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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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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实现“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

一个大花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的目标愿景，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山东，现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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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公园城市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并从生态环境、公园体系、生活服务、安全韧

性、特色风貌、绿色发展、综合治理等方面给出了公园城市建设指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公园城市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5035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449 城市容貌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50805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80 城市消防规划规范

GB 51143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GB/T 51327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 5132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HJ 33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TD/T 1062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建标 152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建标 180 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园城市 park city

将全域公园化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实现城市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与公园形态

有机融合，全面建成宜居宜学宜养宜业宜游的新型城市。

4 建设原则

http://www.baidu.com/link?url=QN3mOhVSwoYCeOig5lTpHxRT43u4hwzgu7CI1oT6oAJz_j0R2x7dBQuftSmlIaIr73nrxmjzmA-OCUxYuRQDuq
http://www.baidu.com/link?url=WAxOlFObCGIgRjF_j9E_pnrVKDcDwEaV71ojxu9eaq9JRHsOo1pa3HoskrRKfV5rTzL95E14CHBGAhsZCkVq_ZTzdYj8ojcWuuUT9cxnq6u
http://www.baidu.com/link?url=nj3E-iUeNva5SzrqNXO_dlczMajYie6C8LfoD849a9sUoL15TmBxZWD8wM1YwCGMbK3yWGKvJoaYWJKyiGOl1huwGhmFYOXNCB8yJt9kw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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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以人为本，服务民生。发挥公园公益属性，提供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2 共建共享，社会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园城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企业和市民参与公园城市

建设的积极性，提倡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建设运营模式。

4.3 统筹谋划，园城融合。坚持规划引领，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探索生态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

统筹生态、生活、生产三大空间，实现人、城、园互动平衡、和谐共荣。

4.4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依托各类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地域特点、文化特色、

时代特征的公园化城市。

5 建设内容

公园城市建设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公园体系、生活服务、安全韧性、特色风貌、绿色发展、综合治理

等内容，建设指标体系见附录A。

6 生态环境

6.1 生态保护

6.1.1 开展生态本底调查、空间识别和综合评估，编制公园城市建设规划或方案，与生态保护和修复规

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协同衔接。

6.1.2 构建以自然资源分布区域为主体、水系与廊道为纽带、重点生态公园为节点的生态空间网络；划

定城市绿线、城市蓝线，统筹融合蓝绿空间，推动城市内部绿地、水系与外围自然生态要素有机连接，构

建联通城市内外的完整生态网络体系。

6.1.3 划定山体保护控制范围线，保护山体形态、山林植被、动植物多样性和景观风貌；合理增加森林

覆盖面积，稳步提升林草覆盖率；开展土壤环境状况摸底评估，按照 GB 36600 相关要求对建设用地土壤

实施保护管理；制定湿地资源分级分类保护方案，明确保护名录、保护目标、范围和要求，全面保护湿地

资源。

6.1.4 划定河流、湖泊、水库等管理和保护范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划定符合 HJ 338 的要求，生活饮

用水的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6.2 生态修复

6.2.1 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推进受损山体、水体、植被、城市棕地等生态修复工作，

实现生态系统净化环境、调节气候与水文、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6.2.2 采取山体加固、场地整理、修建排水系统等措施，消除破损山体滑坡、碎石崩塌等安全隐患，补

植乡土植物，重建植被群落，恢复山体自然生态环境。开展绿色矿山建设，鼓励矿山宜绿则绿，宜园则园、

生态自然化修复。

6.2.3 恢复水体自然形态、重建水体生物原生生境与演化系统、修复水体自然岸线；开展水污染防治，

提升地表水水质质量，修复后地表水水质符合 GB 3838 的要求。

6.2.4 按照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将工业废弃地、尾矿场、塌陷区等棕地优先改造为城市公园、郊野公

园等绿色共享空间，选种乡土植物、本地适生植物，营造适应当地环境、彰显地域特色的植物群落，并与

自然恢复的野生植被相融合，维护生态平衡。

6.2.5 沿海地区宜对自然岸线、滩涂湿地、海湾河口等生态资源进行保护修复，恢复沿海自然生态植物

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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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园体系

7.1 空间布局

7.1.1 丰富城市公园类型，按照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构建以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为主，

大中小级配合理、特色鲜明、全龄友好、分布均衡的公园体系。充分利用滨水空间、公共建筑退线空间、

街旁空地和高架桥底空间，推进口袋公园建设。

7.1.2 拓展城市绿化空间，结合城市更新工作，鼓励、引导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公共空间、公共设施、

