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 城市研究

Research on the Upgrade Path of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Space by ‘Urban 
Acupuncture’: A Case Study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袁  芯   YUAN Xin               

在“生态文明”和“城市双修”两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城市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明确提出建设“低碳韧性的生态之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努力，上海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心城区与伦敦、纽约等全球城市相比，生态空间品质仍是影响上海城市竞

争力的短板。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典型代表——静安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高密度城区当前发展面临的困境，引入“城市

针灸”的原理，对生态空间进行渐进式的干预，践行卓越全球城市的品质追求，同时提升生态空间质量。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habiliation and urban refurbishment, cities in China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Shanghai New Master Plan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nearly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angha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the inner areas of the main city is still hindering the city’s competitiveness due to the 

low quality of ecological spac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lobal cities, such as London and New York. Taking Jingan district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Shanghai, which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high density,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Acupuncture’ to give progressive intervention in ecological space and fulfill the quality pursuit of excellent global ci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space.

基于“城市针灸”原理的生态空间品质提升路径研究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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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美丽”作为强国

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

位置。在生态文明的战略背景下，上海2035提

出建设“生态之城”的分目标，生态之城的

内涵是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拥有绿色、低碳、

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自然更加

和谐，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更加宜人。城

市发展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生态空间品

质将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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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界定主

要基于生态功能论和生态要素论两种视角，

第一种强调的城市生态空间是指城市内以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的用地类型所占有的空

间，包括城市绿地、林地、园地、耕地、滩涂苇

地、坑塘养殖水面、未利用土地等类型，是与

构筑物和路面铺砌物所覆盖的城市建筑空间

相对的空间[1]。第二种认为的城市生态空间是

指“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土壤、水体、动植物

等自然因子的空间载体”[2]。国外“绿色空间

（即生态空间）”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

认为绿色空间内涵包含了所有绿色植被覆盖

的土地类型(含农地等)[3]。二是将绿色空间定

义为有植被覆盖的具有自然、享乐功能的开敞

空间[4]，强调绿色空间的开放性。

上海高密度建成的中心城区，缺少山体

等自然条件要素以及林地、农田等生态空间

要素。因此，本研究中的生态空间含义更具中

微观性。重点关注城市空间中的“绿地”和

“河湖”两大生态空间。具体而言，不仅包括

传统城市绿地系统中的各类绿地、公园等绿

化空间[5]，更涵盖绿道、林荫道、滨水空间、广

场、街角空间、立体绿化等各类城市公共空

间。从生态性、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角度，中心

城区生态空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维护生态

安全，缓解热岛效应，更体现在提供游憩空

间，提升环境品质，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舒

适、可游可享的绿色开放环境。

基于上述生态空间的内涵和外延，进而

提出“生态空间品质”的概念。虽然学术界

对于“生态空间品质”并没有确切定义，目

前已有的研究更多锁定“生态环境质量”、

“空间环境品质”等方面。通过对标全球宜居

城市，诸如墨尔本、温哥华、悉尼等，生态空

间品质已成为衡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因素。生

态空间品质的内涵，既包括物质空间品质，还

包括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感知度和获得感[6]。

根据利物浦市政厅发布的《公园和绿地的价

值》报告，在生态空间的总量、结构以及效能

3方面提出宜居城市衡量生态空间品质的特

征——高比例、高关联、高效能[7]。

结合本次的研究对象——上海市静安

区，其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生态空间品质建设

的示范区，围绕“中心城区新标杆、上海发展

新亮点”的目标要求，秉承着“小、巧、高”

的发展思路，坚持“精品精致的美丽城区”

建设，生态空间品质在上海市民心目中的

首肯度较高。静安区的城区密度与人口密度

（2.90万人/km2，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

位列中心城区前列，在生态空间总量极度紧

缺的前提下，通过“街口、弄口、门口、窗口、

檐口”五口绿化来提升城区的绿视率。同时，

着重生态空间的品质化建设，已形成静安雕

塑公园、静安公园两大全市特色型精品公园，

绿化特色街区、林荫道、立体绿化等生态建设

均成为全市的先行者（图1）。但高密度的城

市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与生态空间建设存在诸

多矛盾，呈现总量不足、结构缺失、效能不均3

大“病症”，生态空间品质仍有提升的空间。

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导向，

引入“城市针灸”的新思路，强调小尺度和

渐进式的手法，对标全球宜居城市，在总量、

结构和效能3个方面思考生态空间品质提升

的路径，使静安区成为国际生态空间品质的

示范城区，并形成具有前瞻性、标杆性、时效

性的实施范本，对上海市其他中心城区有很

好的借鉴价值。

1　望闻问切——静安区的3大发展困境

1.1　总量——绿地增量“无处安放”

