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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Greenway Planning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规
划研究

刘  博    LIU Bo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大都市圈将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格局，区域绿道是实现上海大都市圈生态

共保共治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也是大都市圈共享的生态产品，目前在规划理念、目标定位、建设标准等方面尚未形成

共识。在现状特征分析评价和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研究构建协同一体、互联共享的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网络体

系，以“打通、互联、提升、拓展”为主要思路，通过强化生态本底、链接核心资源，提出区域绿道建设目标愿景和规划布

局思路，以及相应的体系完善、功能融合、标准协同等策略及行动，以期为区域绿道规划研究和上海大都市圈生态协同

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will 

build an open and coordinated spatial pattern. Regional greenway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support for realiz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o-protection and co-governance in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but also an ecological product shared by 

the metropolitan area. At present, the regional greenway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erms of planning concept, target 

positio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ordinated, interconnected and shared regional greenway network system in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takes "opening up, interconnection,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as the main idea, and puts 

forward the goal vision and planning layout of regional greenway construc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d linking core resources. This paper also carries out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actions on system improvement, function 

integration and standard coordina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greenway planning and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in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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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党章，“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为长三角进一步实现

示范引领的新使命，在两大战略任务的叠加引

领下，上海大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将持续

深化，绿色发展基础将进一步夯实，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转型、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将进一步实

现。区域绿道是实现上海大都市圈生态共保共

治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也是上海大都市圈市

民共享生态空间的重要载体，其规划研究和建

设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绿道概念引入我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

规划和建设，在区域层面，珠三角已取得较好

的建设成效，省立绿道的贯通有效改善了区域

生态环境，并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反观上海

大都市圈，虽然其中浙江省的规划和实践基础

较好，但上海大都市圈整体层面上的各城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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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规划尚未完全覆盖，且对区域绿道的理解不

尽相同，亟待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区域绿道理念

和总体目标形成共识。本文在研究绿道规划相

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绿道规

划目标体系，并提出区域绿道网络构建策略，

结合各城市特点提出具有生态化、特色化、人

性化和多样化的绿道网络布局方案，以期为区

域绿道规划研究和上海大都市圈生态协同实

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1   区域绿道的内涵和意义

1.1   绿道的起源和区域绿道的概念内涵

早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学者提出了通过

城市公园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Horace 

Cleveland[1]、Frederick Law Olmsted和Charles 

Eliot[2]均提出利用沿海廊道将大型公园或绿色

空间连接起来，即“公园道”系统[3]。1959年，

William H. Whyte[4]在其Securing Open Space 

For Urban American一书中，将“greenbelt”

和“parkway”两词结合，产生了如今通用的

“greenway”一词。直到1987年，《全美开放空间

和户外游憩命令》对greenway进行了较为完

善的定义：“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greenway网

络，提供给人们对居住区附近开放空间的可进

入机会，并把美国的农村和城市空间连接在一

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般蔓延于城市和

乡村之间”[5]。

从21世纪初浙江省和珠三角地区最先开展

绿道实践，到近年来全国广泛开展绿道建设，对

绿道的概念不断加深理解，并在区域绿道层面

进行探索。根据2016年出台的《全国绿道规划

设计导则》，绿道是指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成

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 以

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

等功能的廊道。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上海大都市

圈区域绿道，在“绿道”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区

域特征进一步释义，区域绿道主要由区域内的

高等级绿道构成，依托区域生态廊道，连接各城

市间重要的自然、人文和休闲资源，对区域层面

的生态资源保育和历史文化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对构建区域风景旅游网络具有重要影响。

1.2   构建区域绿道的意义

区域绿道是实现上海大都市圈生态共保

共治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也是上海大都市圈

市民共享生态空间的重要载体，其构建意义主

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要素联通、人民

幸福获得感和促进沿线经济发展等方面。

（1）区域绿道促进区域协同下的生态环

境共保共治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强调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生态空间共保，推动环

境协同治理，夯实绿色发展生态本底。为更好

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挑战，

区域绿道及其所依托的生态廊道可发挥增加

区域森林碳汇、引导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等生态

功能，为长三角区域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区域绿道的构建以大型生

态廊道为主要依托，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

下，跨省市、在上海大都市圈9个城市范围内率

先共建区域绿道网络，共同保护治理区域生态

环境，完善生态格局。加强跨行政区绿道的共

同治理，并通过区域绿道的建设确立共同的生

态行动计划与保护机制。

（2）区域绿道强化系统治理下的生态要

素互联互通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

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和生命共同体。应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区域

