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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components of an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are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whose openness and shared nature constitute 

essential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Park C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Xinzhuang Town in the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egional public green spaces. It identifies areas 

within the case study where supply is lacking an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reveals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in those area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opened up. By considering two dimensions, landscape function and spatial layout, the study identifies key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these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and conducts a thorough evaluation of 36 such spaces in 

the low-supply areas of Xinzhuang Town.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upplementary effects of 

highly accessible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on the regional green space supply and demand dynamic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opening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in certain areas. Areas that remain unde-

veloped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potential and value of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through improv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argeted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a maintenance model that encourages diverse participation,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filiated green spaces in high-density urb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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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绿地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为附属绿地，其开放共享性是构建公园城市的核心策略之一。选取上海市闵

行区莘庄镇作为研究案例，聚焦区域公共绿地的供需关系，筛选出案例范围内供给不足的区域，并通过实

地调研挖掘出供给不足区域内具备一定开放可能性的附属绿地。通过景观功能、空间布局两个维度，筛选

出评价附属绿地开放潜力的关键指标，并对莘庄镇低供给区域的36处附属绿地进行综合评价。基于评价结

果，讨论高开放适宜性附属绿地对区域的绿地供需情况的增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附属绿地的开放对于

部分区域的绿地供需情况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部分未得到改善的区域可以通过对附属绿地的精细化开放

管理、分类别规划设计、多元参与的维护模式进一步提升附属绿地的开放潜力和价值，为高密度城区的附

属绿地开放工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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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前往四

川天府新区的视察中首次提出“公园城市”这

一创新理念，该理念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模

式。公园城市即追求城市与公园的深度融合，

将生态、自然以及人文元素有机地融入城市

之中，让城市本身成为一个宏大的公园[1]。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于2021年6月30日发

布《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该意见明确了推进全域公园建设、推

动全面开放融合等关键任务，并将单位附属

绿地的开放共享作为一项核心任务 [2]。

在国际视角下，附属绿地“拆墙透绿”

理念与私有公共开放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POPS）概念相呼应 [3]。其核心含义涉

及私有土地或产权的室外或半室外空间，通

过政府奖励机制交换使用权，供公众使用。

私有公共空间的建设在国际上已历经近60年

的探索与发展，在设计规范、管理维护策略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Yoon等 [4]深入研究私有公共空间如何作为提

升纽约市曼哈顿空间公平性的有效手段，并

提出应全面推广私有公共空间，以均衡城市

公共空间的分布。Németh[5]探讨纽约市通过激

励分区计划所生成的私有公共空间的管理问

题，指出这些空间的现有管理方式往往限制

其公平性及民主功能，对公民的绿地公平性

产生消极影响。Jung等 [6]研究公民参与模式

在加强首尔POPS管理中的有效性，发现当地

非专业公民能够有效地识别违规行为并提供

严格的评估，进而培养市民对公共空间的责

任感，使他们成为改善公共空间的积极倡导

者，该研究提倡公众参与的开放空间设计管

理制度。

国内学者近年来从规划策略、适宜性评

价、公平性等视角对单位附属绿地的开放共

享研究进行梳理。张博辉 [7]对城市附属绿地

的概念和功能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公共化潜

力。李方正等 [8]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评

估承德市中心城区附属绿地的开放适宜性。

富婷婷等 [9]通过数据叠加分析，构建上海市

附属绿地矢量数据库，并进行空间特征和开

放适宜性分析，筛选出适宜开放的绿地。目

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附属绿地的开放适宜性和

潜力上，绿地本身成为研究的焦点，但从居

民对附属绿地开放需求性视角进行的研究尚

有空缺。绿地供需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

市和街道层面，这使得社区之间的差异难以

得到充分展现。随着中国城市规划的演进，

精细化调控逐渐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在精细

化治理的指导原则下，研究单元的细化以及

对不同社会群体间分配差异的关注变得尤为

关键 [10]。

本研究聚焦居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需

求与供给，对社区为单位内的公共绿地资源

的供需匹配状况进行评估。基于各个社区内

公共绿地供需分布的综合分析，精确地识别

出具备较高开放潜力的附属绿地。通过构建

评价体系和实地调研，对这些绿地的开放适

宜性进行评估，进而确定高适宜开放性的附

属绿地。探讨该类附属绿地开放共享后对区

域公共绿地公平性的提升补充，最后从开

放策略、精细化分类、维护管理责任等方

面提出附属绿地开放策略，为附属绿地的开

放建设提供更为高效和科学的理论支持与

研究方法。

1 研究区域及数据处理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择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作为研

