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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配置供需关系
———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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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社会维度的视角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效用，必然涉及供需双方。 在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公园

绿地的空间配置会潜在地影响社会效益享用的平等与有效性，是具有显著空间属性的社会资源。 研究同时关注城市公园绿地

与居住人口（使用者）的空间布局特征，提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研究框架，从“地域平等”、“社会公

平”与“社会正义”三个层次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进而关联使用者需求空间特征

分析供需匹配关系。 研究构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六个指标反映城市公园绿地社会服务供需状况，并选取上海徐汇区进行实

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１）徐汇区城市公园绿地存在供需空间不匹配状况，尤其是口袋公园层面存在较大缺口；（２）空间布局

均好性较高，地域平等性较好；（３）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还有待提高，社会公平性不足；（４）进一步地在社会正义层面，评价结

果显示过去进行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决策时并没有特别关注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各个空间单元差距较大，且这两类使用人

群密度较高的空间单元在这两个指标上往往低于平均水平，社会正义性亟待提高。 研究为实现城市公园绿地空间的社会效益

均衡、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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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价值认知的发展，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研究重心逐渐从解析机理开始向匹配供需进

行转移，强调生态系统功能实现且为人类带来福利的结果［１］。 这意味着生态系统服务的优化研究须涉及供

给与需求两方，它们是服务形成、输送与最终被消费的起止点，无法脱开社会维度单独讨论生态系统所提供的

各种效用。
从社会维度的视角看待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带来诸多创新性的议题。 首先，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文化性

生态系统服务（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供需受服务人群的影响，需要经由使用者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

才能生效［２］。 例如，公园景物的美，需要被市民感知后才能发挥服务价值，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其次，
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具有空间依赖性。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实现的空间特征将其划分为全球

型、临近型、点对点型、原地型、使用者相关型 ５ 类［２］。 Ｆｉｓｈｅｒ 等则强调生态系统服务面临供给与需求空间分

布不一致的状况，需要考虑供需双方空间匹配的问题［３］。 第三，公平、正义作为一直以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的中心议题之一，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供需匹配评价的重要衡量标准。 例如唐子来等人基于社会公平理念提出

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方法等［４］。 Ｌｉｔｍａｎ 认为公共交通规划的社会绩效评价分为两种类型：横向公

正（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遵循社会公平理念，强调为全体市民提供平等的公共交通服务；纵向公正（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遵循社会正义理念，强调公共服务空间分布对于各个社会群体产生不同影响，并且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的受益状况［５］。 最后，生态系统服务缺乏市场性，难以直接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平衡［６］，很
大程度上只能通过主动干预，选择不同的服务供给模式实现生态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服务需求。 普遍认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研究实质是在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因果关联，包括数量上的

均衡关系和空间关联格局 ［７⁃８］，探索服务供给时空动态与人类福利变化的关系［９］。 在城市规划领域已有尝试

采用“以供定需”方法确定资源供给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性，诸如区域水资源配置、雨洪管理、土地利用规

模评估等［１０］。
城市公园绿地（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作为建成环境中最主要的近自然空间之一［１１⁃１２］，是诸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

者，不仅在调节小气候、支持生物多样性、碳汇、雨水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１３］，也在休闲娱乐、文化审美、
生态教育、增进居民健康等社会功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１４⁃１６］。 在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其空间配置会

潜在地影响社会效益享用的平等与有效性，是具有显著空间属性的社会资源。 城市增量发展时代，我国城市

公园绿地发展往往强调规模数量，较少关注绿地的空间布局特征对于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及其与使用者需

求空间特征之间的匹配状况［１７］。 现阶段的存量发展和存量规划强调土地与空间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城市公

共服务的社会绩效评价经历了从地域平等（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到社会平等（ｐｅｏｐｌｅ⁃ｂａｓｅ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从社会公

平（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到社会正义（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发展阶段［１８］。 地域平等只是关注各个地域之间的公共设施服

务水平差异，社会平等关注各个使用者之间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高差异，社会公平注重公共设施服务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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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居住人口分布之间的“空间匹配”，社会正义则强调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应当向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

