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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纳总结了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发展趋势, 立足城市绿地建设各个阶段的特点 , 解析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基本模式 , 指
出公众参与是未来城市绿地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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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Basic Mod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i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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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was summarized .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tages i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the basic mod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i 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was analyzed .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public participation was ani mportant par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research o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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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城市建设的诸多问题推向风

口浪尖, 如: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急功近利的规划变更, 恣

意侵占的圈地运动, 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 杂乱无章的城郊

用地和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现象[ 1] 。公众参与是公民的

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 公众参与理论的发展, 以及公众参与

意识的萌发与伸张, 必将引发城市绿地建设的巨大变革。现

阶段对公众参与研究中 , 主要有两大板块: 一是侧重于公众

参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体制、方法、方式等方面, 带有整

体调控的属性; 二是侧重于公众参与城市环境管理、环境影

响评价等方面, 大多是针对某项目的建设影响的研究, 尚未

形成较系统的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研究。笔者着重讨

论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基本模式。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建设部《园林基本术语标准》将城市绿地( Urban green

space) 界定为: 以植被为主要形态, 用于改善城市生态、保护

环境、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美化城市的一种城市用地。笔

者研究的“城市绿地”主要是指建成区范围内被植物覆盖的

土地、空旷地和水体形成的绿色空间,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

城市绿化的过程管理与成效分析。

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是指公众依法以各种形式和渠

道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决策与过程, 这其中主要包括公众自

身意识的提高, 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城市绿地建设经常穿插政府、集体及利益团体的牟利行为 ,

参与制度的建立要求给予公众及社会团体表达其各自利益

要求的机会, 从而有助于绿地建设相关利益集团寻求利益的

平衡点。另外, 作为民主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 , 公众参与、监

督机制的设立可以防止因政府行政机关的违法和不当行为

引起的城市绿地建设中的重大失误。

2  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趋势

在经济飞速发展 , 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城市

绿地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优秀的风景园林作品层出不

穷, 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城市绿地建设正在经历

一场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历程。

2 .1  目标明确 ,以实施为导向 城市绿地建设目标分为阶

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两大类。前者强调建设过程各个阶段

的成效, 务实并富于针对性 , 公众参与绿地建设应分解落实

到具体目标, 以便实现绿地建设议定的决策和解决办法。总

体目标的明晰, 则更着重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系统功能的整

体性等, 公众参与绿地建设就应提高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 以利城市绿地系统功能的综合性与整体性更好的发挥。

2 .2  过程科学化, 灵活机动 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

济规律与基本原则, 并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对绿地建设全过程

的科学管理。城市绿地建设应考虑当地条件, 以现状分析为

基础, 把本土知识作为城市绿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充分认识、理解和考虑绿地建设中的冲突与矛盾 , 使

公众及各职能部门充分认识到绿地建设是自我负责、自下而

上的过程。公众参与凭借其人力资源优势, 实施全过程的管

理, 显然胜过为数有限的管理部门仅对几个环节的管理。

2 .3  方法日趋合理, 多学科合作 绿地建设的生态、社会、

文化、经济和技术特性, 决定了需要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 ,

避免片面的观点。方法的选择必须为目标和管理过程服务。

首先, 对目标而言是否合理 , 总体目标体现于全局性和全过

程, 阶段目标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而且两者应合理配置。

其次, 对公众参与的过程, 也要注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是否

相辅相成 , 协调互补, 目的是达到全过程协同有序。第三, 就

建设对象而言, 方法选择要有针对性, 即视对象特点而取最

合理的方法。第四 , 就问题性质而选方法, 绿地性质及服务

对象差异甚大 , 故应分别选择不同而相对合理的方法。最

后, 还应顾及公平性, 借公众参与而达到公平合理, 以防由于

不公平而出现新的矛盾。

2 .4  注重学习 ,操作强调可行性  公众参与注重提高所有

参与者的技术和组织能力, 并把这种能力应用到行动当中。

这种能力的培训过程可提高当地群体的自我决策能力。对

于参与过程中选用的方法, 其操作所要求的前提或条件应该

是明确的、己经具备的, 至少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 否则便

难于实施操作。要使操作可行, 还必须有规程标准可循 , 或

者比较容易制订操作规程而且便于调整其流程。

3  城市绿地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模式

城市绿地建设涵盖绿地规划设计、规划设计实施、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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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的养护管理及绿地的用后评价4 个阶段, 各个阶段的