静安区绿地总量逐年增加，但人均公园

绿地水平不足，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休闲需

求。2011年至2016年间，静安区绿地总量增

加了54.33 hm2（2016年上海市绿化市容统

计年鉴数据），但至2016年底，静安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为2.7 m2/人，在中心城区里位列

倒数第3，远低于全市7.8 m2/人的平均水平

（图2）。未来静安绿地的总量有较大的缺口，

但其增量空间极其匮乏。

1.1.1　可建绿地空间有限

现状绿地占建设用地比重低，且城区的

建成度高，未来可开发建设为绿地的用地空

间十分匮乏。2015年静安区城镇建设用地

为36.6 km2，绿地占比仅为3.88%，在中心城

的七区内位列倒数第2（图3）。同时，城区的

图1　静安区精品绿化实景照片
资料来源：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

a）　静安区精品公园（静安雕塑公园） b）　静安区精品公园（静安公园）

d）　立体绿化示范项目（静安区法院屋顶绿化）c）　绿化特色街区（静安嘉里中心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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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度高达84%（根据上海市战略数据库

SDD和静安区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统计），未

来可规划的建设用地较少，绿地的增量空间

十分有限。

1.1.2　规划实施难度较大

规划尚未启动建设的绿地比例较高。静

安区已批未建的绿地高达60%，足见规划绿

地的实施率较低。同时，根据已批未建绿地的

现状用地数据分析，已批未建绿地的现状用

地构成极为复杂，若要实现规划绿地的落地，

44%的土地（现状为公共设施用地和居住用

地）需通过动拆迁解决，24%的土地（现

状为工业用地）有待工业用地减量化地推进

（图4）。由此可见，未来此类规划为绿地地块

的建设难度较大。

1.2　结构——生态空间“联通不足”

现状公园绿地的布局较为均衡，通过对

3 000 m2以上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覆盖

度分析可以看到，静安区的公园绿地覆盖率

超过81.6%的全市平均水平（图5-图6），已

基本实现服务半径全覆盖。但公园绿地、滨

水空间等生态空间建设多呈现各自为阵的态

势，缺乏生态性的连接支撑系统，从而导致

生态空间网络的缺失。

1.2.1　公园绿地缺少联系

图2　现状各区人均公共绿地分布图（单位：m2/人）
资料来源：2016年上海市绿化市容统计年鉴。

图3　2015年中心城各区各类用地比重对比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国土、房产综合信息系统。

图4　2015年静安区已批未建绿地土地现状使用图及各用地构成配比
资料来源：上海市战略数据库SDD。

图5　上海市3 000 m2以上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
径覆盖率分析图

资料来源：绿地数据和GIS数据来自《上海绿化市容统

计年鉴2015》，人口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2015》。

注：数据分析在静安、闸北两区合并前。

图6　静安区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扫盲分析图
资料来源：绿地数据和GIS数据来自《上海绿化市容统

计年鉴2015》，人口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2015》。

注：数据分析在静安、闸北两区合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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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静安区“十三五”绿化发展规

划》，13座公园之间均没有连通的林荫道或

绿道（图7），且林荫道、绿道之间的连通性不

足，其未承担公园连接体的作用。究其原因，

主要是林荫道建设需要时间培育，绿道网络

建设需要空间支撑。因此，现状的林荫道和绿

道建设更多地考虑道路绿化的资源本底和建

设实施的难易程度，未从公园连接体的角度

加以培育与引导。

1.2.2　滨河空间存在断点

现状滨河岸线的开放空间数量少，且空

间不连续，被铁路、建成居住区、企业单位隔

断（图8），两岸联系薄弱，尤其是苏州河、彭

越浦等主要河道两岸缺少贯通的慢行系统。

由于防汛墙阻挡视线（图9），导致滨水岸线

封闭化。此外，滨河绿带的实施往往滞后于周

边地块建设，成为片区发展的洼地。滨水绿带

空间以绿化种植为主，缺乏休憩性、文化性

与艺术性的亲水空间场所营造，使得滨河空

间活力不足，呈现出“近水不见水，临水不亲

水”的现象。

1.3　效能——空间品质“参差不齐”