绿道网络的构建打通并串联了各类生态资源，

包括滨海岸线、太湖流域、环杭州湾、江南水

乡、山区景区等自然和人文资源，通过区域绿

道的建设使各生态要素有机互联，促进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整治和系统修复。

（3）区域绿道搭建人民城市中的生态产

品共享空间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

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指引

下，作为人民群众日常的休憩空间，区域绿道

提供了绿色、优美、便捷的游憩环境，能提供

足够的游览长度和丰富的景观节点，是人民

群众共享上海大都市圈生态资源的重要空间

载体。

（4）区域绿道构建要素融合下的绿色经

济创新共融

新发展理念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一方面，从经济创新角度来看，在当

今的城市经济竞合关系和发展趋势下，产业取

决于人才，人才重视环境。区域绿道网络的建

设能够有效串联公共空间和生活、生产服务设

施，优化地区生活和工作环境，创建“始终有

温度”的环境，以此聚集人气和活力，支撑周

边商业、旅游业、创意创新产业的发展，促进就

业增长和产城融合，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另一

方面，从设计创新角度来看，不断创新绿道设

计理念、建造形式，以智慧化手段建设绿道基

础设施、平台及应用，以人的感知为核心，实现

以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体验、智慧运营为

主导，体现“人与自然、智慧、景观融合”的设

计理念。

2   区域绿道规划动态与探索实践

2.1   国内外区域绿道建设实践

随着绿道规划的相关研究在城市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社会生态学等跨学科领域的融合

中起步，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规划理论，为绿道

规划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1867

年美国的波士顿公园系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绿道规划，经过100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建

设实践，美国将国内成千上万个公园及开敞空

间进行连通性规划建设，最终形成全美综合绿

道网络[6]。新英格兰地区绿道体系规划是区域

绿道的典型代表，长达19 300 mile（约31 060 

km）的绿道网络覆盖6个州，形成由游憩节点、

历史文化资源、东海岸绿道、历史文化绿道、游

憩路道、游步径、风景道叠加在一起的综合性

绿道网络[7]。

在欧洲，挪威的区域绿道主要依托于国家

旅游路线，串联重要的峡谷、农田、河流、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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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等自然景观，充分展现了挪威唯美的自

然风光。其线路设计多元，利用自驾车、自行

车等多样方式来联系各个重要的景观点，完

善配套设施和景观设计，创造出更多的旅游

机会和收入。

在亚洲，日本的区域绿道依托国内主要

河道进行滨河绿道建设，绿道串联沿线重要的

山川河湖、风景名胜地，发挥地方特色资源价

值，为城市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空间[8]。新加

坡通过150 km长的环岛绿道串连多个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作为“花园里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愿景的一部分。基于高密度的城市

空间特征，充分考虑绿道建设的可行性和经济

性，通过优化排水道缓冲区为绿道建设提供空

间，在断点处通过道路保留区、海滩保留区和

城市轻轨下的待开发用地保障贯通[9]。

国内的区域绿道规划实践主要集中于浙

江省和珠三角地区，分别于2004年和2010

年先后启动建设区域绿道，目前基本建成较

为完善的区域绿道网络体系。浙江省近年启

动新一轮区域绿道网络规划，广东省则进一

步聚焦于依托滨水廊道的“万里碧道”研究

和实践。珠三角区域绿道规划以生态学为基

础，重点考虑生态容量与生态承载力、人类负

荷（human load）与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等方面，从绿道网络布局、生态建

