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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城绿带功能提升与 

都市休闲农业开发探析 

陈龙庭
1
 

(上海交通大学 200030) 

【摘 要】：在保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遵照“地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原则,注重保护和开发相结合,充分提高土

地的利用率。上海环城绿带的建设和发展可融入更多的农业元素,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发一些既可为城市居民提

供农产品,又可美化城市生态环境的农业项目。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实现绿化生态建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三者有机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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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绿化生态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据最新数据统计,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8.3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9.6%,

森林覆盖率为 17.56%。而 1998 年上海人均绿地面积仅为 2.3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为 17.8%。上海城市绿化生态建设发生如此大

的变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海坚持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视环境保护和绿化生态建设,并将其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切实推进。 

一、上海环城绿带建设成效显著 

上海的绿化生态系统包含环、楔、廊、园、林等多种形式。其中“环”是指外环线环城绿带(本文所指),在整个上海城市绿

化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海环城绿带于 1995年底开工建设,经过 20多年的不懈努力,克服种种困

难,沿外环线外侧环中心城区一条全长 98公里,宽逾 500米的绿化带建设已初具规模。它像一个蜿蜒有序、美丽的绿色花环镶嵌

在上海这座闻名海内外的大都市中,为上海打造一个洁净、优美、舒适、生态的国际大都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上海土地资源匮乏,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十分昂贵,寸土寸金。上海人均耕地面积为 0.12亩,不足全国人均水平

的 1/12。市郊种植的农产品一直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像大米、蔬菜、水果、花卉等需要大量从国内外引进。而环城绿

带所使用的土地,地段良好,土壤肥沃,只用于植树、栽花、种草。 

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和国外大都市的发展证明,只要规划得好,建设得好,管理得好,维护得好,建设和发展环城绿带是具有

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的,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需求。 

首先,良好的绿化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城市发展的脸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市民对城市发展和生活需求提出了更高的期望。期盼呼吸上更新鲜的空气,喝上更干净的水,生活在更宜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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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就是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环境更优美。这是城市居民解决温饱,达到小康之后,对生

活的期冀。 

其次,环城绿带在欧美一些发达城市早已得到广泛应用。环城绿带是指在城市外围安排建设较多的绿地或绿化比例较高的相

关用地,形成环绕城市建成区的永久性开放空间。是有效抑制城市蔓延扩张,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环城绿带的国家,早在 1933年英国恩温(RaymindUnwin)就提出了伦敦的绿色环带(GreenGirdle)的规

划方案,方案中绿带宽 3～4 公里,呈环状围绕在伦敦城区,其用地包括林地、牧地、乡村、公园、果园、室外娱乐用地、教育科

研用地等。它既可以作为伦敦的农业与休憩用地,保持其原有城镇的乡野特色,又可以抑制城市的过度扩张。伦敦的绿带发展模

式后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效仿,如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俄国的莫斯科;美国的华盛顿、芝加哥;澳大利亚的悉尼、墨

尔本;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等。环城绿带成为世界城市流行的一种土地利用规划思想。 

上海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建设环城绿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需要,是城市居民追求幸福的生活

需要,是建设国际性花园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生活宜居城市的发展需要。上海环城绿带建设历经 20余年,取得了显著成效。绿

带随着林分树木的生长,在调节温度湿度、吸滞粉尘、衰减噪音、固碳释氧、涵养水土、净化大气环境等生态服务方面发挥了良

好的作用;在景观美化、休闲游憩、运动养生等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助力上海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方面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城市生态系统布局,提高城市市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上海环城绿带功能提升的问题与不足 

上海环城绿带的规划,经过多方的科学论证,是严谨完美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土地资源匮乏、资金不足、利益驱使等众多

因素的影响,不免出现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环城绿带中绿化生态的主题特色不够突出 

环城绿带没有充分表现出上海的地方特色。上海绿化生态的名片和标志是什么?根据上海气候特点适宜种植什么树种?如何

将树、花、果、草等构成不同区域的地方景色?也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的具有上海特色的生态景观还没有充分展示出

来。这直接影响着上海城市的魅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二)环城绿带中绿化植物品种的多样性不够富集 

绿带是以绿色为主基调,部分观赏效果较好的彩色植物、观果植物、经济林果植物较少,分布不均,且分布区域和范围有限,

这直接影响了景观的视觉和观赏效果,而且还存在着景观可观赏期短的问题。 

(三)环城绿带中,市民可参与、可互动、可共享的绿化生态项目的内容不够丰富 

绿化生态建设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为价值取向,绿化生态的建设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绿化生态建设发轫于人民,回馈于人民,因此需要最广泛的公众参与,以此夯实绿化生态发展的人本基

