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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量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交织背景下，城市用地趋于集约高效建设。作为可以反映人地关系的量化研究，

城市绿地供需平衡是城市空间公平正义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有助于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优化和品质提升，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近十年城市绿地供需平衡相关研究从起源、现状热点及未

来趋势等角度进行分析，厘清发展脉络。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成果呈现三个阶段，2017年起稳定上升；当

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绿地可达性、尺度效益与空间分异、多元与异质群体需求、公平正义等方面；未来可

以从供给侧规划转向需求侧优化、绿地单元从城市到社区延伸、互通多元化与绿色场景化呈现、供需平衡

向匹配转换等方面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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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terweaving of built-up area redevelopment and land space planning, urban land tends to be intensively and ef-

ficiently constructed. A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at can reflect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urban green spa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of urban spatial justice and equity, which helps to optimize the 

layout and qual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The supply-demand balance of urban 

green spac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for urban spatial justice and equit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on the supply-demand balance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the past decad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rigin, current hot topics, and future trends,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presented three stages, with a stable increase since 2017.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green space, scale benefit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iverse and heterogeneous group needs, fairness and 

justice, etc. In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deepen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hifting from supply-side planning to demand-side 

optimization, extending green space units from cities to communities, presenting interactive diversity and green scenarios, and 

converting supply-demand balance to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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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城

市绿地增量捉襟见肘，但城市绿地建设不

平衡、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仍然突出[1-3]。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建设战略，使更多

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推动城

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提高包括绿地

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4]。20世纪60

年代西方城市出现的非正义问题引起社会对

城市空间公平正义的关注，城市绿地作为一

种重要的公共空间，开始引入经济学中供求

关系的概念，开展供需平衡研究。城市绿地

供需平衡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城市绿地服务供

给与居民需求在数量、空间、功能等维度达到

平衡状态。通过供需空间辨识、质与量的评

估、动态影响机制、均衡及空间匹配分析 [5]，

识别城市绿地配置的关键点位，为城市绿色

服务效率提升和资源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近十年来，国内外对城市绿地的综述类

研究主要关注了空间正义 [6-8]、适老性 [9-10]、小

尺度绿地 [11]等人本层面的社会服务功能 [12-13]。

人民城市建设理念深入人心，从供需平衡视

角进行城市绿地建设研究正是这一理念的集

中体现。相关成果主要包括：（1）供需匹配

测算模型搭建。2014年绿地供给与居民需求

的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城市绿地供需研究的重

要内容，普遍采用不同权重的多准则分析方

法搭建模型，以可达性、服务范围等为供给

指标，以城市人口数据和地区发展水平为需

求指标，对城市绿地供需关系进行评价 [14-15]。

2017年后开始引入资源经济领域的阈值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等反映城市绿地整体供需匹配

情况 [16-17]。（2）需求群体分类细化。受社会

分异影响，2015年城市绿地供需研究演化出

关注老年人、儿童 [18-19]等弱势群体的分支方

向。随着研究不断成熟，近两年开始出现以

“全龄友好”为目标，精准匹配不同社会群

体需求与城市绿地供给，兼顾少数群体与大

众需求的实践探索。（3）聚焦使用者单方面

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城市绿地供需研究从

健康福祉 [20]、文化教育 [21]等社会热点出发，

以更加具体、细致的视角探寻城市绿地供给

缺口，对绿地建设提出功能、设施方面等更

具针对性的建议。

当前，城市绿色空间公平已成为环境正

义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 [22]，而供需平衡作为

重要的发展阶段，关系到城市绿地空间公平

正义的未来发展。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国

内外供需平衡视角城市绿地的相关研究，厘

清发展脉络与理论渊源，分析研究热点及未

来研究趋势，以期深化对城市绿地供需平衡

的认知与丰富绿色公平空间的理论体系。

1 基本统计分析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城市绿地研究因此

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加之2013年以前围绕城

市绿地供需开展的独立性研究相对较少，多为

实地项目介绍，缺乏深入系统的科学性研究

和借鉴价值。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

时间跨度设置为2013年2月– 2023年2月。英

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为

检索媒介，以“主题= green space or greenspace 

or park or parks or UGS or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supply 

or demand or provision AND urban or city”“文献类

型=Article”“来源类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AN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进行高级检索。同理，在