设、交通衔接、设施配置、功能开发和建设运

营等方面确定分项目标及相关评价指标，从

而确定绿道选线布局[10]。广东省区域绿道规

划将“绿点”“绿线”“绿面”衔接起来，并对

一定宽度的绿化缓冲区实施空间管制[11]。近

年来广东的碧道规划则从生态修复的角度出

发，结合水环境治理，提出“水道、风道、鱼

道、鸟道、游道、漫步道、缓跑道、骑行道”八道

合一和“滨水经济带、文化带、景观带”三带

并行的“八道三带”空间范式，从以水生态功

能恢复、水安全提升为目的的单要素治理向促

进流域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的综合行动转变[12]。

浙江省乡村绿道通过层次分析法，将绿道分类

并针对其不同特征建立评价因子，按照指标属

性重要性排序并构建绿道模型[13]。

2.2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的实践基础和

挑战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的规划和

建设尚在起步阶段。虽然未形成系统性和连

通性，但部分地区已开启省市级绿道建设。例

如，上海市“一江一河”（黄浦江、苏州河）和

外环绿道的贯通均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成效，部

分路段成为网红“打卡圣地”；浙江省级绿道

建设已具雏形，宁波滨海绿道、溧阳1号公路

绿道、舟山滨海绿道均已成为地方特色旅游IP

（Intellectual Property）；江苏省依托京杭运

河、太湖建设省级风景道，获得良好的社会反

响。整体来看，目前建成的省市级绿道作为区

域绿道的主要组成部分，已具备一定的发展条

件，为其在区域层面的整体贯通、网络构建奠

定了基础，但在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相关各地对区域绿道的认知尚不统

一，规划进展情况不同。对上海大都市圈相关

的各层面生态、绿道、风景道等相关规划情况

进行分析，发现各省市的绿道规划基础有较大

差异。上海市于2015年启动市级绿道专项规

划，随后各区相继开展区级绿道专项规划，目

前已形成稳定成果并逐年推进实施。浙江省于

2013年完成省级绿道网络布局规划，各城市相

继完成市级绿道网络规划，规划基础较好。江

苏省则未开展省级绿道规划，且市域层面的绿

道规划资料相对较少。

（2）既有绿道在城际层面尚未进行良好

衔接。从部分已建绿道情况来看，在不同城市

之间的交界面普遍缺乏衔接，突出表现为交界

处绿道的环境景观、断面处理、标识系统等存

在较多冲突或不协调之处，区域协同的规划、

建设前期的协调较少。例如在未进行整体层面

规划的情况下，由于各地建设进度不统一，造

成一方建到交界处而另一方并无建设计划的

尴尬现象。

（3）绿道建设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建设

标准尚难统一。现行绿道建设标准主要有《绿

道规划设计导则》（住建部）、《绿道建设技术标

准》（上海市）、《浙江省绿道规划设计技术导

则》等，各标准结合地方差异对绿道设计要求

不同，在区域绿道建设标准统一方面存在一定

难度。如青浦区和昆山市交界处的环淀山湖绿

道，由于各地建设标准不一，造成绿道断面和

景观特色泾渭分明的现象。

（4）建设形式单一，地方特色不足。现场

调研中发现，一条高等级绿道，往往单纯地进

行标准化、模块化实施，却鲜有特色化设计，未

能实现与地方自然景观、文化地标的结合，展

现其特色风貌。

3   大都市圈区域绿道构建的目标、思路

与方法

3.1   目标体系

大都市圈区域绿道体系应在区域生态格

局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

的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生活需求，形成区域

人民共享品质生活的绿道网络体系，促进城乡

人居环境的全面提升，构建富有长三角特色的

国际旅游目的地，增强都市圈的核心竞争力。

总体上，面向2050年，建设有国际影响力

和示范价值的大都市圈区域生态廊道和区域

绿道网络体系，真正体现区域“生态共治、环

境共建、绿色共享、经济共融”，彰显长三角一

体化的绿色示范与引领作用，努力建设区域绿

道城市群的全球样板。

（1）从保障区域生态格局的角度，建设生

态保育之道。以区域绿道建设为载体，外联内

通共筑生态屏障，强化省际统筹，推动城市群

内外生态建设联动。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价值取向和生态导向，维护生物多样性，

注重对山体水体的保护，促进绿道景观与周边

景色相协调，保持自然和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

整性。

（2）从传承江南文化特色的角度，建设文

化魅力之道。区域绿道应保护自然和历史文化

遗产资源，促进大都市圈文化建设。按照“景

观化、可进入、可参与”的公园城市建设理念，

契合“文化筑景”主题，融入地域文化特色，

有效整合生态旅游资源。突出“高起点、高标

准、高效应”，抓特色品牌建设，将当地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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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等元素融入绿道建设中，使区域绿道及其

周边环境成为承载人文历史的有效载体，形成

“上海大都市圈绿道”名片。

（3）从引领绿色生活方式的角度，建设健

康生活之道。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求，是上海大都市圈建设区域绿道的追求

所在。绿道体育，先天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基

础。以区域绿道建设引领市民绿色生活方式，

丰富多元自然休闲需求，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成为健康生活的风向标。

（4）从提升城乡一体发展的角度，建设城

乡融合之道。区域绿道应优化城乡环境、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区域绿道集合城乡生态、文化、

休闲、景观、通行等功能于一体，促进“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拉动区域绿色新经济

发展。真正发挥城乡融合的区域“绿色动脉”