城市绿地建设；采取见缝插绿、拆墙透绿、退硬还绿等措施，对主次干道交叉口、老旧街区、水系沿线、

城市公共空间周边等地段进行绿化改造，提升老城空间品质。

7.1.3 编制城市绿道规划，构建绿色联通网络，实现公园体系网络连通。

7.1.4 开展城市绿荫行动，以乔木为主、乔灌草合理搭配为原则，提倡采用全冠种植，推进城市林荫路

系统、林荫公园、林荫庭院小区、林荫停车场建设。依托商业中心步行街道、景观道路以及历史风貌街区

等空间，创建宜人的林荫道网络，提升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7.1.5 倡导对新建或改建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市政交通设施等开展城市立体绿化，提升城市立体绿化

实施率。

7.2 开放融合

7.2.1 面向全年龄段人群需求，以“公园+”推动公园与体育、文旅、科教、商业等功能有机融合，开展

“公园+运动”、“公园+文化”、“公园+科普”、“公园+服务”、“公园+智慧”等建设内容，提供全

龄友好公园活动空间。

7.2.2 以“＋公园”建设推动城区、街区、社区环境品质升级。城区方面，以公园为基底，构筑开放空

间网络，强化功能复合；街区方面，聚焦道路设施、建筑立面等要素优化，增加街区绿量；社区方面，探

索有条件的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开放，推动既有校区等公共服务设施错峰使用。

7.2.3 提倡绿地共享共建，提高绿地综合使用效率。增加公共活动空间，营造优美、开放、共享的绿色

环境。

8 生活服务

8.1 公共服务设施

8.1.1 按照 TD/T 1062 要求，统筹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构建

布局均衡、功能完善、品质优良、层次丰富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8.1.2 构建快捷便民的商业网络，提升街区商业网点覆盖度，促进全市生活性服务业网点规范化、便利

化、特色化和智能化发展，形成配套完善、具有较高品质的街区商业环境。

8.1.3 完善无障碍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学校、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等无障碍

环境建设水平，设置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车位等设施，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8.2 市政基础设施

8.2.1 提高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加快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实施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

8.2.2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建立覆盖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分类收运、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系统。

8.2.3 结合城市道路、桥梁等建设与改造，推动城市道路网结构优化，提升道路网密度，形成级配合理、

接入顺畅的路网系统，符合 GB/T 5132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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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倡导城市绿色出行，引领低碳交通发展，合理规划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交通站点服务覆

盖范围，促进公交停靠站和周边建筑、公共空间的有机结合，构建便捷、无障碍的公交换乘系统。完善步

行和非机动车等慢行交通系统，建立慢行交通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有效衔接。

8.2.5 统筹城市地下空间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城市地下管线与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同步进

行。

9 安全韧性

9.1 安全防护

9.1.1 编制交通、防洪防汛、防潮、地质等各项安全防护规划，以预防为主，推广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感知等现代化技术在安全防护与管理中的应用，保障城市安全。

9.1.2 按照 GB/T 51327 编制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完善“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立防灾避险预警体

系和有效的安全防御、疏散体系，开展全民防灾应急教育。

9.1.3 按照 GB 51143、建标 180，结合各类公园绿地、体育场等推进防灾避难场所建设。

9.1.4 按照 GB 51080 编制城市消防规划，制定和完善消防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按照建标 152 建设

城市消防站，合理配备消防人员与设施。

9.1.5 按照城市防洪规划实施相关工程建设，完善防洪排涝设施，防洪工程符合 GB/T 50805 的要求；开

展地质灾害调查，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9.2 城市韧性

9.2.1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与监测，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促进生物资源就地、迁地保

护，控制外来物种入侵。城市绿化美化遵循适地适树原则，制定完善乡土植物名录，积极采用乡土植物。

9.2.2 落实海绵城市理念，注重园林绿地综合功能与海绵功能的统筹融合，采取“渗、滞、蓄、净、用、

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建设符合 GB/T 51345 的要求，年径

流控制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10 特色风貌

10.1 城市容貌

10.1.1 城市容貌与管理符合 GB 50449 的要求。通过城市设计对城市中心区、重要公共场所、历史地段

和重要空间节点等重点地区形象塑造，分级分区域确定城市风貌、色彩、天际线等空间形态管控要素。

10.1.2 突出城市道路在城市风貌塑造中的骨架作用，根据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活动需要，合理统筹布局