倾斜［１９］。
介于此，研究将同时关注城市公园绿地与居住人口（使用者）的空间布局特征，并从“地域平等”、“社会公

平”与“社会正义”三个层次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进而关联使用

者需求空间特征分析供需匹配关系。 研究构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六个指标反映城市公园绿地社会服务供

需状况，并选取上海徐汇区进行实证研究，为跟踪反馈、评估引导城市公园绿地存量更新与空间资源优化配置

提供可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１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城市公园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憩

和服务设施的绿地［２０］。 研究选取上海徐汇区为研究区域范围，总面积为 ５４ｋｍ２，是上海市较早完成旧城改造

的中心城区之一。 根据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 ＣＪＪＴ ８５—２０１７） ［２０］ 以及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 ［２１］，研究具体选取该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与口袋公园共 ４ 个等级的公园绿地，
进行空间配置供需关系分析。 公园等级是应对居民日常、周末、节假日不同游憩圈域需求、提供相应服务设施

配置供给特征的综合体现。 城市公园为每处面积大于 ５０ｈｍ２公园，服务范围 ５—１０ｋｍ，是为市民提供节假日

休闲游憩地、特色旅游资源和重要旅游目的地［２０⁃２１］。 地区公园为每处面积大于 ４ｈｍ２，或带状绿地宽于 ３０ｍ，
服务范围 ２ｋｍ（图 １），主要为片区范围居民提供周末户外休闲活动空间，承担生态绿肺功能，是特色地域文化

的重要载体［２０⁃２１］。 社区公园为每处面积大于 ０．３ｈｍ２、或带状绿地宽于 ８ｍ，服务范围 ５００ｍ（图 １），为社区附近

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健身、交往等活动的综合性服务，强调绿地的开放性、可达性和参与性［２０⁃２１］。 口袋公园

为每处面积小于 ０．３ｈｍ２的小型公园绿地及开放附属绿地，服务范围 ３００ｍ（图 １），是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

间，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地居民服务［２０⁃２１］。

图 １　 研究区域各级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以街道作为各类变量的统计空间单元。 徐汇区共有 １３ 个街道或镇（如图 ２ 所示）。 根据发展阶段

与居住用地人口密度、社会特征，研究将其中 ３ 个街道进一步细分成滨江区段与非滨江区段，共计 １６ 个空间

单元。 其中“斜土路街道⁃ １”为中山南二路以南、滨江区段，“斜土路街道⁃ ２”为中山南二路以北区段；“长桥街

道⁃ １”为龙吴路以东、滨江区段，“长桥街道⁃ ２”为龙吴路以西区段；“华泾镇⁃ １”龙吴路以东、滨江区段，“华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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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域空间单元划分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镇⁃ ２”为龙吴路以西区段。 下文以图 ２ 中名称指代以上

空间单元名称。
徐汇区的典型公园包括徐家汇公园、徐汇滨江绿

地、漕溪公园、漕河泾开发区公园、康健园、华泾公园、汇
龙园、番禺绿地、襄阳公园、桂林公园、东安公园、田林中

心绿地、康健绿苑、嘉川路小游园等。 唯一一处城市公

园，即上海植物园，由于尚未免费开放，不列入本研究讨

论的范畴。 公园绿地分布空间范围及面积、居住用地分

布及面积来源于《徐汇区总体规划评估深化（２０１４）》中
土地使用现状图、地形图与遥感识别，并进行了现场调

研核对。 徐汇区内地区、社区、口袋公园分布现状如表

１ 所示，其中地区公园面积比例最大，但社区公园数量

最多；口袋公园面积比例仅占 ３．５５％，但数量仅次于社

区公园。 图 １ 显示了徐汇区各级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

及其不同服务半径的覆盖范围。

表 １　 各级公园绿地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ｏｆ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类别 Ｔｙｐｅ 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ｍ２ 面积比例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地区公园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ａｒｋ １５ １３４０５６０ ５８．８２％