中国知网（CNKI）中以“主题=（公园+绿地

+绿色空间）*（供需+供给+需求）”为检索

词进行精准匹配检索。最终得到有效文献中

文176篇、英文382篇。以文献题目、来源期

刊、关键词、摘要等关键信息作为主要内容，

对近十年供需平衡视角下城市绿地研究领域

文献进行分析。

1.1 发文趋势

国外供需平衡视角下城市绿地发文情

况大致可分为：（1）理论探索期，2013–2016

年文献发表数量较少，在早期绿地供给或需

求单方面研究成果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对

城市绿地供需匹配关系展开探索；（2）蓬勃

发展期，2017–2020年国外发文量大幅提升，

2020年发文量增幅最大达175%；（3）稳步调

整期，2020年后国外研究进入稳步上升阶段，

年发文量增长率放缓。国内研究拐点比国外

晚两年左右，整体走势为：（1）经验借鉴期，

2013–2015年国内发文主要围绕国外经验分析

开展，城市绿地供需研究开始萌芽；（2）成

长培育期，2016–2019年国内发文数量开始增

加，但涨幅不大，尚处于打牢基础的探索阶

段，研究方向大多参照国外成果；（3）发展

转型期，2020年同期受国外研究影响，发文

量有小幅上涨趋势，后又趋于平稳，于2022

年出现研究高峰（图1），理论研究实现本土

化，更加具有中国特色。整体而言，该领域

研究呈上升趋势且尚处于研究热点，未来仍

将持续稳定发展，有很大研究空间。

1.2 研究区域、机构及作者

分析文献研究区域可知，中、美、德三

国关注度较高，呈三足鼎立态势（图2）。因

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更高，德国、英国等欧

洲国家最早提出这一主题的研究，2018年后

扩散至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引起一系列

研究热潮。尽管国内相关研究发文量最多占

比47.12%，但中介中心性（0.36）次于发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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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10.47%的德国（0.45），这表明虽然近年来

国内在该领域学术影响力有一定提升，但与

其他国家的联合研究仍相对较少，未来仍有

提升空间。

发文作者多来自科研机构与高校，早年

间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与

德国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UFZ）

等机构形成研究聚落体系，推动了该研究的

蓬勃发展（图3）。中国则是近年来产出最主

要的国家，其中，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 

Sci）支持了25篇文献研究，位居第一。作者

分析显示，所有作者中心性均为0，尚未形

成以某一作者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表明目前

以个人研究为主导，学者之间缺乏合作。

2 研究热点与主题演进

城市绿地社会服务供需平衡将绿地空间

布局和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作为供给端与

需求端进行匹配研究 [23]。其中供给能力常用

绿地数量、空间规模或可达性等表示，需求

方面则多侧重使用者主观偏好与行为研究，

随后借助数理统计分析或地理信息叠加可视

化，得到城市绿地社会供需评价的最终结

果，为优化提供指导依据 [24]。在此研究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以可达性与公平性为代表的

效应评估研究、尺度分异的空间布局研究以

及关注多元需求与异质群体的功能价值研究

三大维度。在国内外相关文献CiteSpace关键词

共现知识图谱和聚类图谱中，表现出极高的

中介中心性和聚类紧致度（图4，图5），是城

市绿地供需研究的重要组成内容（表1）。

文
献
数
量

/篇

图1   发文趋势
Fig. 1   Posting trends

图2   研究区域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图3   研究机构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3

1

2

中文文献 Wos核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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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效应评估维度：可达性与公平性