作用，走“治山、治水、治绿、建园”的城乡发

展之路。

3.2   总体思路

展望2050年，强化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

协同发展，区域绿道网络构建应整体策划、共

商共谋，并实现区域共建共享。通过“复合廊

道与绿道，互联资源与人文，提升功能与环境，

拓展网络与服务，增强协同与互动”，渐进式地

实现绿道从无到有、从线到面、从封闭到协作、

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

（1）复合廊道与绿道。通过推动生态廊道

实施来实现区域绿道网络的全域覆盖。区域生

态廊道为绿道网络构建提供空间基础，区域绿

道选线尽量结合生态廊道设置。在没有生态廊

道的地方，区域绿道应结合生态环境良好的水

系、道路等进行选线。加强省、市城际交界面绿

道的衔接，部分难以通过传统绿道形式建设贯

通的地区，应以林地、湿地、生态廊道等为空间

载体保障绿道网络的完整性。

（2）互联资源与人文。通过绿道将各类

生态要素、功能节点、景观资源有效串联，提

供多样化的通达路径，以绿道网络带动全域

旅游发展。

（3）提升功能与环境。全面提升规划理

念、建设标准、区域协作机制等。①规划理念提

升：应放眼全局，为实现全域生态要素贯通、战

略资源互联而谋划布局。②建设标准提升：为

保障良好的体验性和高标准的建设质量，统

一并优化提升各省、市城际交界面绿道建设标

准。③区域协作提升：绿道作为居民绿色出行

的首要选择，有效拉动各城市旅游经济增长，

促进城市交流发展，自下而上地加强城市间协

作互动。

（4）拓展网络与服务。在区域协同发展背

景下，结合国家重点战略地区、重要生态保护

区域、红色旅游节点、乡村振兴地区以及各城

市的功能核心，区域绿道不再仅局限于慢行交

通、休闲健身等功能，而是具有宏观战略意义

的区域核心要素。

（5）增强协同与互动。协同规划编制以《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的

上海大都市圈“1+8”区域范围为规划范围，上

海市政府牵头成立“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

划编制领导小组”，组织专业规划团队，对接各

地规划和绿化市容主管部门，对资源禀赋、现状

建设动态进行全面调研，统一理念与目标，形成

一张空间布局蓝图和一套建设标准。

3.3   构建方法

在总体思路的引领下，区域绿道选线及建

设应遵循“生态优先、修复基底；因地制宜、串

联精彩；多元复合，强化功能”的方法和策略，

形成层次鲜明的技术路线（见图1）。

一是优化重要生态廊道，修复生态本底。

上海大都市圈河港湖塘纵横，物种丰富多样，

城镇群一衣带水。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更

需注重锚固生态本底、保障物种迁徙、构筑安

全稳定的生态网络，共建都市圈的生命共同

体。区域绿道作为高等级的绿色慢行通道，与

区域重要生态廊道不可分割，并应充分结合

图1  技术路线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chnical rout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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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核心和山体、湿地、海洋等生态保护区，充

分体现生态优先、生态筑底的基本原则，统筹

“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的一体化

发展。首先，应结合骨干河湖和道路，打通区

域生态廊道。贯通沿海生态带、长江生态带、钱

塘江生态带，充分依托黄浦江、京杭运河、吴淞

江、红旗塘、南溪河等现有河流形成沿河生态

廊道，构建完整的区域生态廊道体系。其次，结

合生物多样性要求，在满足最小廊道宽度的基

础上，因地制宜扩展生态空间。再次，整体修复

廊道内水质、林相、土壤等生态环境，最大化地

提升廊道生态品质。参考国内外相关案例，区

域绿道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巨大，可进一步构建

价值量化模型进行测算。如成都市锦城500 km

绿道建成后生态服务价值达到269亿元/年，

以40年为核算年限，生态服务的总价值将超

过1万亿元。

二是加强城际互联互通，链接核心资源。

上海大都市圈具备多处世界级生态和人文资

源，包括世界级湖区、世界级生态岛、江南水乡

等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若干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以区域绿道在全域贯通为契机，连通区域

重要战略资源和核心景观节点（见图2）。在

连通区域重要战略资源方面，为更好地服务于

区域重大战略空间，并进一步加强各城市核心

功能区的联动效应，区域绿道应贯通各类区域

重要战略资源、核心功能节点，增强其对周边

地区的辐射效应，并以绿道贯通为抓手实现生

态优先、绿色互联。以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历史

人文资源为依托，契合区域城乡空间布局，有

机串联城乡生活、自然休闲、人文景观核心，发

挥特有的水乡、湖荡、山峦自然与文化优势，构

建布局合理、设施完备、低碳节能、互联互通的

区域绿道网络系统。通过对核心景观资源的互

联互通，最大化地发挥资源价值。有效连通可

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包括区域绿道干线直接串

联核心资源及通过“区域绿道—城市级绿道”

