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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都市主义理念下的绿道系统研究

——以武汉市绿道系统为例
*1

李继春 曹亚妮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湖北武汉 430068）

【摘 要】：在我国面临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道重大课题。

武汉市绿道系统建设作为“十二五”时期武汉市城市建设的重点，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生态都市

主义核心观点入手，分别从低碳可持续、生态化、环境公平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现阶段绿道建设中面临

的一些问题，提出基于生态都市理念下的绿道建设策略，希望对今后城市绿道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一些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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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都市主义致力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增长、生态环境污染、社会公平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城市规划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践行生态都市主义，建设低碳绿色生态型城市，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1 相关概念

1.1 从景观都市主义到生态都市主义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主义时期，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无一不是以建筑学为基础，这种“建筑都市主义”的思想主导了主

流设计界，其结果导致城市对自然生态过程的严重忽视
[1]
。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

1997 年，查尔斯•瓦尔海德姆（CharlesWaldheim)和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Mohtafavi）正式提出“景观都市主义”一词，主

张要从景观的视角来思考城市问题。但是，近年来景观都市主义逐渐面临着泛化的处境，理论涵盖的观点过于广泛，由此导致

对“景观都市主义”理论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断。在这种情况下，2008 年末，莫森•莫斯塔法维适时提出“生态都市主义”，它

不仅继承了景观都市主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将生态的内涵融合其中
[2]
。它将城市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致力于在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中让社会、经济以及环境达到真正平衡，确立一个城市的宜居性，支撑城市的经济，保证市民的健康与幸福。

1.2 生态都市主义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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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低碳可持续观点

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抵制污染。确立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战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为了达到可持续，未来城市

必须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减少降低碳排放。

1.2.2 生态保护观点

用更加生态的方式设计城市，接纳多样的生态。把土地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来理解。确定出一个生态基础设施网络以指

导城市的发展，保证以下四项关键的生态服务功能：（1）提供粮食和净水；（2）调节气候、控制病害、洪水和干旱；（3）保

证食物链完整，为本地植物提供栖息地；（4）传承文化，并发挥休憩、怡情功能。

1.2.3 环境公平观点

生态都市主义把人类系统也归纳为生态的一部分，将人类视为环境系统中的一份子。致力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

们喜闻乐见的开发项目，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去提升环境质量。加强人和场地的互动，平衡二者发展，和谐共生。创造更加美好、

生动而公平的城市生活。

2 武汉市绿道系统

2.1 规划背景

为建设“两型社会”，打造“绿色江城”和“宜居武汉”。同时也为了缓解以机动车交通为主体的出行方式引发的城市问

题，并且进一步改善城市慢行交通环境，武汉市政府于 2012 年 4 月正式通过了《武汉市绿道系统建设规划》。

2.2 定位与目标

武汉市绿道做为城市生态系统、风景旅游系统和综合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以休闲健身、旅游观光、交通通勤三

种功能为主。依托武汉丰富的城市山水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古迹，将绿道打造成市民低碳生活、绿色出行、享受幸福武汉的好

去处。

2.3 规划内容及现状

武汉市绿道规划系统总体结构由三大板块组成。以一个主城绿道网络中心区为核心（图 1），并依托东湖、汤逊湖、青菱湖、

后官湖、府河、武湖打造六大生态绿楔，十条城市绿道带穿插贯穿其中，形成“一心、六楔、十带”的布局结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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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长为 2200 公里，其中中心城区绿道 450 公里，密度不低于 1 公里/平方公里，市域绿道 1750 公里
[3]
。规划分三个阶

段展开，分别是：

第一阶段（2012 年）启动东湖、沙湖绿道，汉口江滩、张公堤绿道以及月湖、知音湖绿道，建成约长 45 公里的绿道示范线，

武汉三镇各区同步组织建设部分社区绿道。

第二阶段（2013-2016 年）城市绿道和市域绿道主线基本完成，绿道网主骨架基本形成，总长约 880 公里，并进一步推进社

区绿道建设。

第三阶段（2017-2021 年）重点开展市域绿道支线和社区绿道建设，建成覆盖全市，总长 2200 公里的绿道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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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年初已累积建成 566 公里绿道，其中环山临湖绿道约占 330 公里，形成了山湖相映的城市慢行交通。现阶段在