可达性和公平性研究因能较好反映绿地

的空间布局和服务水平成为近年供需研究常

用的评价指标 [11]。可达性研究指的是使用者

时空条件限制下从一般居住地到达城市绿地

的难易程度，重点反映了城市绿地供需研究

的空间分布情况；公平性则在此基础上综合

多因子要素测度了城市绿地供给及使用者需

求匹配程度，相较可达性而言扩展了效应评

估的指标层级。

2.1.1 可达性

城市绿地可达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

代，经过30多年的研究分析，已经分化出多

种适用于不同情况的研究方法：早期以缓冲区

分析和网络分析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侧重从

绿地自身的数量及空间特征出发测算城市绿

地的供给水平；费用加权距离等方法则通过

设定供需双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相对阻力，从

而确定前往各类绿地的真实时间、距离、费

用等成本，但仍缺少需求侧方面的测度指标。

2014年后的城市绿地可达性研究，依托

ArcGIS平台，开始转向以“人地关系”为核心

的供需匹配研究，并随之建立了多种数据模

型。如从供给层面而言，可采用Huff模型以绿

地面积及时间成本计算得到的吸引力及预期

访问量，确定城市绿地的服务水平 [25]。而以

街道为基本研究单元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及引

力模型 [26]，以各绿地面积及服务半径为供给

指标，以单元内居民人数为需求指标，参照

距离衰减规律，对各单元的绿地供需状况进

行评价，实现了以绿地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

转化。以上几种目前常用的可达性研究方法，

其本质都是以人口数量反映使用者的需求能

力，以城市绿地的面积、到达距离等代表供

给能力，对于可达性及人口密度进行匹配性

图4   国内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4   Graph of domestie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5   国外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5   Graph of foreign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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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而得出城市绿地的供需水平。虽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城市绿地可达性分析“重