网络，实现其他重要节点的全面连通，最终实

现重要功能节点链接度100%。

三是形成多元复合结构，铺展绿道空间。基

于多维度的空间要素，区域绿道的空间结构也

应是复合多元的。首先，应围绕区域生态核心，

如区域性湖泊、运河或山麓形成区域绿道核心

线。其次，通过若干条骨干绿道，沿骨干河湖和

清水绿廊，连通地方重要功能节点，包括重要经

济发展战略空间、历史文化空间、特色生态空间

等。最后，在此基础上，依托其他各级地方生态

廊道，结合多样特色资源，在骨干结构的基础

上，形成覆盖全域的绿道网络（见图3）。

4   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网络的

策略研究[14]

4.1   建立更系统融合的区域绿道体系

依托大都市圈生态廊道，结合区域核心资

源，在区域绿道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形成覆盖

全域约6 000 km长的区域绿道网络，规划区域

绿道网密度约为0.1 km/km²，结合各省市的市

级、县级和社区级绿道，构建覆盖全域的绿道

网络体系，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对自然的可获

得感。

针对区域绿道的整体定位和功能导向，建

立“两级四类”绿道管控体系，并针对各跨界

地区的城际交界面形成建设指引。一方面，建

立区域绿道的分类分级体系。按照在生态系统

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一级和二级区域绿道，两

级绿道与城市级绿道充分衔接，形成协同一体

的骨干绿道网络（见图4）。根据区域特征和周

边景观风貌，分为城镇型绿道、郊野型绿道、山

地型绿道和保育型绿道，为下层次的规划选线

及沿线环境一体化设计提供指引（见图5）。另

一方面，形成区域绿道跨界建设指引。凸显上

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的协同规划思想，在9个

城市之间的城际交界面共47处，协调各城市绿

道的走向和建设标准，将绿道通过公路、山区

游径、河道、桥梁、轮渡等接驳方式有机贯通起

来，确保区域绿道跨界贯通的可实施性。
 

4.2   创造更具活力特色的区域绿道功能

围绕长三角基底特色和大都市圈休闲特

征，区域绿道建设既需要尊重乡愁文脉，挖掘

和强化各地生态文化特色；又需要面向未来生

活，有针对性地满足和提升大都市人群的健康

生活品质。

一方面，打造精品特色的主题地标游径。

协同上海大都市圈“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类

生态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各地生态特色、发

挥景观资源价值，形成若干条精品主题游线：

围绕太湖，打造以“名湖名景”为主题的绝美

风景游览线；围绕京杭大运河，打造以“文脉

图3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空间结构规划图

Fig.3  Spatial structure planning of regional greenway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上海大都市圈主要资源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main resources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城市研究 | 99 

运河”为主题的人文生态探索线；围绕黄浦江，

打造以“魅力都市”为主题的浦江休闲观光

线；围绕江南水乡古镇群，打造以“水乡古韵”

为主题的江南水网休闲线；围绕杭州湾南岸和

宁波滨海，打造以“山海风情”为主题的海陆

风景体验线；围绕长江北岸和南通滨海，打造

以“江海览胜”为主题的滨江沿海观光线；围

绕天目山，打造以“山谷幽明”为主题的山地

徒步健身线（见图6）。

另一方面，引领运动健康的国际生活风

尚。区域绿道作为上海大都市圈“最大的露天

运动场”，所提供的跑步、健走、自行车等体育

功能，与人民群众的运动偏好和运动习惯极为

契合。在承载全民健身活动的同时，更为国际

赛事提供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载体，解锁更多

的“IP赛事”，助推上海大都市圈成为国际体

育赛事集聚地，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同时，

通过策划与绿道相关的主题活动、大型高端赛

事，引导公众对绿道的保护和利用，享受 “山

地、森林、湖泊、河流、湿地、绿地、田园、绿道”