静安区开始试点特色化公园建设，已成

功打造静安雕塑公园和静安公园两大全市特

色型精品公园，充分融入商业、文化等多种体

验形式，探索高密度人居环境下的优质环境

和精致服务，但纵观区内其他公园以及城市

小尺度开放空间的品质则呈现出参差不齐的

现象，生态空间建设的重心在于品牌化的城

市公园塑造，对于小尺度空间的关注度不足，

且服务设施缺少精准化供应。

1.3.1　公园服务尚需改善

静安区内的一些尺度大的地区级公园，

如不夜城绿地公园（图10），只是社区公园的

放大，缺乏明确的文化定位，且在公园命名、

活动策划、植物搭配、景观塑造等方面的特色

不鲜明，精准化、人性化的服务尚需改善。

1.3.2　微小空间缺乏利用

由于缺乏对城市零星地块的有效梳理与

利用，众多城市街角空间闲置或无法进入使

用，如常德路街边空间精巧有趣味，但连续的

绿篱阻碍市民进入，难以发挥小尺度公共空

间的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图11）。

2　引入“城市针灸”疗法

“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是

广义建筑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在1982年由

西班牙建筑师及城市学家M·S·莫拉勒斯

(Manuel de Sola Morales)提出[8]，并将之运

用于巴塞罗那城市更新，解决了该城市中心

和边缘地带的衰落问题。“城市针灸”就是通

过在城市系统网络上进行小尺度渐进式地干

涉，激活穴位的潜在能力，促进空间的自我调

节与自我生产，创造出一个生态学意义上的

可持续性发展规划[9]。

在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和“城市修补、

生态修复”的城市双修战略引领下，渐进式

针灸疗法的城市战略对于高密度人居环境的

静安区而言更为合适。在生态空间品质提升

路径的研究中，引入“城市针灸”的原理，将

中医学中的针灸疗法与城市生态空间理论相

融合[10]，以小尺度催化式的规划设计切入，达

到“生态小举动、品质大跃动”的目的。

3　三因制宜——生态空间品质提升路

      径建议

在静安区高密度的人居环境下，生态空

间品质的提升主要聚焦于“增量”与“提

质”，强调生态空间的渐进式手法，在总量、结

构和效能3方面提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

操作路径建议。

3.1　“循经取穴”——总量挖潜

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如何“取穴”——

选取用地发展绿地是生态空间品质提升的出

发点。充分利用城市更新的重大契机，加强相

关政策引导，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落实生态空

间的整体经脉，在城区单元规划和绿化系统

规划中明确绿地的增量空间，刺激这些生态

空间的穴位，激发穴位活力，带动其他组织空

间发展，促进城区的内涵式发展。

3.1.1　空间挖潜，提升绿地总量

在上海2035的分区指引中提出，至2035

图7　静安区“十三五”绿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静安区“十三五”绿化发展规划。

图8　滨河岸线断点示意图
资料来源：现状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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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静安区新增公园绿地2.6 km2，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从2.7 m2/人提高到5—8 m2/人，该指

标对于静安区而言实施难度很大。为努力实

现绿地总量倍增的目标，需从以下两大技术

路径着手（图12）。

其一，加快落实规划锁定项。控规中已批

未建公园绿地总量是新增公园绿地指标的重

要保证，在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各部门统筹协

调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公园绿地的落地建设。

同时，对控规中的防护绿地、生态控制用地进

行研判，采用公园化建设与管理的标准，化单

一式的生态绿地为多元化的公园绿地，实现

生态与社会的双重价值。

其二，全面推进规划调整项。利用环上大

影视产业社区建设等城市更新类重大事件为

推手，结合正在开展的静安区单元规划，加强

区内工业仓储类用地的转型力度，调整部分

用地的属性和开发强度，采用容积率奖励或

转移等方式，最大程度地增补较大规模的公

园绿地，并确保公园绿地的实质性落地。

创新绿地建设的理念，复合化地利用交

通、市政等基础设施用地。根据设施类型将一

部分基础设施置于地下，地上空间预留建设

公园，从而巧妙化解交通站点、泵站、电站、垃

圾中转站等设施劣势，进而发展有一定交通

或市政设施的建筑或要素特点的精品绿地，

服务周边居民。

通过未来的规划引导，优化区内的用地

结构，结合扫盲绿地的增补、滨水绿地空间的

开拓、城市备用空间的利用等各类手段来全

面落实绿地的增量空间。

3.1.2　见缝插绿，增加绿视效果

除了公园绿地总量规模达标之外，更重

要的是提升市民的绿地获得感和绿化视觉效

应。在静安区绿化用地极度紧缺的条件下，

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安排较大面积的绿地几

乎不可能，发现和利用一切适宜绿化建设的

细小空间成为一种重要的途径[11-12]。虽不能

计入公园绿地的统计指标，但作为规划加强

项——绿地空间挖潜的另一个技术路径，无

疑将成为生态空间建设的一剂营养针。

充分利用城市灰空间以及边角空间进行

针灸式的空间微更新，结合河湾街角、社区服

务、公共设施、商业建筑、生活性街道交叉口

图9　现状滨水空间
资料来源：现状调研照片。 图12　绿地空间挖潜的技术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0　暴晒下的不夜城绿地公园空无一人
资料来源：现状调研照片。