究对象，该镇坐落于闵行区的中西部地带，

是上海大都市区边缘的典型代表。截至2019

年底，莘庄镇的户籍居民达155 400人，属于

上海市内环至外环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之一。

其中，14岁以下的居民占总人口的11.66%，而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占9.19%[11]。作为上

海大都市区的边缘区域，莘庄镇具有典型的

半城市化特征，其公共配套资源相对不足，

但部分区域的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与核

心城区相当。这种高密度与公共资源不足的

矛盾，正是研究绿地供需平衡和附属绿地开

放适宜性的重要背景。附属绿地的开放共享

机制旨在提升高密度城区绿地资源的公平性，

选择莘庄镇作为研究案例，不仅因为其高密

度的人口分布和复杂的土地利用格局，还因

为其作为大都市边缘区的典型性。研究莘庄

镇的绿地供需平衡和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

能够为类似区域提供参考，并为高密度城市

的绿地规划和管理提供重要的实践启示。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莘庄镇各类绿

地空间分布数据、行政边界数据、路网数

据、人口数量及结构和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其中各类绿地分布现状来源于

《上海市闵行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17–2035）》[12]，同时结合高德地图遥感

影像及实地调研，通过上海市行政区划图和

Open Street Map矢量数据得到行政边界数据和

道路网络数据，导入ArcGIS 10.7形成面状矢量

数据。以莘庄镇行政区划所划分的社区为基

本单元，基于现有的52个社区和2个行政村

共筛选出54个地块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并进行

编号（图1）。人口数据通过爬取安居客网站

带有WGS-1984地理坐标和户数的莘庄镇小区

点数，按照户均三人为标准，估算各小区点

的人口数，并与莘庄镇政府统计年鉴的人口

统计数据进行核验。POI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

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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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绿地供需水平的附属绿地开放适宜

性评价

2.1 公共绿地供需水平评估

2.1.1 评估方法选择

目前绿地供需水平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两

步移动搜索法（2SFCA）和指标体系法 [13]两

种。2SFCA法通常适用于大范围、高精度的

绿地可达性分析，特别是城市规模较大、人

口分布复杂的情况 [14]。本研究区域相对较

小，且部分数据（如人口分布、绿地边界

等）可能无法满足2SFCA法所需的高精度要

求。此外，本研究的目标不仅限于评估绿地

可达性，还包括对绿地开放适宜性的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法能够通过多维度指标全面反

映绿地的供需状况，并为后续的开放适宜性

评价提供基础数据。在此背景下，指标体系

法能够灵活结合区域的具体特点，综合考虑

绿地的数量、空间布局、人口密度及数据精

度等多维度因素，通过科学的指标设计和

权重分配，得出相对可靠且更为全面的供需

评估结果。因此，选择指标体系法作为本研

究的评估方法。

2.1.2 评估框架

为深入探究附属绿地开放提升区域绿地

公平性的作用，本研究参考王春晓 [10]、洪沁

楠 [15]、万好 [16]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

表1   莘庄镇公共绿地供需水平评估框架
Tab. 1   Xinzhuang public green space supply and demand level assessment framework

评价目标层
Evaluation target layer

评价因子层
Evaluation factor layer

指标描述
Indicator description

权重
Weight

公共绿地供给

绿地数量配置

公共绿地覆盖率 研究单位内公共绿地面积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35

居住区绿地覆盖率 研究单位内居住区绿地面积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07

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研究单位内绿地服务半径覆盖面积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04

绿地空间布局

人均绿地区位熵
研究单位内公共绿地面积与社区内居民数量之比和研究区域内公

共绿地面积与社区内居民数量之比的比值
0.39

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研究单位内15分钟生活圈可达公共绿地面积与社区内居民数量之

比和研究区域内15分钟生活圈可达公共绿地面积与社区内居民数

量之比的比值

0.15

公共绿地需求

交通组织
道路密度 研究单位内路网总长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10

公交站点密度 研究单位内公交站点数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49

建筑分布 建筑密度 研究单位内建筑投影面积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12

人口分布
人口活动强度 研究单位内 POI 兴趣点总数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22