公众参与模式各不相同。

3 .1 规划设计阶段的公众参与模式 规划设计是绿地建设

的重要环节 , 一般包括资源调查、总体规划、详细设计、施工

图设计4 个阶段[ 2 - 3] 。根据规划设计不同阶段的工作特点 ,

公众参与绿地规划设计应在资源调查中广泛征求居民的意

见, 避免以规划与决策者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 ; 应在总体规

划中根据调查充分考虑居民的特点、工作类型和生活习惯 ;

应在详细设计中预留出一定的空间, 便于公众直接参与。由

于施工图设计主要是在详细设计的基础上, 对复杂工程结构

的设计, 专业性较强, 需要多专业共同合作完成, 公众参与存

在较大的难度。

3 .1.1 资源调查。建设项目立项后 , 规划者必须对建设用

地范围内及周边的现状地形、水体、建筑物、构筑物、植物、地

上或地下管线和工程设施进行调查; 必须对建设单位、社会

环境及建设项目涉及利益团体与个人进行调查; 撰写报告说

明建设项目的内容、方法和重点 , 得出评价结论; 并提出处理

意见提交专家审查。政府、建设方及规划者应及时将调查内

容及审查意见公布于受影响实体 , 将信息公开发布在公众可

以获取的地方, 如互联网、宣传栏、海报、广播、电视等, 也可

发放传单或采用座谈 , 互动式双向交流。如旧城改造中的城

市绿地建设, 涉及到原有居民的安置、拆迁等问题, 受影响的

公众会对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公众可以采用信

件、来访、诉讼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 , 由政府职能部门依法

进行行政干预, 或与建设单位交换意见, 予以解决。另外, 公

众之间可以研讨会形式就涉及到自身和整个社会利益问题

展开讨论, 并将意见反馈给管理部门, 也可和经济学家、政府

官员等就可持续发展与政府强制行为、眼前利益问题深入广

泛地交换意见, 其结果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规划者应收

集各方意见 , 分析研究后, 采纳合理意见, 对报告进行修改 ,

同时编写计划任务书, 明确规划设计的原则, 明确项目在城

市绿地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地段特征、四周环境、面积大小

和游人容纳量, 明确功能分区和活动项目, 明确建筑物、公用

设施的基本要求, 明确规划布置上的艺术风格要求等, 为总

体规划把握方向、提供依据。

3 .1.2 总体规划。规划者在充分熟悉规划地区调查资料的

基础上, 根据计划任务书进行总体规划, 要认真组织规划各

个功能区, 从占地条件和限制条件等分析, 划分功能单元, 确

立合理的功能结构。一般在这个过程中, 会组织多个规划师

同时进行, 集体讨论并修正, 以期得到较好的规划效果。总

体规划成果须经由评审通过, 成为详细规划阶段的指导性文

件。设计过程中, 可以邀请公众代表直接参与规划, 或者收

集公众所憧憬的风景给规划师, 规划师将其最有代表性的场

景记录下来, 以体现到规划中。方案评审决策阶段, 总体规

划成果也可以图纸或模型的形式向公众展示, 公众通过媒体

或直接投票表决, 间接参与; 或者评审委员会成员由专家、公

众和政府代表组成, 政府代表的人员少一些, 只起主持会议

的作用 , 公众代表由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具较高文化素质的人

组成, 直接参与方案评审决策。

3 .1.3 详细设计。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对公园的各个地

段及各项工程设施进行详细设计 , 主要包括公园出入口设

计、各分区设计、植物的种植设计、水体设计、竖向设计、管线

设计等内容。对于主要景物的造型, 可选在某一引人注目的

公共集会地点, 用具有许多照片的文件 , 将现状条件和详细

设计效果直观地、对比地展示出来, 建设部门和设计师可现

场解答公众的提问, 以让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 , 方便公众更

准确的判断。根据公众讨论的要点归纳出简练易懂的问卷 ,

请参与者书面回答, 再进行投票, 请参与者选择自己认为最

佳的答案供设计师参考。技术设计部分由各专业技术人员

协同完成。

3 .2  绿化实施阶段的公众参与模式  根据公共产品的定

义, 不同的绿地属性不同[ 4 - 6] 。“纯公共产品”型绿地具有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 只能由政府主导建设和管理 ; “集体产

品”型绿地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其建设和养护费用可由

享受此绿地的公众支付, 由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共同资源”