供给、轻需求”的研究状况，但其所采用的

人口数量及绿地面积等指标相对粗略，无法

反映出当前城市绿地真实的供需矛盾问题。

2.1.2 公平性

公平性早期经历了数量均等、布局均衡

等阶段，普遍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进

行各区域绿地的纵向比较和同一地区不同时

间段的横向比较 [14,27]，以区域内常住人口为

测度指标忽视了使用内部的群体异质性。随

后转入的探寻城市绿地需求差异的社会公平

阶段，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其一，从人口

结构细化需求侧相应指标，此类研究利用区

位熵 [28]等方法分别测算不同年龄层次和收

入水平群体所对应的绿地需求，着重关注老

年人、外来人口等弱势群体能享有的绿地服

务及供需匹配程度。其二，针对以往研究仅

侧重评价城市绿地某一方面供需合理性的问

题，现主流研究常独立选取绿地公园供给能

力和居民需求能力目标层，其下分设人口密

度、土地利用、交通组织等多指标层评价因

子，建立AHP、耦合协调等多源数据评价模

型 [16,29]，以求反映城市绿地复杂综合的真实

服务情况。

2.2 空间布局维度：尺度效益与空间分异

空间布局是城市绿地社会供需匹配研

究的落脚点。供给侧视角下的城市绿地布

局，一般以人口指标衡量居民需求分析规

划的合理性，多从城市/区域尺度开展研

究。而城市绿地需求研究以“城市居民”为

主体，一般在公园和社区尺度，分析居民

对绿地的使用偏好和特征 [23]。这种由于研

究尺度不一而导致的城市绿地空间分异不

断加剧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引起了学者的

关注，城市绿地的空间匹配成为近年来研

究热点之一。于2016年开始生成典型聚类，

2021年COVID-19影响使用者出行范围大幅受

限，以社区公园为主要研究对象又形成了一

批新的研究热点（图6）。

2.2.1 广域尺度

遥感技术的兴起促进了大尺度区域的城

市绿地供需研究，分别以人口密度与绿地数

量、布局为供需测度指标，通过 InVEST、ARIES

等模型，分析获得城市绿地供需关系[24]。城

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绿色空间需求和空间分异

影响，促使部分学者从多尺度角度对城市区

域绿地系统内不同类型绿地进行供需平衡

表1   重要聚类及关键词对照表
Tab. 1   Important clustering and keywords comparison table

类别
Type

研究维度
Dimension

典型聚类
Typical cluster

主要关键词
Keywords

国内

效应评估维度
可达性 公园布局、供给评价、活动需求、供需关系、多源数据、服务能力

公平性 空间格局、社会结构、便捷性、人类福祉、耦合协调

空间布局维度
高密度 社会分异、集约化、用地效率、供需均衡、服务水平、更新

社区公园 空间差异、满意度、问卷调查、休闲游憩、小型公共空间

功能价值维度 影响因素
人本规划、市民需求、测度方法、社会服务、品质提升、

绿地特色、运动健康

国外

效应评估维度

accessibility analysis network analysis（网络分析）、distance decay（距离衰减指数）、physical activity（体力活动）、

green exposure（绿色暴露）、big data（大数据）

environmental equity socioeconomic status（社会经济地位）、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multiple travel modes（多

出行模式）、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布局维度

compact city governance（治理）、public space（开放空间）、contingent valuation（或有价值）、environmental 
justice（环境正义）、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城市可持续发展）

scale effects urban community（城市社区）、crowd activities（人群活动）、proximity（接近度）、2sfca（两步

移动搜索法）、decision support tool（决策支持工具）

功能价值维度

general health influencing mechanism（影响机制）、public participation（公众参与）、self-rated health（自评健

康）、mental stress（精神压力）、green space quality（绿地质量）、walking（步行）

climate regulation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ecosystem service（生态系统服务）、urban temperatureregulation
（城市温度调节）、air purification（空气净化）、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身心健康）

user preferences demand（需求）、heterogeneity（异质性）visitor（到访者）、socially vulnerable group（弱势群

体）、older adult（老年人）、children（儿童）、citizen satisfaction（市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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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以求获得更加精准的优化建议。结

果均表明各尺度城市绿地差异显著，且街道

和社区等小尺度层面的绿地存在较大供需缺

口[30-31]。这种以多规模分类提供绿地评价的

研究方法，放大了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环境，

直接展示了绿地细节的缺失，为下一步精细

范围内实现城市绿地供需平衡提供理论研究

基础。

2.2.2 社区尺度

在前者研究成果影响下，城市绿地建设

开始趋向精细化发展，“社区园艺运动”“志

愿者绿地治理”等实践探索推动了社区层级

的绿地供需研究。效能验证时期，肖希等 [32]

使用Fragstat软件选择绿斑密度（GPD）等空间

绿量评价指标探讨了城市绿地空间尺度与使

用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面积小、形态

灵活的小微绿地更能满足居民日常使用绿地

的心理需求。小尺度绿地的供需关系评估，

其主要变化体现在需求侧数据的获取，除人

口密度等客观指标外，加入问卷调查、专家

矩阵以及基于单位服务功能的价格法处理得

到的数据，更能体现居民实地访问绿地时的

主观偏好 [33]。国内在2017年以前针对该方面

研究多以借鉴欧美国家成功案例为主，2017

年后以上海、武汉为代表的城市，开始进行

中国本土的实践性研究，社区生活圈 [34]视

角下的绿地研究应运而生（图7）。按照“5-10-

15 min”步行时间层级细化的基本研究单元，

为日后小尺度城市绿地供需平衡发展提供了

研究平台。

2.3 功能价值维度：多元需求与异质群体

上述城市绿地社会供需研究多是基于休

闲游憩这一基本服务功能，其他为城市居民

带来的潜在惠益（国外称为或有价值）以及

不同群体的异质性需求尚未考虑其中[11]。在

此背景下，交叉学科研究以健康福祉、当地

气候等为需求指标，重新审视绿地价值及前

沿创新下的绿地供需匹配演化特征 [23]。如国

外聚类分析显示，综合健康主题研究于2017

年初步形成，进几年热度持续攀升，已经成

为城市绿地供需研究的前沿话题。群体异质

性及用户偏好等话题自产生也一直保持着相

对均衡的发展速度，是城市绿地供需较稳定

的研究主题。

2.3.1 群体分异

城市绿地社会供需研究初期多采用公共

空间环境评价（EAPRS）和邻里绿色空间测量

图6   国外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Fig. 6   Timeline of foreign keywords clustering

