]  MUGO T, VISSEREN-HAMAKERS I, VAN 
DER DUIM R. Landscape Governance Through 
Partnerships: Lessons from Amboseli, Keny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30(10): 2391-

2409. 
[10] 马克·安托罗普, 袁琳. 从整体的地景综合到跨学科

的地景管理[J]. 风景园林, 2010(01): 74-80.
[11] 刘焱序, 傅伯杰. 景观多功能性: 概念辨析, 近今进

展与前沿议题[J]. 生态学报, 2019(8): 2645-2654.
[12] WU J.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in Changing 
Landscapes[J]. Landscape Ecology, 2013, 28: 999-
1023.

[13] WESTERINK J, OPDAM P, VAN ROOIJ S, et 
al. Landscape Services as Boundary Concept in 
Landscape Governance: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in 
Collaboration and Adapting the Landscape[J]. Land 
Use Policy, 2017, 60: 408-418.

[14] 王志芳, 简钰清, 黄志彬, 等.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

研究视角综述及中国应用启示[J]. 风景园林, 2022, 
29(6): 12-19.

[15] IUCN. Guidance for Using the IUCN Global 
Standard for Nature-based Solutions : A User-friendly 
Framework for the Verification, Design and Scaling 
up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M]. IUCN, 2020.

[16] SEDDON N, SMITH A, SMITH P, et al. Getting the 
Message Right on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21, 27(8): 1518-
1546.

[17] SPRINGER J, CAMPESE J, NAKANGU B.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Framework: 
Improving Governance for Equitable and Effective 
Conservation[M]. IUCN, 2021. 

[18] WORLD BANK. A Catalogue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Resilienc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240. 

[19] MCGONIGLE D F, ROTA NODARI G, PHILLIPS 
R L, et al. A Knowledge Brokering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J].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20, 4: 13.

[20] UN-HABITAT. White Paper on Cities and Nature: 
Planning for the Future[Z]. UN-Habitat, 2022. 

[21] CHIGBU U E. Urban-rural Land Linkages: A 
Concep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R]. UN-Habitat: 
Nairobi. 

[22] UN-HABITA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R]. Nairobi, Kenya: UN-
Habitat, 2015: 34. 

[23] UN-HABITA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IG-UTP) Handbook[R]. 
Nairobi, Kenya: UN-Habitat, 2018: 47. 

[24] ROBINSON B, SWILLING M, RUDD A. Urban 
Patterns for a Green Economy[M]. Nairobi, Kenya: 
UN-Habitat, 2012.

机构的相关现有成果虽然较为宏观、抽象，

但其多样的工作思路与结合多边外交的工作

模式，对中国在地实践打破思维惯性具有重

要意义。

7.1 景观治理的技术合作与数据共享

从环境署和粮农组织的经验来看，制定

更精准的远景战略规划需要基于数据的科学

结论。数据监控和预测的关键在于多元参与

进行数据比对、校正，但跨行政区，尤其是

跨国界的景观治理在技术合作、监控数据的

共享道路上存在重大挑战。政府之间数据协

作困难的原因涉及信息安全、地缘关系等多

个方面。但在中国境内，可以通过国土空间

规划框架的构建过程，加强各地景观数据的

统一性，促进跨地区的数据协作和监控数据

共享。

此外，在中国与各个联合国机构过去的

合作过程中，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技

术方案的社会语境甚至部分理论语言体系与

国际通用体系有所不同。因此，一方面需要

中国机构将研究的广度扩大到多国语言体系，

另一方面需要对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高质量

的转译，以实现更有效的相互学习。

7.2 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景观治理作为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关键手段，可以成为中国打造更加完善的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通道，从而助力中国提

升国际形象、融入国际热点议题、扩大在全

球景观治理层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全球景观治理层面，中国的研究机

构应积极参与国际景观监测与评估标准的制

定，开展政策研究、景观技术应用与案例研

究，并促进人员交流与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国

际合作。以增进更多国家对中国倡议、中国

方案及中国经验的认同和推广，助力中国在

全球生态治理中从重要参与者、贡献者走向

引领者的角色。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免责声明：本文表达的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

联合国机构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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