高需求人口密度 研究单位内老年人、小孩人数与研究区域面积之比 0.08

基于绿地供需耦合协调理论的区域公共绿地

供需水平分析框架。同时由于附属绿地开放

和口袋公园、微绿地等绿地空间概念具有一

定的重合度 [17]，其在指标建立过程具有重要

图1   区域研究单元编号
Fig. 1   Regional research unit number

1

公园城市背景下附属绿地开放对城市绿地供需关系的影响及开放策略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为例      赵逸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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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值。在征询相关专家意见后对评价指

标进行反复修正调整后，最终确定研究区域

公共绿地供需水平评估框架和每个指标的评

价标准。各指标经过归一化处理后采用熵值

法来确定各评估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的评

估框架见表1。

2.1.3 研究区域公共绿地供需匹配水平评价

score法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标准化方法，

通过将数据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使得不同

指标具有可比性 [10]。本研究使用Z-score法将

研究区域的公共绿地供给指标和需求指标进

行标准化及象限匹配，以便于划分研究区的

各类供需情况，具体见公式（1）。

                            
   （1）

式中，Zi为进行Z-score法标准后的公共

绿地供给量或需求量；Xi为第i个研究单位

2.2.2 评价指标筛选

本评价体系在借鉴李子静 [18]、孙志文 [19]、

富婷婷 [9]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检索和

问卷调查，并在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

最终筛选确立体系的两个核心维度：景观服

务潜力、空间服务潜力。前者主要涉及绿地

的美学价值与生态效益；后者强调居民拥有

休闲与运动场所，满足其亲近自然、放松身

心的需求。此外，附属绿地还承载着重要的

社会功能，如促进社区凝聚力、提供教育和

文化交流平台等 [20]。因此，植物景观、视线

开放性、文化功能以及体育和休闲活动空间，

可作为评估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的关键评价

指标。

空间服务的潜力主要聚焦于绿地对周边

社区的可达性及其开放后的绿地公平性。公

平性是可达性概念的深化，该理念关注不同

群体因收入、年龄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在获取

公共绿地服务上的不平等 [21]，强调通过公平

的程序进行资源分配，确保不同社会群体能

够平等地享有这些服务。本研究中附属绿地

开放适宜性评价指标聚焦绿地公平性，将场

地空间特征、场地可达性，以及周边社会群

体结构和附属绿地本身权属作为评价指标。

2.2.3 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体系建立

在构建单位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体

系时，采用专家评分法设定指标权重，共有

54位相关专业领域专家参与这一过程。通过

加权计算，确定所有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

重值。整个过程中，所有的计算数据均通过

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的权重如表2所示。

3 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

3.1 公共绿地供需关系及分区判别

在对各区域公共绿地供给和需求水平进

的绿地供给或需求值；μ为数据集的均值；σ

是数据集的标准差。对标准化后的数值在直

角坐标系中进行象限匹配可以将研究区域公

共绿地的供需匹配类型划分为高度供需平衡

型、供给超前型、低水平供需平衡型、供给

不足型4种类型。

2.2 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

2.2.1 待开放附属绿地筛选调研

本研究在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初步筛选

后采取实地勘察的方法对莘庄镇供给不足

区域的附属绿地进行第二次摸排筛选，排

除面积微小、使用率极低的绿地后，最终

确定可供开放的附属绿地位置。使用百度

地图的坐标拾取工具来确定位置的经纬度，

并将其转换成WGS 1984坐标系统，然后通

过ArcGIS 10.5软件进行点位和范围的标注以

及编号工作。

图2   研究区域供需匹配类型
Fig. 2   Research area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typ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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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体系
Tab. 2   Affiliated green space open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目标层