中心城区即武汉三镇逐步建成武昌片区环东湖绿道、汉口片区张公堤连长江汉江江滩绿道、汉阳片区环月湖墨水湖绿道；在郊

区外环线建成江夏区环青龙山绿道，蔡甸区环后官湖绿道，东西湖区环金银湖绿道和府河湿地绿道，黄陂区木兰景区绿道，开

发区环龙灵山绿道。形成了“3+5”的绿道主干网络
[4]
。

3 生态都市主义理论下的武汉市绿道系统分析

3.1 低碳可持续实践

配合城市绿道系统的建设，2015 年 4 月武汉市重新启动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图 3）。

相较于之前停摆的“鑫飞达小绿车”，重启的“小蓝车”租赁项目更加人性化，租赁步骤也更加智能化，租赁站点分布更

加密集与城区各功能组团衔接，市民换乘更加方便。截至 2015 年底，第一阶段，汉口片区已开通 300 个租赁点，自行车投放 6000

辆左右。下一阶段 500 个租赁点逐步投放到武昌、汉阳片区。800 个站点分布在公交点、公建点、居住点、游憩点、校园点等地

方，分为上下班站点、生活配套站点以及休闲娱乐站点。

武汉市绿道系统有效衔接起主城区各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与慢行交通系统结合，提升了慢行交通环境品质，解决了以前

城市里有车无道的尴尬局面。贯彻了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了居民出行方式，在主城内实现以骑行+步行交通为支

撑的 15 分钟生活圈。

3.2 生态化实践

武汉市生态自然资源优越，境内长江汉水穿城而过，湖泊众多山峦起伏，构成了江城特有的滨水生态环境。因此中心城区

绿道建设以环湖、沿江开放式绿道为首选。绿道植被形成了环湖沿江隔离带，对驳岸湿地、林地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郊区

绿道建设以沿天然湿地保护区为首选，绿道选线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为当地生物预留出足够的栖息空间，并优先利用现有的道

路网络以及本地常绿乔木，如香樟、广玉兰、桂花、女贞等。契合城市空间布局，实现了绿道建设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积极保护。

3.3 人性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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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推动绿道发展，应围绕绿道积极组织一些社区活动、市民沙龙，听取市民建议，完善绿道配套设施，提高市民参

与性。2015 年 9 月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武汉举行，园博园选址位于汉口江滩张公堤绿道穿过的张公堤城市森林公园中

心区域。期间武汉市各高校大学生、市民志愿者、骑行爱好者，自发组织了众多不同主题绿色骑行游园活动，游客沿张公堤绿

道骑行参观园博会，在宣传了园博会的同时也更好的拉近了绿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让人们真正感受到绿道建设带来的健康快

乐。

4 当前绿道建设中所面临的难题

4.1 中心城区绿道建设用地难

回顾武汉绿道系统近几年的建设成果，可以发现郊野绿道建设速度要远远快于主城区绿道建设。郊区绿道建设起来较为容

易，而中心城区绿道建设却相对困难。原因在于，郊区周边的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丰富，有充裕的建设空间，稍加整合规划即可

成为绿道。由于市区内人文生态错综复杂，公共空间城市道路非常拥挤，很难找到合适的空间来规划绿道，很多道路和街区本

身就缺乏系统性，在此基础上建设绿道，会面临很多困难。

4.2 绿道不成系统，难以形成网络

有的绿道建成了体系，很受市民欢迎，有的绿道则没有，形成了断头路。绿道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连通性和可达性。

部分现有的绿道有面、有线，但不成网，同时也没有和主城区慢行交通系统相融合。“绿道”似乎成了一个风景区景点，必须

乘坐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后再租自行车到绿道里骑行游览，这也违背了绿道建设的初衷，更不是低碳生活。真正有意义的绿道

应该是从城市其他部分或者市民家门口，通过绿道进入到风景区。绿道不是终点，而是连接的纽带，这才是真正有利于低碳生

活的绿道网络。

4.3 与非机动车道混淆

普通人对绿道的认识常与对非机动车道的需求经常混淆在一起，两者在实际功能上有很大区别。绿道的主要功能为满足运

动休闲游憩并兼顾日常生活的通勤。而非机动车道只具有通勤功能，承担市民出行。其两侧虽然也有绿化设施，但并不能承担

游憩休闲的功能
[5]
。因此，在规划中不能将二者混淆，更不能将非机动车道刷绿并印上绿道标识，美其名曰为绿道。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城市内部土地空间的有限，为了保证绿道中自行车道的连贯性，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设计师在