社区公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ｋ １１１ ８５７６９０ ３７．６３％

口袋公园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ａｒｋ ７１ ８０８３８ ３．５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７ ２２７９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总常住人口、老年人口（６０ 岁及以上）、青少年儿童人口（１７ 岁及以下）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居委会为人口统计单元。 徐汇区人口分布呈现出“北密南疏、内高外低”格局（图 ３）。 受产业用地分布的

影响，龙华街道、虹梅路街道、华泾镇等地区居住人口较少；东北部常住人口密度较大，主要是由于枫林路和斜

土路街道以居住用地为主（图 ４）。
基于年龄的人口比例分析来看，湖南路街道、斜土路街道、枫林路街道、龙华街道老年人口比例略高于全

区比例均值（３０．８％），天平路街道、长桥街道、康健新村街道、徐家汇街道、漕河泾街道的青少年儿童人口结构

略高于全区比例均值（１２．０％），因此有必要差异化讨论和关注两类人群空间分布特征对于公园绿地供需关系

的影响。
１．３　 研究方法

基于唐子来等人所提出的在社会公平理念下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方法［４，１９］，本研究提出基于社

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研究框架（图 ５）。 该框架以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服务绩效评价为核

心，通过空间布局特征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双方联系起来，以六个指标来衡量城市公园绿地在空间

配置上的地域平等、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
首先，基于地域平等的空间配置供需关系分析评价包括两个指标，即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Ｃｏ ）与绿地

游憩机会指数（ Ｒｅ ），主要衡量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均好性。 这主要建立在可达性评价的基础上［２２］，即居

住用地能否方便地步行到达各级公园。 可达性指从源地克服各种阻力到达目的地的相对或绝对难易程

度［２３］，评价方法包括范围分析法如缓冲区分析法、网络分析法，以及考虑距离、时间、费用等成本的最小临近

距离法、费用加权距离法、引力势能分析法等［２４⁃２５］。 本研究采用缓冲区分析法，以直线距离代替居民实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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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居住用地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走距离，并以本文 ２．１ 中提及的各个等级公园服务范围

作为最大承受距离的阈值标准，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依
靠少量数据即可实现。 根据《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５６３—２０１０），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Ｃｏ ）的计

算方法如公式（１）所示。 参考周聪惠等人提出的公园

绿地布局的空间关联量化模型［２６］，绿地游憩机会指数（
Ｒｅ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２）所示。 其中， Ｃｏ 表征由居住

用地到达任一处公园绿地的可达性情况，其计算公

式为：

Ｃｏ ＝
ＡＲＣ

ＡＲ

× １００％ （１）

其中， ＡＲＣ ＝ ∑ ａ１ ＋ ａ２ ＋ … ＋ ａｎ( ) － Ａｐ

ａ 为被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ｎ
为空间单元内有效被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

地地块数， Ａｐ 为公园服务半径覆盖重叠部分的居住区

用地面积。 ＡＲＣ 为空间单元中各级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

盖的居住用地总面积， ＡＲ 居住用地总面积。
绿地游憩机会指数（ Ｒｅ ）进一步反映空间单元中

居住用地在服务半径范围内可到达的公园绿地的数量

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Ｒｅ ＝
ＡＲＥ

ＡＲ

× １００％ （２）

其中， ＡＲＥ ＝ ∑ ａ１ ＋ ａ２ ＋ … ＋ ａｎ

图 ４　 基于人口密度分级的居住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 为被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ｎ 为空间单元内有效被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

地地块数。 ＡＲＥ 为空间单元中各级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所有居住用地总面积并且重叠部分也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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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研究框架：反映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六个指标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ｉｘ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Ｒ 为居住用地总面积。
其次，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借鉴区位熵的方法［４，１９］，研究以总常住人口数量表征整体服务需求，测度公

园绿地资源的服务与总常住人口的空间匹配情况，包括两个指标，即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ｇ ）与人均绿地服务

区位熵（ ＬＱｓ ）。 如果一个空间单元的 ＬＱｇ 大于 １，表明该空间单元内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高于研究区域内