型绿地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 主要由政府主导建设与管

理, 门票及社会捐助对绿地建设也是有效的支持手段。总的

来说, 绿地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我国很早就提出“植树造

林、绿化祖国”的全民植树号召 , 于是荒山野岭、大街小巷都

种了树木, 这是我国较早的公众参与园林绿化形式之一, 如

白云山风景名胜公园、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等绿地建设之

初,“植树造林”运动中留下了普通市民的身影。国内许多公

园或街旁绿地中开辟纪念林,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把树苗

出售给公众 , 再由公众栽到公共绿地中, 如诞生林、爱情林、

敬老林等。2005 年, 在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开泰大道东侧、开

源大道北侧的东部, 规划面积89 .73 hm2 的广州义务植树公

园, 计划分3 期建设[ 7] 。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今天的广州留下

了宝贵的绿色财富, 为实现“青山、碧水、绿地、蓝天”总目标

做出了不小贡献。这些形式都有效调动了公众参与绿化实

施的兴趣与责任感, 让公众真实地体验到参与绿地建设的权

利。另一方面 , 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 公众可以对项目进行

监督,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建立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多种

监督手段综合运用的监督机制, 在建设工地设置监控机构 ,

在公众场合设置大屏幕 , 由公众监督施工进展情况, 还可借

助新闻媒体的力量, 对施工进展情况进行追踪。

3 .3 养护管理阶段的公众参与模式 园林绿地的养护管理

难度较大, 却是城市绿地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 不管规划设

计如何推陈出新, 绿化实施如何美轮美奂, 如果管理跟不上 ,

再好的设计也只是昙花一现。绿地养护上 , 应加强环境教

育, 鼓励公众自觉遵守环境行为准则, 积极参与绿地环境管

理。另外, 有些城市尝试充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 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

3 .4 使用后评价阶段的公众参与模式 对建筑环境进行非

正式或主观评价自古有之。20 世纪60 年代, 现代建筑之后

的建筑观出现了人本回归, 促就了人类行为与建筑和环境设

计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产生和发展, 该研究主要关注基于

人类行为的建筑与环境研究、设施规划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

最重要的是使用后评价(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 以下简称

POE) 的研究。POE 应用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心理学等人

文学科以及数学、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和建筑学、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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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少纳一些税款。民国时期,“凡为绅士者非劣衿败商, 即

痞棍恶徒以充, 若辈毫无地方观念, 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 故

媚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 28] 。很显然, 品性决定着绅士乡村

治理活动的绩效。

5  讨论

长期以来 , 学界解释传统国家权力没有渗透到基层社会

的原因, 一种认为在乡土社会中, 宗法关系约束了机会主义

行为, 不需要皇权政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家权力下沉成本

过高。实际上, 在传统乡村社会, 接受了儒家教育以及被帝

国政权荫护的绅士, 代替国家对乡村进行了有效治理, 正是

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

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所以, 国家没有

必要把政权下沉乡村。清末, 国家政权之所以不断渗透乡村

社会, 关键在于传统绅士的衰落 , 基层整合力量阙如 , 国家权

力下沉乡村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个问题是乡村自治。20 世纪早期研究者, 多毫不迟

疑地强调中国乡村的自主特征。如马克斯·韦伯认为, 中国

的村庄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的居民点”[ 29] 。然而 , 笔

者通过对绅士乡村治理分析发现 , 绅士经理乡村公共事务大

多是在志愿和非正式的基础上行使, 这就决定了绅士乡村治

理的弹性。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 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

力权威的结合。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 而同时又

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 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

介。作为官系统触角的延伸, 绅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

税, 维持地方治安; 与此同时, 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 绅士

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正是绅士在官民之间

上下沟通, 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

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所以说, 传统乡村并不是一个独立

的自治体。

可以说, 传统社会的绅士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

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 他们一身兼二任, 在朝廷辅助君

王统治天下 , 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 古代

中国以绅士阶层为重心, 实现了社会与国家的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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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进行交叉研究的方法, 对建筑环境进行评价, 并通过对

设计预期目的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比较, 提出反馈意见和

标准 , 为将来更好地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 8] 。从西方实践

看,POE 有3 大论题 : 科学性论题 , 以专家( 设计) 的价值为

基点 , 须参照业界标准 ; 社会性论题 , 主要考虑环境使用者、

管理者的价值判断, 是主观评价的中心论题; 经济性论题,

更多的是依据开发者和业主的利益[ 9] 。第2 论题是公众参

与评价的主要内容。在城市绿地建设中引入POE 概念应突

出满足使用者价值需要这一最终目标并能适应多种应用目

的, 这里强调使用者在绿地建设中的本体价值 , 以人们的主

观感受的平均趋势作为评价标准。

4  结语

从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各种模式来看 , 其目的在于

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 , 使公众的意愿更加快速有效地得以

表达 , 实现在绿地建设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城市绿地建设中 , 绿化实施、

养护管理阶段的公众参与方法简单有效 , 并已取得不少成

果, 规划设计及使用后评价阶段, 由于过程复杂 , 尚未形成

成熟的定量化标准 ,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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