可利用空间不足的路段或区域，对非机动车道进行借道。如武昌区临江绿道，全长 15 公里，从长江二桥沿临江大道、彭刘杨路

至首义广场。受制于成本和其他因素，借用了临江大道非机动车道 1.5 公里，以及彭刘杨路非机动车道一公里，其他都是借用

江滩公园已有的观景平台和步道，将江滩等临江景点通过绿道网串联起来。

5 基于生态都市主义理念下的城市绿道建设策略

5.1 合理的统筹规划绿道用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城市空间仍在不断的向外扩张、规划、整合。所以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要预留出中心城

区的绿道用地，合理运用现有的用地资源。在城市现有的绿地和公园系统基础之上，选取合适的开放型线性空间进行游憩化和

生态化的整合，是一个经济高效的办法
[6]
。

5.2 整合自然利益与人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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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在功能上单纯的追求以人为本或者以生态为本都是不可取的，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到自然利益与人类需求，平衡二者矛

盾。在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会被放在首要位置，而城市中其他生物的生存需求则容易遭到忽视。

绿道连接起城市各个绿色空间，将城区内破碎的自然地块有机的整合起来。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通过绿道系统出行的条件，更

好的亲近自然。

景观资源本身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充分运用城市内现有的线性自然景观资源，有利于城市居民在绿地中快速便捷的游览。

在对资源进行合理运用的同时也要做到对资源进行整体的可持续保护。将可以利用的城市废弃地进行景观重建和生态修复，唤

醒它作为自然土地原有的存在价值，让城市居民又拥有了许多户外活动的好去处，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实践证明，只有既具备

人气同时又具备自然生命力的场所才是真正有活力的场所。

5.3 完善绿道人工系统

绿道由绿廊系统和人工系统两大部分构成。绿廊系统主要由植物群落、水体、土壤、绿化隔离带等自然因素构成。人工系

统则是为使用者所搭建的，更好的满足绿道休闲游憩功能。完善的绿道人工系统包括由自行车道、步行道、无障碍道组成的慢

行道；由标识牌、引导牌和信息牌组成的标识系统；由停车场、照明、通信、环境卫生等组成的基础设施；以及由休憩、租售、

咨询、救护、安保等组成的服务系统。为使用者提供便利，让绿道洋溢人文关怀。

6 生态都市主义对城市绿道建设的启示

6.1 倡导绿色可持续交通

“可持续性”是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就是减少碳排放。面对以机动车交通为主体的出行方

式引发的碳排放问题。设计出高质量的城市绿道网系统，与城市轨道、公共交通相结合，减少能源消耗。鼓励步行+自行车的低

碳出行方式，引导市民转向绿色、可持续的和一个更加本地化的出行模式。

6.2 强调生态多样性保护

绿道应由关键景观元素和空间格局组成网络框架。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绿道系统在规划之初应对本地的自

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绿地系统和历史人文景观。绿道不是资源的挥霍新建而是对现有各类

有价值的资源尽可能做到整合重塑，避免资源的浪费，真正做到绿色可持续。为植物生长和动物繁衍栖息提供充足空间，让原

有植被和自然栖息地被保留下来，让绿道充分发挥生态服务功能。

6.3 注重人性化参与

生态都市主义强调，未来必须以紧凑型城市的建设为基础。在密集城市环境中创造方便宜人的公共开放空间。例如，现代

主义空旷的大广场、能够服务于各类人群的绿地。加强人和场地的互动，平衡二者发展，和谐共生。城市绿道系统作为城市公

共开放空间，它的普及推广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是不够的，关键点在于人。前期设计规划的再好，无人使用，也是面子工程。因

此，必须依靠市民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善绿道相关配套设施，方便市民使用，让绿道真正的融入市民日

常生活，成为人们会珍惜并且能与他们情感沟通的场所。

7 结语

生态都市主义对于城市绿道规划的指导是一个理论付诸实践的全新尝试。运用生态都市主义理论对武汉市绿道系统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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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今后城市绿道规划中，注重低碳可持续、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的公平互动。在总体规划上把握区域和周边生态基质的

关系，将生态都市主义理念融入每一个城市绿色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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