Target layer
准则层B

Criterion layer B
要素层C

Element layer C
指标层D

Index layer D
注释

Annotation
权重

Weight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

街道附属绿地开放

潜力A

景观服务潜力B1

景观资源C1

植物景观D1
绿地植物景观越丰富，开放后公共景观服务效果越好，生

态效益更高，开放潜力更大。实地调研获取场地的植物景

观丰富度，根据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81  

景观设施D2
景观设施完善且数量多，服务功能强，开放后服务效益高，

更适宜开放。实地调研获取场地内现有的景观设施，根据

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65 

绿地面积D3

附属绿地的整体面积越大，具有更好的景观服务功能。实

地调研结合遥感图像确认场地边界利用ArcGIS进行面

积计算，根据相关文献和标准对场地按照100 ～299 m2、

300 ～ 999 m2、1 000 ～2 999 m2、3 000 m2及以上进行分

级赋分

0.114 

视线开放性D4
高视线开放性的绿地具有更好的景观价值。绿地的视线开

放性受场地围栏影响，需结合围栏密闭度综合评估，通过

实地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101 

景观功能C2

文化功能D5
附属绿地的文化功能越丰富度，文化服务效益越高。通过

实地调研场地是否拥有文化宣传设施或历史背景，根据调

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25 

活动空间D6

附属绿地内可供公众的活动空间（如开阔草坪、小广场等）

面积越大，越能满足公众的活动空间需要，绿地更具有开

放的潜力。实地调研结合遥感图像确认场地开阔地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52 

运动场地D7 附属绿地具备的体育活动场地越多，开放价值越高。实地

调研结合遥感图像，根据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30 

教育科普D8
附属绿地的教育科普功能（如植物标识牌等）越完善，场

地具备越强的开放潜力。实地调研结合遥感图像确认场地

开阔地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33 

空间服务潜力B2

场地空间特征C3

绿地平均坡度D9

附属绿地的坡度越小，越便于开展休闲游憩活动，也具备

更好的开放潜力。实地调研采用全站仪确定场地最大坡度，

根据6%以上、[4%，6%）、[2%，4%）、[0，2%）对场地进

行分级赋分

0.056 

斑块完整度D10
附属绿地的板块完整度影响整体的开放体验，绿地斑块越

少越完整，空间服务效益越高。引入空间破碎化指数，通

过ArcGis 10.5进行空间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赋分

0.067 

场地交通可达性C4

道路连接度D11
附属绿地与周边市政道路连接度越高，绿地可达性越强，

具备更强的开放价值。通过ArcGIS计算路网密度，根据计

算结果分级赋分

0.141 

道路衔接方式D12
附属绿地与市政道路的衔接方式越简单直接阻挡间隔越少，

可达性越强。实地调研确定场地道路衔接方式，根据调查

结果对场地进行分级赋分

0.070 

绿地供需服务C5

周边绿地竞争D13

附属绿地与周边各类正式绿地的距离越近，附属绿地的吸

引力越低，开放的需求潜力越低。通过ArcGIS进行空间分

析，根据路网计算到最近正式绿地的距离，根据距离长短

进行赋分

0.098 

用地权属性D14

附属绿地的用地权属代表着附属绿地主管单位或个人的开

放意愿。一般来说涉密单位及高档小区开放意愿较低，事

业单位、高校等更愿意开放，根据附属绿地的权属和性质

进行分级赋分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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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结果
Tab.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opening suitability of the affiliated green space

附属绿地类型
Affiliated green 

space type

编号
No.

名称
Name

景观服务潜力
Landscape 

service potential

空间服务潜力
Spatial service 

potential

得分
Score

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附属绿地

2 康城临北竹港 1.53 1.53 3.06
3 嘉闵高架靠北竹港 1.43 1.49 2.92
11 上海巴士第二公交公司 1.06 1.62 2.67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附

属绿地

1 康城幼儿园 1.45 1.30 2.76
5 上师大培训中心附属闵行中学 1.51 1.43 2.94
6 上海市闵行区气象局 1.26 0.99 2.25
7 闵行爱心救助服务社 1.41 1.71 3.12
8 上海公安高专 1.22 1.49 2.71
9 公安警务驾驶培训学校 1.12 1.29 2.41
10 车管所二分所 1.02 1.66 2.68
12 上海市莘城学校 1.48 1.47 2.95
13 闵行区图书馆 1.47 1.50 2.96
14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幼儿园 1.14 1.08 2.22
16 闵莘大厦 1.28 1.20 2.49
18 上海闵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0.97 1.36 2.33
22 上交大公共卫生学院教育基地 0.74 1.31 2.06
23 闵行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0.99 1.16 2.15
24 莘庄镇人民政府 1.16 1.31 2.48
25 闵行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心 1.39 1.21 2.60
26 闵行区民政局 1.35 1.15 2.50
29 闵行区社会学院 1.09 1.32 2.41
30 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31 1.24 2.55

公用设施用地附属

绿地
32 上海市电力公司 0.74 1.07 1.82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附属绿地