础。只有广大市民的参与,绿化生态的建设和发展才有希望,才有保障。 

(四)环城绿带缺乏便于市民休闲、游憩、娱乐的绿化生态项目 

上海外环线区域人口逐年增加,特别是老年人,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生态休闲场所供市民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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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城绿带周边人口的逐年增加,如何充分发挥环城绿带的各项功能,在提高环城绿带生态功能和优化城市景观的基础上,

增加环城绿带的休闲游憩功能、教育体验功能、农业生产功能、运动养生功能,满足城市市民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的需求,让

市民参与进来,实现绿化生态建设项目与市民一起共建共享,让市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绿化生态建设的好处,从“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高度,建设和发展上海环城绿带生态项目。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地方特点的绿化生态空间,竭尽所能保护

生物多样性,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生态之城,是环城绿带结构调整和功能提升的目标和方向。 

三、助力美化环城绿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城市 

在保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遵照“地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原则,注重保护和开发相结合,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上海环城

绿带的建设和发展可融入更多的农业元素,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发一些既可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产品,又可美化城市生态环境

的农业项目。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实现绿化生态建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有机和谐统一。 

2018年 4月,上海市主要领导赴上海青浦区调研时指出,上海要统筹推进“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为四季增添丰富

色彩,为城乡培育更多珍贵树种。2019 年 4 月,上海市主要领导指出,打造生态价值新高地重点要突出“特”字,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上海开发农业项目,发展都市

休闲农业,可丰富“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内容,突出上海地方特色,为升级打造 2.0版的环城绿带建设服务。具体开发

和建设的农业项目如下: 

(一)种植果树,发展风景经济林果带 

随着城市的发展,未来城市绿化的主导方向是多树种,多色彩,四季多变,动态有序。对绿化植物的要求是四季常青,季季有花,

两季见果,乔、灌、藤、草、花、果综合绿化。人们观赏植物不光是看绿,还要观枝,观叶,观花,观果。果树树种,春有新生的叶

片,夏有绚丽的花朵,秋有丰硕的果实,冬有斑斓的树枝。果树在城市绿化中有其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可以增强绿化生态景观的季

节感和视觉效果。果树属于经济林树种,有着较为成熟的栽培管理技术,便于养护和管理,可以降低城市绿化的建设和管理成本。

结合果品的经济价值,栽种果树,不仅可以提升景观的观赏效果,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环城绿带中种植果树,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果树品种的选择以上海本地品种为主,适当引进优良的品种。桃、梨、葡萄、

柑橘是上海本地的四大“当家花旦”,相关机构对这 4种水果积累了较好的生产管理经验,可以优先考虑。在水土条件好,交通便

利的地段,成片种植桃树、梨树、枇杷、桑树、石榴、无花果、柑橘、樱桃等,对美化城市生态环境,增强观赏效果,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上海每年 3、4 月份是桃花开放的季节,成片的红色、白色、粉红色的桃花,使景观开阔并气势恢宏,富有感官的震撼力。当

你置身于花海中会让你心旷神怡,赏心悦目。到 7、8 月份挂满树枝,白里透红的桃子,果香四溢。在环城绿带中分点分片种植一

些桃树,通过科学规划和管护,今后桃花节就可以从浦东南汇的“桃花节”发展成为上海市的“桃花节”。通过赏花、摘桃、品

桃、购桃,实现特色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打造出一张对外展示的名片,这对促进上海市的旅游业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环城绿带区域发展果园,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有着远郊果园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市民上下班的途中就可以观赏

壮观的花海和五颜六色挂满树枝的水果景观,可以为周边市民提供体验和欣赏自然趣味的休闲娱乐场所,方便市民游玩,特别是

对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少年,更是集自然趣味、科普教育为一体。关键是通过种植果树,发展风景经济林果带,一年四季皆有景,

月月季季景不同。可以美化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扩大城市的知名度。进而吸引海内外游客,促进上海旅游业

的发展,可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环城绿带中种植果树,即可丰富观赏树种,又可以解决环城绿带中植物种类少,观赏期短的问题。还可以引来一些鸟类和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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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鸟类的增加可以消灭大量的林木害虫,有利于环城绿带人工生态系统更趋完善和稳定。果树观赏前景喜人,值得提倡和发展。 