路网、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城市家具等，拓展步行活动和绿化空间，彰显街道风貌特色与个性。

10.1.3 注重对地域建筑风貌的工艺、材料和代表性元素的保存与推广。建筑物群体组合造型、退让距离、

风格、色彩等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综合考虑韵律感、层次感、和谐度和主从统一协调等要素，塑造轮廓舒

展、韵律起伏的城市天际线。

10.1.4 城市广告设施与标识、雕塑、街景小品、城市家具等表现元素体现公园城市个性，其式样、造型、

风格、色彩等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10.1.5 倡导市树、市花评选、宣传与推广应用。

10.2 历史文化

10.2.1 系统梳理和评估本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提炼本地地标性、特质性文化及其表达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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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等，构建公园城市特色文化体系，打造公园城市文化品牌。

10.2.2 按照 GB 50357 要求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进行分类保护，

划定保护范围和环境协调区，实施分级保护，保护其原真性、完好性。

10.2.3 结合城市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传承历史文化，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园林。针对历史名园，

通过城市设计控制周边建筑高度，保护历史文化氛围。

10.2.4 提倡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结合城市公园绿地科学再利用，根据不同条件改造成遗址公园

或创意产业园区；以剧场、博物馆、民俗馆等为载体，展示和宣传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10.2.5 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后备资源及其自然生境。

11 绿色发展

11.1 生态经济

11.1.1 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融合，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经济体系。以绿色生态城区、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等建设引导形成绿色低碳、集约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11.1.2 推动节能减排，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降低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碳排放强度。

11.1.3 提高协同减污降碳能力，建立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大气环境质量符合 GB 3095 中与环境空

气质量功能区相对应的标准要求。

11.1.4 积极推行绿色建造方式，大力推广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调发展。

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综合提升改造，绿色建筑符合 GB/T 50378 的要求。

11.2 资源节约

11.2.1 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建设节水型城市。开展中水回用管网建设，提高中水等再生水

用于浇灌、生态补水等应用比例。

11.2.2 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开发强度双控，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面提升，降低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

11.2.3 实施资源循环利用、能源梯级利用和智慧能源发展等工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循环体

系，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

地热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比重。

11.2.4 统筹各类固体废物的产生、收运、利用与处置管理需求，建设“无废城市”。

12 综合治理

12.1 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形成目录清单。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完善用能权、碳排放权、排

污权、用水权等权益交易制度，全面提升全域生态环境质量。

12.2 统筹融合公园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进行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促进社会治理协同和精准化，畅通

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效率。

12.3 完善社区基层治理体系，创新网格化管理机制。倡导通过社区居（村）委会或居民自治组织，共同

商议拟订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强化公众对人居环境建设成果的巩固提升和监督评价。

12.4 构建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体系，提升城市绿地生态效能与景观质量。

12.5 加大城市公园免费开放力度，推进绿色开放空间的社会共建和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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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公园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公园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见表A.1。

表 A.1 公园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生态环境

生态保护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 ≥57

2 蓝绿空间占比（%）
≥70（市域）

≥45（城市建成区）

3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100

4 综合物种指数 ≥0.6

5

生态修复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2.5

6 矿山生态修复率（%） 100

7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80

8 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的比例（%） ＞90

9 自然岸线保有率（%） 稳步提升

10

公园体系
空间布局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14.8

城市各城区≥5.5

11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90

12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70

13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千米） ≥1.5

14 10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个/10 万人） ≥1.5

15 城市绿地率（%）
≥40，

城市各城区≥28

16 城市绿化覆盖率（%）
≥43

乔灌木占比≥70

17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85

18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90

19 立体绿化实施率（%） ≥15

20 开放融合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 ≥65

21

生活服务

公共服务

设施

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率（%）
≥90

22

市政基础

设施

城镇污水处理率（%） ≥95

23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24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35

25 道路网密度（千米/平方千米） ≥8

26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特大城市≥70

大城市≥60

中小城市≥50

27

安全韧性

安全防护

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100

28 人均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人） ≥2.5

29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100

30
城市韧性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苗木使用率（%） ≥80

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32

特色风貌

城市容貌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100

33
历史文化

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

34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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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35

绿色发展

生态经济

绿色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80

36 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吨二氧化碳/万元） ≤0.4

37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0

38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50

39

资源节约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立方米/万元） ≤20

40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50

41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亩/万元） 持续下降

42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45

4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0

4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85

45
综合治理

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居民参与度（%） ≥90

46 城市公园（历史名园、动物园除外）免费开放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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