4 莘庄商务楼 1.26 1.75 3.01
15 莘吴产业园 1.22 1.14 2.36
17 上海市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23 1.52 2.74
19 玮璟中心 1.33 1.05 2.38
20 玮璟印象城 1.38 1.01 2.40
21 中铁大厦 1.40 1.37 2.77
27 上海聚投资实业 1.05 1.29 2.33
28 莘城商务广场 0.95 1.25 2.19
31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 1.20 1.59 2.79
33 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0.92 1.57 2.49
34 上海市体育中学 1.29 1.36 2.64
35 莘庄镇莘松小学 0.78 1.29 2.07
36 莘松中学水清路校区 0.93 1.53 2.46

行评估后通过计算得到各研究区域的供需匹

配类型如图2所示。依据评价结果，结合供

需类型匹配分析，莘庄镇公共绿地的供需状

况表现为：中心区域供需均衡，边缘区域供

给不足。值得注意的是9号和32号区域虽拥

有较为丰富的绿地资源，但多为未开放的封

闭性附属绿地及防护林地，其公共绿地供给

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绿地空间布局的不合理

性，这导致部分公共绿地的可达性及服务覆

盖范围不佳。对于其他供给不足的单元，其

主要问题在于人口密度高，公共绿地需求量

大，而现有公共绿地资源相对匮乏。因此，

附属绿地的开放工作可能成为改善当前状况

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供给不

足型区域作为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的研究对

象，对其内部的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和对公

共绿地资源的增补作用进行深入调研。

3.2 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价结果

基于区域公共绿地供需匹配类型结果，

研究通过调研在低供给区域筛选出36处待开

放的附属绿地点位（图3），并对这些点位进

行开放适宜性评价。

经过实地调研，结合卫星遥感地图、高

德地图POI兴趣点等进行ArcGIS空间分析，将各

个指标按照1–4分进行分级赋分，根据各指标

因子的权重进行加权叠加，计算供给不足区

域的36处附属绿地的开放潜力得分（表3）。

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大部分适宜开放

的附属绿地主要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附属绿地，例如7号、13号、12号和5号

绿地，其所属单位类型多为政府机关和教育

机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如4

号、31号和21号绿地，凭借较高的开放度和

优质的景观建设，同样具备较高的适宜性。

值得一提的是，2号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

属绿地，因其丰富的植物景观、完整的斑块

结构以及较大的面积，也展现出较高的开放

适宜性。

3.3 高开放适宜性附属绿地介入后低供给水

平区域供需关系变化

本研究基于附属绿地开放适宜性评分



33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园林／2025年／第42卷／第04期

结果，优先选择开放适宜性评分较高的附

属绿地，并依次进行区域附属绿地开放共

享后的绿地供给情况补充计算。在对得分

超过2.49分的附属绿地进行补充后，部分

低供给水平区域的绿地供需状况得到显著改

善（图4），继续将剩余的附属绿地开放补充

后，研究区域的绿地供需状况未得到进一步

改善。其中研究单元27、28、34、49、52号

的绿地供需未得到改善的原因主要是区域内

附属绿地数量少、面积小且结构零碎，开放

适宜性较低。研究单元32、49号在实施高

适宜度附属绿地增补措施后，绿地数量与

面积均显著提升。然而绿地供需状况依旧表

现为供给不足，其主要成因在于开放附属绿

地的服务覆盖范围存在重叠，绿地的可达

性较差。总体而言，该地区附属绿地的开放

对绿地面积比例和人均绿地面积的增长影响

有限，但大部分绿地的可达性以及绿地服

务半径的覆盖率却显著提升。待开放附属绿

地整体表现出分布广泛且零散的特征，这表

明对附属绿地开放的管理与建设工作需采取

更为精细化的策略。

4 附属绿地开放策略研究

4.1 莘庄镇附属绿地开放管理策略

目前，莘庄镇的绿地管理主要依赖政府

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 [3]。该管理模式

以公益为核心，依靠财政资金和复杂流程维

持绿地覆盖率。在国际绿地开放研究领域，

已建立规范制度和措施，涉及奖励机制下的

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附属绿地的开放共享。

日本通过《市民绿地制度》，对提供私有绿

地的市民给予补助金 [22]。在探讨中国附属绿

地开放共享的进程中，建议采取激励与监管

并行的策略。整合各类资源，推动附属绿地

的“拆墙透绿”，充分挖掘附属绿地的潜在价

值，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私人利

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与共赢 [23]。

4.2 附属绿地开放规划设计策略研究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

2017）[24]，附属绿地指与城市建筑用地相连的

绿化区域，涵盖居住区、公共管理、公共服

务、商业服务、工业和道路用地绿化。这些

绿地的配套建筑功能各异，设计重点也不

同。为高效满足居民绿地需求，建议根据用

地权属和绿地供需状况，制定差异化的附属

绿地开放规划策略。

4.2.1 基于单位属性的差异化开放策略

本次筛选的附属绿地类型主要包括道路

与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公用设施用地附属

绿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4类。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及公用