(二)规划发展蔬菜花卉主题园 

上海环城绿带基本上沿着外环线道路外侧实施,全长 98 公里,其规划形态为“长藤结瓜”式,即沿外环线道路一条宽 500 米

的环状绿带为“藤”,沿途再结合规划的楔形绿地,在用地条件较好的地方适度放宽,布置了 10个大型的主题公园,即为“瓜”。

主题公园主要布置市级及地区级的植物园、森林公园、友好城市公园、大型绿色娱乐园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规划建设

2～3个较大型的蔬菜花卉主题公园,用于发展集蔬菜花卉生产、观赏、休闲、教育、科技示范等为目的的农业主题公园。 

蔬菜是一种种类繁多、生育周期相对较短的农作物。不同种类蔬菜产品形态各异,从外观、大小、长短、颜色差异巨大的果

实,到色彩斑斓、美丽多姿的茎叶、花果和花球,这使得蔬菜在所有农作物中具有独特的集食用、观赏、药用、养生、绿化、美

化功能于一体的价值。其色彩艳丽,形态多样,风味独特,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给人提供美的享受。花卉更是如此。蔬菜花

卉主题园内可以种植一些不易储藏和运输的鲜嫩蔬菜和花卉,发展一些既有食用保健价值,又有装饰功能和观赏价值的各类多彩

蔬菜,以及具有药用价值的蔬菜品种。同时,还可以根据地形地貌或通过人工改造形成一定斜度或坡度的地块、或人工整理成圆

形和三角形等形状的地块,种植各种彩色蔬菜和花卉品种,形成美丽的彩色蔬菜和花卉图案;对一些藤蔓性的蔬菜瓜果和花卉,可

以借助竹、木构建立体形状进行种植,形成绿色的立体图案,供人们观赏。发展蔬菜花卉的休闲、旅游农业。 

蔬菜花卉主题园规划建设在环城绿带外环线区域,有利于蔬菜和花卉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美化区域生态环境。在外环线七

宝镇区域选择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段,可以规划发展蔬菜花卉主题园。七宝镇人口集中,交通四通八达,并建立有农产品批发交易市

场。这样便于蔬菜和花卉的运输和销售,可以减轻生产者的负担,提高经济收入。蔬菜花卉主题园靠近人口集中地区,可以让市民

就近到田间选菜、购菜。人们可以到蔬菜花卉园走走看看,闲情逸致,还可以参加田间劳作,锻炼身体,娱乐心情,也可以购买新鲜

的蔬菜回家,下锅上桌,享受新鲜、美味、营养、可口的菜肴。市民直接到蔬菜花卉园内选菜购菜,产销直接见面,没有中间环节,

生产者可以减少运输费用;消费者可以了解蔬菜的生产过程吃得放心,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这也是蔬菜产销的一种方式,

把菜市场直接建立在田间,笔者称之为“田间菜市场”。在环城绿带及其附近的城市建成区,发展蔬菜花卉主题园,既可以作为蔬

菜生产基地和休闲游憩场所,又可以为中小学生提供科普教育和教学实习基地。通过设立科普用地专区,中小学生参与种植植物、

照料植物、收获成果各环节,从中可以学到植物生长、绿化生态、食物营养、公共卫生、健康养生等方面的知识。 

(三)规划发展农产品绿色长廊 

绿色长廊的造型是倒 U型的结构,绿色长廊内的路面可以是水泥路,也可以两边是水泥路,中间是农用地。顶棚是钢木结构。

种植的农产品要选择攀援性好,适应性强,外形美观好看的藤蔓性植物品种。在环城绿带内和较大型的楔形绿地可以建设发展葡

萄绿色长廊和蔬菜瓜果绿色长廊。在小河的两岸也可以构筑长廊,利用水上空间发展农产品绿色长廊。 

1.葡萄绿色长廊。 

葡萄是上海四大主栽水果中产业发展最快、总体效益最好的水果品种。上海马陆在 1981 年就开始种植葡萄,已有很丰富的

栽培技术和经验,而且马陆葡萄已获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也是上海市著名商标,在上海乃至全

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马陆葡萄以其上乘的质量、浓郁的口味、丰富的营养,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上海葡萄栽培的品种非常丰

富,有巨峰、巨玫瑰、夏黑、醉金香等;有红、紫、绿、白、淡清、暗红等各种颜色,而且葡萄从开花结果到成熟采摘颜色会发生

变化,具有很好的观赏效果。在环城绿带交通便利,水土条件适合的地带,栽种几公里的葡萄绿色长廊,或者在大型楔形绿地栽种

环形葡萄绿色长廊,将会是一道壮观的观果、赏果美丽风景线,一定会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与摘果、品果相结合,不仅可以为