图7   国内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Fig. 7   Timeline of domestic keywords cluster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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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NGST）等方法获取服务范围内居民整

体使用情况 [35]。研究对象呈均质性，忽视了

不同类型人群的需求差异，且通用方法主观

臆断性较强，缺少科学依据。群体分异研究

最早由国外提出，着重关注社会经济隔离、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下不同收入群体和族裔的

绿地供需情况 [36-37]，以及儿童、老年人等弱

势群体绿地可获可达及需求匹配等研究。国

内则因国情不同仅引入了弱势群体、社会经

济发展等研究理念，其中又以适老性研究为

主要方向，近几年开始由学者对儿童视角下

的城市绿地供需情况展开研究 [19,38]。在此期

间衍生出PANAS量表、视觉模拟评估（Visual 

Analogue Scale）等方法，有效测量了绿地使用

者的情绪变化 [39]，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期研

究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2.3.2 功能复合

城市绿地需求涉及精神认知等多种非物

质层面服务，主观意愿较强，存在明显的景

观异质性和供需的时空异位性，难以量化

分析。相较于供给侧，需求层面的量化研究

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同

的指标架构体系。在此背景下，开始有学者

从社会热点需求出发审视绿地供需的匹配程

度，以求确定更具参考价值的评价指标。例

如在健康方面，肖华斌、李智轩等 [20,40]运用

问卷调查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城市绿

地供给与公众健康的关键性指标，从人均绿

地面积等较为简单的量化值转向运动设施数

量类型、绿色视觉暴露等精确测度。

城市绿地社会供需与气候正义间的跨

学科研究则以国外研究为主导，大多希望通

过模型研究，构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生

态服务匹配的桥梁，从生态因子方面为城市

绿地社会服务供需建设提供更加全面的科

学性指导。例如Baró[41]提出利用环境质量标

准（EQS），选取空气净化、温度调节和气候

调节因素，识别城市绿地与人民福祉匹配。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目前停留在

绿地对城市气候影响的效应研究阶段，尚

未形成气候因素与社会供需研究结合的主

流意识。气候环境主题自2014年生成，尽

管近年来热度有所下降，但受日本核废水排

污及大量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未来有关这一

主题的探讨势必会成为城市绿地供需研究

的新势头。

3 未来发展趋势

2018年以前供需平衡视角下的城市绿地

研究以国外研究为主导，2018年后国内该领

域研究增多并形成了本土化特色。效益评估

方面，早期国内研究借鉴国外网络分析、两

步移动搜索等主流方法开展实地评价，近些

年分化出引进经济领域耦合协调、份额指数

的模型研究；国外则在早期研究基础上运用

条件估值法综合测度绿地的使用价值，并开

发出了InVEST、SolVES等一系列可进行生态、文

化功能交互的模型。空间布局方面，国内外

受城镇化影响在不同时期均经历了街区/街道

等小尺度层面的绿地供需探索，如国外的宅

旁花园（garden）、蓝绿空间（blue-green space），

国内的社区公园、滨水绿地等，但现有研究

无法涵盖大多数绿地类型，因此无法生成较

为完善的分类研究，是未来供需研究值得探

讨的方向。功能价值方面，国内外从异质群

体的偏好和多元诉求出发测算使用者真实需

求，国内延续国外早期研究更加关注居民健

康福祉，国外则对气候环境有更多研究，并

走向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能力评估阶段（表

2）；关于群体分异的研究，国内着重考虑了

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使用城市绿地的情

况；国外除年龄因素外，还从不同收入群体、

族裔和残障人士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基于

上述研究基础，国内未来的城市绿地供需平

衡研究应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图8）。

图8   热点主题与未来研究趋势
Fig. 8   Hot topics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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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关键词突现表
Tab. 2   List of keywords emergencies