设施用地附属绿地的面积通常较大，植被丰

富。这些绿地植被覆盖率高，有助于改善小

环境温度，具备作为生态型附属绿地开发的

公园城市背景下附属绿地开放对城市绿地供需关系的影响及开放策略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为例      赵逸卓   等.  

图3   附属绿地点位及编号
Fig. 3   Affiliated green space location and number

图4   增补后绿地供需情况
Fig. 4   Supplemented green spac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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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25]。设计时应注重植物景观和城市微环

境优化，引入生态修复植物，增强生态和视

觉效果，适度减少互动性和可达性设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绿

地通常具备良好的植物景观和道路，易于改

造，景观效果好且文化功能丰富，适合开发

为游憩型绿地。这类绿地可借鉴口袋公园的

建设标准，优化城市空间，美化环境。口袋

公园注重小而精的设计，旨在将小块绿地转

变为多功能休闲场所 [26]。规划时应考虑可持

续性，如使用本地植物降低维护成本、采用

环保材料制作座椅和步道。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设计应结

合商业区域特色，考虑位置、规模、形态及

商业层次，创造多功能景观设施。这些设施

不仅美化商业区，提供舒适购物环境，还能

增强生态价值和可持续性。柏林索尼中心案

例展示了如何将商业与市民互动结合，打造

多功能街区，提供定制化服务，营造丰富且

人性化的公共空间 [27]。

4.2.2 基于供需分区的精细化开放策略

对于供给不足的区域，建议优先考虑开

放高适宜性的附属绿地，重点提升绿地的可

达性和服务覆盖率。对于供需高度平衡的区

域，则应优化现有绿地的开放管理，着重提

高绿地的使用效率和公众满意度。而对于供

需平衡水平较低的区域，可依据附属绿地的

开放适宜性评价结果，逐步推进绿地的开放

共享。

4.2.3 基于开放适宜性评价的优化策略

建议将高开放适宜性附属绿地优先纳入

开放计划。重点提升服务功能，增设休闲座

椅、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使之成为市民休

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对于中开放适宜性附属

绿地，可重点改善绿地的景观设施，如增加

绿化植被、美化景观小品，提升视觉美感。

同时应优化空间布局，使其更符合公众的使

用需求。对于低适宜性附属绿地，可结合其

所属单位的属性及周边区域的供需情况，制

定长期开放计划。初期可通过局部改造和试

点开放，逐步探索其开放的可能性。在此基

础上，逐步增强其开放潜力，如增加绿化面

积、改善基础设施等，使其逐步具备对外开

放的条件。

4.3 附属绿地开放维护治理

针对城市附属绿地开放中普遍面临的维

护难题。在维护运营协议方面，建议引入维

护运营协议机制，将附属绿地的维护责任明

确写入开发协议，并对未履行责任的主体实

施经济处罚。可借鉴纽约市的经验，将维护

义务作为地契的附加条款，确保开发商或管

理主体履行长期维护责任 [28]。同时可参考伦

敦的经验，在规划阶段引入联合管理机制，

通过多方协作实现绿地的有效维护 [29]。构建

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参与、公众广泛参

与的治理模式。在规划初期阶段推行公共领

域联合管理协议试点项目，明确各参与方的

权责分工，确保附属绿地的长期可持续性。

5 结论

本研究立足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绿地资

源供需失衡的现实背景，针对绿地供需不足

的区域，筛选出36处附属绿地进行适宜性评

估，探讨附属绿地开放后对区域绿地供需平

衡的补充作用，并得出以下结论：（1）附属

绿地的开放能够有效缓解高密度城区的绿地

供需失衡问题，尤其是在绿地供给不足的区

域，开放附属绿地可以显著提升绿地面积和

可达性。然而，部分区域由于绿地布局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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