图11　常德路街角空间
资料来源：现状调研照片。

等设置口袋公园（图13），强调规模小、功能

少、人性化尺度、多样化场所以及社会性突

出。口袋公园的设置弥补了原有微小尺度休

闲型公共空间的不足，塑造金字塔型公园体

系结构（图14）。

3.2　“舒经通络”——结构重建

滨水空间、绿带绿道等廊道与人体经络

具有相似的功能特征，它们是城市重要的线

性生态空间，以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传递和

感应活动信息，是城市各组织系统正常运行

的机制保障。

3.2.1　复兴水网，打通滨水空间

通过河道综合整治工作，提升水体河道

水质的同时，梳理具有重要景观价值的河道，

打通铁路、建成居住区、企业单位等断点，贯通

主要河道的步行岸线，加强景观河道两侧生态

恢复、功能复兴，实现滨水空间的贯通性、可达

性、渗透性、亲水性、公共性和功能性，使其成

为静安区重要的生态空间骨架（图15）。

3.2.2　织补绿网，塑造休闲网络

以原有行道树道路以及林荫道为生态网

络的基础，增补行道树未全覆盖的所有路段，

建立林荫道行动计划。转变林荫道储备为林

荫道规划，有计划地规划林荫道空间，合理布

局，加强贯通。对于有特色的林荫片区，结合

文化、休闲和运动功能，加强乡土植物的培育

与搭配，通过艺术化的设计创造四季有景、常

伴花香、有趣而富有吸引力的林荫绿网。

此外，根据《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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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则（试行）》等相关规划指引，以组团

化社区绿道为单位，串联文化、体育、商业等

公共空间，构建适宜步行与骑行的、纵横贯通

的生态绿网，承载市民的健身、休闲等功能。

同时，绿道系统将有效衔接苏州河、彭越浦等

主要水岸漫步道，融合通达水岸的慢行系统，

实现居民“10分钟见绿道、15分钟见花园，

30分钟见河道”的休闲网络（图16）。

3.3　“ 点穴调气”——效能提升

图14　静安区公园体系结构转变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5　岸线贯通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一河两岸”国际方案征集成果。

图16　静安区社区级绿道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静安区绿道系统规划。

图13　口袋公园建设引导图
资料来源：《静安区绿化系统规划》（在编）。

“河湖”和“绿地”是静安区生态空间

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刺激生态空间的敏感节

点——水系和绿地，是生态空间品质提升的

另一个路径，这将有效提升生态空间的使用

效能与服务能级，改善城市运营状况，并让城

市公共空间健康可持续发展。

3.3.1　引水串绿，打造“翡翠项链”

以苏州河、彭越浦横纵水系为骨架，通过

绿道、林荫道、带状公园等激活串联周边的各

类生态“穴位”（图17），宛如一条“翡翠项

链”，穿城引绿，集休闲娱乐、户外活动、文化

旅游于一体，产生生态、社会和经济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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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一河两岸城市设计方案图
资料来源：国际方案征集成果。

设施的结合度，因地制宜地延长公园开放时

间，使得公园绿地成为生态空间发展的新标

杆，彰显静安区的高品质城区形象。

4　结语

上海2035中提出建设“低碳韧性的生

态之城”，可见，城市的发展已稳步迈入内涵

式、品质化的发展阶段。静安区生态空间品质

提升路径的研究是探索高密度人居环境下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总结而言，“增量

提质”是核心思路，“循经取穴、舒经通络、点

穴调气”是具体路径。生态空间的发展不应

仅仅着眼于总量指标、人均指标是否可达，更

要关注于城市潜力空间的挖潜与培育，生态

空间建设的诉求与预判，空间品质营造的内

生与创新，并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表1），在

实施层面加以落实。

生态空间品质的提升不仅要有好的规划

和针对性的策略，还需要建立长效持续的机

制体制保障。城市生态空间品质提升、生态修

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

的长期工程，必须保持规划的严肃性，“一张

蓝图干到底”，建立生态优先的“多规合一”

图18　“公园+”概念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效益。

3.3.2　引入“公园+”，建设精品绿地

生态空间于城市规划已不再局限于边界

明确的公园绿地，其物理边界与空间内涵应

得到创新性的延展与再生。在未来公园绿地

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建议引入“公园+”的

概念（图18），实现公园绿地向城市客厅的

转换。挖掘利用区域生态资源这些重要“穴

位”，注入运动、文化、艺术、科技、娱乐等功

能，同时加强与周边住区、学校、文化、体育设

施等板块互动，承接周边地块的功能溢出效

应，全面提升公园的复合度和活力度。

根据静安区“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

区公园—口袋公园”的4级公园体系，分级分

类落实“公园+”的理念，强调特色化的生态

空间和定制化的公园服务。加强城市公园与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地区公园与游憩

设施，社区公园与社区活动，口袋公园与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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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静安区绿化系统规划》（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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