市民提供一定的葡萄产品,还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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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蔬菜瓜果绿色长廊。 

蔬菜瓜果中藤蔓性、攀援性好的植物品种较多,包含有南瓜、丝瓜、葫芦、蛇瓜、豇豆、黄瓜等。各种蔬菜瓜果的大小品种

很多,如南瓜类有圆形南瓜、飞碟南瓜、香炉南瓜等。南瓜的颜色也不同,有金黄色、青绿色、黄色等;葫芦类有天鹅葫芦、苹果

葫芦、拇指葫芦、长柄葫芦、特大亚葫芦、特小亚葫芦等。这些瓜类蔬菜形状各异、长短不一、大小不同、颜色多样,在绿色长

廊中种植会有较好的观赏效果。此外,瓜类蔬菜开放的花朵也可以为绿色长廊增添美丽景色。 

环城绿带中建设发展农产品的绿色长廊,即可收获一定量的水果和瓜果蔬菜产品,方便市民品尝、采摘、购买;又可以供市民

在绿色长廊下乘凉、歇息、游玩、观赏;还可以丰富绿化植物的品种,美化都市环境。农产品的绿色长廊将会成为都市旅游的靓

丽风景线。 

通过开发农业项目,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将各种生态因素的作用考虑进来,充分发挥植物自然生态美,创造出能够表达一定意

境和凸显多种功能的、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充满田园气息的绿化生态空间,供城市市民使用,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为市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和生态产品,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助力美化上海环城绿带,

促进优化都市生态环境,改善都市市民生活质量,把上海环城绿带打造成绿的世界、花的海洋、果的家园、鸟的乐园,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多彩的环城风景带,为建设美丽宜居的花园城市、生态文明城市服务。 

四、上海环城绿带都市休闲农业项目开发对策建议 

开发农业项目,发展都市休闲农业,提升环城绿带的功能,实现“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的要求,升级打造 2.0 版的

环城绿带。 

(一)实施联动和试点开发 

环城绿带开发农业项目,不是大范围重建,而是局部小范围(主要是对水土条件适合的区域)的升级改造再开发。对开发农业

项目的地段,其区域内原有种植的花、草、树木可以置换到郊区环带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生态建设的项目上,实行联动建设和开

发,可以解决部分的资金问题。农业项目开发可以从区域试点开始逐步实施,稳步推进。对尚未开发的用于绿化建设的土地,可以

因地制宜有选择地进行农业项目开发。 

(二)利用政府、企业、市民等多方力量,参与农业项目开发建设 

环城绿带开发农业项目,主要是美化都市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娱乐、养生的场所,服务于社会和市民,不以取得经

济效益为目标。因此其开发资金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企业资助、市民募集获得。为了实现农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引

入民间资本进行投资经营。 

(三)创新经营观念和经营理念 

环城绿带中农业项目的经营与远郊农区应有所不同。比如,果园经营上应有所差异:一是经营目标不同:以生态和社会效益为

先,经济效益次之。因此,在果园种植布局上,果树可以与灌木花种相间种植,增添花期的观赏性和可视性。二是经营方式不同:鼓

励企业和市民认养栽种果树,认养的方式可以是捐助资金,也可以是提供人工劳作。市民可以参加管护果树的形式认养。通过认

养让市民直接参与互动共享,方便市民走进自然,了解自然,进而形成保护自然的意识。市民认养栽种果树,应有成熟果实的处理

权,可以随摘随吃,这既能使市民方便吃到新鲜可口的水果,还可以解决水果存放期短的问题,同时还不用担忧水果的销售,一举

多得。三是蔬菜花卉主题园可以采用植物园和公园的经营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投资经营,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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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提供生产管理技术指导、农产品市场销售信息,以利于投资经营者获得稳定的收入。 

(四)开设外环线旅游线路,助力环城绿带主题公园的建设、发展和维护 

外环线环城绿带建设有 10多个主题公园,每个公园有其自身的特色,通过旅游线路的开设,把各个公园串联起来,方便游客游

玩,可以增加主题公园的经营收入。同时通过广告、媒体等宣传媒介对主题公园进行宣传,提高主题公园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国

内外游客,促进上海旅游业的发展。借助旅游的东风,招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进一步推动上海经济的发展,真正做到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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