多景融合的绿色福利。

4.3   完善更协同一体的区域绿道标准

针对各地绿道建设缺乏统筹、难以衔接的

现状问题，协调区域绿道建设标准，实现“整

体性、系统性和多样性”相得益彰是实现大都

市圈区域绿道建设标准的必要条件。

（1）协调区域绿道配套设施标准

各城市区域绿道存在多重建设标准，后期

的维护管理也因地方政策存在差异。在区域层

面协调建设标准，并以高标准建设区域绿道，

在确保可实施性的前提下保持地方特色，推动

各城市协同推进绿道的建设与管理。在区域绿

道建设标准执行中，未建的绿道应参照统一的

建设标准，已建成绿道可适当按照统一标准进

行优化；城际交界面处绿道衔接由城市间商

定，原则上采用高标准一方，并应逐渐过渡至

本市绿道断面。本文对绿道标准的研究聚焦于

绿道宽度方面。

一是协调绿廊建设标准。绿廊是绿道系统

的生态基底，包括绿带林带、街旁绿地、行道树、

水体景观等有一定宽度的绿化生态区域，是绿

道绿色开放空间的主要构成和支撑。城镇型绿

道的绿廊总宽度不宜小于5 m，对于绿化设施欠

缺的地段可酌情降低标准，但不应小于2 m；郊

野型绿道的绿廊总宽度不宜小于8 m。保育型绿

道的绿廊宽度应能够满足生物迁徙和保护功能

的基本宽度，不宜小于60 m①。山地型绿道的绿

廊宽度因地制宜，不作特殊要求。

二是协同游径建设标准。区域绿道游径

以兼具步行和骑行功能的综合道为主，不同类

型绿道游径宽度应根据绿道使用频率，因地制

宜、灵活控制。绿道游径宽度可根据不同的类

别进行控制，城镇型和郊野型绿道建议设置为

步行骑行综合道，游径宽度建议为2—6 m；山

地型绿道建议设置为步行道，以2 m为宜，因地

形受限可降低标准。

（2）加强区域绿道与公共交通衔接

区域绿道作为高等级绿道，其可达性是决

定绿道使用效率的关键因素，规划应从轨道交

通、高速公路、快速路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区

域绿道与公交站、铁路站应紧密结合，绿道选

线尽量经过人流量较大的交通站点，方便人群

的到达与疏散。除此之外，还应与高速公路的

出入口进行紧密衔接，提高区域绿道的可达性

与共享性。

（3）提升舒适美观的绿道环境设计

通过区域绿道的特色化、精细化设计，可

有效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可从以下4个方面进

行考虑。一是提升绿道环境的适宜性。通过增

加绿道两侧行道树、小型灌木等绿色植物，丰

富花箱、文化墙等景观装饰，完善路灯、标识系

图5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分类分级体系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regional greenway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根据《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18—2035）》相关研究综述，绿廊宽度在35—70 m时，方可满足对动物多样性的最小支撑功能。注释：

图4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规划布局图

Fig.4 Planning layout of regional greenway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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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宣传牌等配套设施，以精致的环境、温暖的

细节提升感受度。二是优化绿道旁休憩设施，

丰富配套服务内容。一方面，可增加休憩设施

功能，如设置自行车租赁点、餐饮点、公厕、

垃圾箱等设施。另一方面，进一步美化休憩

设施，如通过增加绿植，提升可观赏性。三是

建设尺度适宜的慢行道。参照人性化尺度进

行建设，具备骑行功能的慢行道尽量避开如

电线杆等路面障碍物，以保障骑行安全。四

是营造丰富多彩的绿廊植被景观。倡导利用

当地本土植物，体现地域植被特色，使用生

态自然的植被景观，丰富植物种类，综合考

虑绿廊植物的季节性、色彩性、主题性，营造

丰富多彩的绿廊植物景观，打造色彩、层次、

空间丰富的景观效果，同时提升城市生态环

境的稳定性。

5   结语

在生态文明思想总体指引下，结合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强生态空间

共保、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夯实绿色发展生态

本底，将成为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的重要策

略。区域绿道网络构建及一体化建设，是促进

大都市圈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和生态

要素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也是区域重要生态

空间的“缝合剂”。以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历史

人文资源为依托，契合区域城乡空间布局，有

机串联城乡自然、人文景观，发挥上海大都市

圈特有的水乡、湖荡、山峦自然与文化优势，构

建布局合理、设施完备、低碳节能、互联互通的

区域绿道网络系统，将成为上海大都市圈构建

和谐共生的生态绿洲的重要支撑。

（感谢上海市上规院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周翔博士

的精心指导和项目组王彬工程师的辛苦付出。）

 

图6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绿道精品游线布局图

Fig.6 Layout of regional greenway boutique tour 
routes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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