研究维度
Dimension

区域
Area

关键词
Keywords

强度
Strength

开始年份
Begin

结束年份
End

年份
Year

效益评估

维度

国内
可达性 1.05 2018 2020

社会公平 0.92 2019 2021

国外

accessibility 3.14 2018 2019

inequality 2.56 2021 2023

model 1.41 2018 2020

空间布局

维度

国内

社区公园 1.02 2017 2018

空间分异 0.76 2018 2019

口袋公园 0.33 2021 2023

微绿地 0.33 2021 2023

国外

neighborhood 2.12 2015 2016

garden 1.92 2014 2018

classification 2.38 2021 2023

功能价值

维度

国内

影响因素 0.34 2020 2021

游憩功能 1.26 2016 2019

健康福祉 1.08 2020 2023

国外

preference 3.57 2019 2021

health 2.09 2014 2017

air pollution 1.69 2014 2016

resident 2.19 2022 2023

culture 
ecosystem 
services

2.65 2021 2023

3.1 存量发展：供给侧规划转向需求侧优化

研究

当前城市化进程下，大部分城市基础规

划已经完成，鲜少再有完整空白的城市绿地

系统性筹备建设。而已有城市则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不同的阶段性问题，如何依据特征需

求与问题导向，调适绿地空间布局，成为目

前城市绿地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42]。加

之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实行“多规合一”，明

确专项规划可结合实际选择编制类型和精度

“缺什么，补什么”[43]，绿地建设正面临从过

去注重数量、规模到现在关注质量和内涵的

转型。

然而，早期城市绿地供需研究因需求

侧主观性较强等原因，尚未形成业界统一认

可的评价体系。虽然受全球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及环境污染危机影响，当前社会供需

视角下的城市绿地研究掀起了居民健康、气

候变化、防灾防疫等城市绿地需求方面的研

究热潮，但内容多以影响机理等证明性研

究为主。总体而言，需求测度的指标确定仍

处于探索阶段。未来城市绿地供需研究应

加强与城市绿地管理层面的协同参与，参考

供给侧评价体系，结合现有研究方法，如

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条件估值法

（CVM）等 [44-45]，提供一套多数学者认可的绿

地需求量化标准。鼓励已经过科学检验的非

传统评价准则参与到评价体系构建中，可采

取专项规划等方式，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的灵

活性与适地性，提升绿地规划研判性，不

断增强城市绿地抵御冲击、保障居民需求的

能力。

3.2 多级互动：绿地供给从城市到社区延伸

针对由大刀阔斧建设到精准型优化的发

展趋势，城市绿地供给应秉持“绣花”精神，

宏观着眼与微观着手，基于分级响应原则，

多层级完善城市绿地布局，构建市—区—社

区三级绿地规划有效传导体系。在特定尺度

和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做出应对策略。

一方面着力推动宏观的城市绿色格局优

化研究，按照绿地规模或功能等特性构建

“子系统”，形成更加稳固、组织性更强的复

合结构，支持城市绿地系统这一复杂的“大

系统”的高效运转 [46]。另一方面发挥小尺度

绿地对供需匹配的积极效益，从微观着手

细化城市绿色肌理 [47]。按照降低竞争效应

原则，远离大体量公园设置小微绿地。除此

外，因其作为居民绿色诉求最直接的服务对

象，应以高于其他层级绿地的测算精度衡量

实际需求，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可就近服务

的高质量绿地。并与绿地可达结合，打通绿

地“毛细”系统，避免绿地供给破碎化，以

各处小微绿地联通实现综合公园服务分散代

偿 [48]。同时践行基层机制有效评估绿地供给

能力，实现双向互馈，从多尺度视角出发，

满足各层级绿地耦合需求。

3.3 人地协调：多属性需求衔接绿地集约化

供给

全方位识别、挖掘社群差异及行为差异

需求，针对年龄结构断层等极化问题，重点

关注弱势群体诉求，同时兼顾其他使用者的

个性化需求，通过群体利益协商实现绿地全

供需平衡视角下近十年城市绿地研究现状、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      杨思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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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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