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反之，表明该空间单元内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低于研究区域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

平。 ＬＱｇ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ｇ ＝
Ｔｄｇ ／ Ｐｄ

Ｔｑｇ ／ Ｐｑ
（３）

其中， Ｔｄｇ 为空间单元内各级公园绿地总面积， Ｐｄ 为空间单元内总常住人口； Ｔｑｇ 为研究区域内各级公园绿地

面积， Ｐｑ 为研究区域总常住人口。
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ｓ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ｓ ＝
Ｔｄｓ ／ Ｐｄ

Ｔｑｓ ／ Ｐｑ
（４）

其中， Ｔｄｓ 为空间单元内的居住用地在有效服务半径范围内可到达的若干公园绿地的面积之和， Ｐｄ 为空间单

元内的总常住人口； Ｔｑｓ 为研究区域内的居住用地在有效服务半径范围内可到达的公园绿地的面积之和， Ｐｑ

为研究区域内的总常住人口。
最后，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研究选取对公园绿地使用需求最强烈并对游憩使用的健康性、舒适性等最敏

感的老年人、青少年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２７⁃２８］，分析其获取公园绿地服务的公平性情况。 借鉴区位熵的方

法［４，１９］，研究提出的两个指标包括基于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ｗ ）与基于老年 ／青少年

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ｚ ）。 如果一个空间单元的 ＬＱｗ 大于 １，表明该空间单元内老年 ／青少年

儿童人均享有公园绿地资源水平高于研究区域内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均享有公园绿地资源水平，反之亦然。
ＬＱｗ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ｗ ＝
Ｔｄｇ ／ Ｐｄｗ

Ｔｑｇ ／ Ｐｑｗ
（５）

其中， Ｔｄｇ 为空间单元内各级公园绿地面积之和， Ｐｄｗ 为空间单元内的老年人口数或者青少年人口数； Ｔｑｇ 为研

究区域内各级公园绿地面积之和， Ｐｑｗ 为研究区域内的老年人口总数或者青少年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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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老年、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ｚ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ｚ ＝
Ｔｄｓ ／ Ｐｄｗ

Ｔｑｓ ／ Ｐｑｗ
（６）

其中， Ｔｄｓ 为空间单元内的居住用地在服务半径范围内可到达的公园绿地的面积之和， Ｐｄｗ 为空间单元内的老

年人口数或者青少年人口数； Ｔｑｓ 为研究区域内的居住用地在服务半径范围内可到达的公园绿地的面积之和，
Ｐｑｗ 为研究区域内的老年人口总数或者青少年人口总数。

２　 结果

２．１　 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与绿地游憩机会指数

从地域平等角度看，地区公园的绿地服务半径总覆盖率（ Ｃｏ ）为 ９８％，除了天平路街道覆盖率为 ８２％、湖

南路街道为 ９７％，其余均为 １００％；绿地游憩机会指数（ Ｒｅ ）全区均值为 ３．３。 虽同为全覆盖，指标 Ｒｅ 则有所差

异，例如华泾镇滨江绿地数量更多、分布密集，为居住用地提供了更多游憩机会选择。 社区公园的绿地服务半

径总覆盖率为 ７９％，其中仅长桥街道⁃ ２、华泾镇⁃ ２ 为 １００％；绿地游憩机会指数全区均值为 ２．０，呈现北高南低

趋势，其中田林路街道、康健新村街道服务半径覆盖率中等偏下（＜７９％），但是游憩机会指数较高（＞１．５）。 口

袋公园的绿地服务半径总覆盖率仅为 ３８％，地区、社区公园资源较为缺乏的天平路街道、湖南路街道口袋公

园覆盖率与游憩机会指数较高。
各级公园绿地服务半径的整体覆盖率为 ９８％，具体覆盖率情况与地区公园相同。 叠加得到公园绿地的

绿地游憩机会指数，呈现自北向南递增趋势，湖南路、天平路街道最低（＜２．２７），华泾镇⁃ １、华泾镇⁃ ２ 最高（＞７．
０９）（图 ６）。

图 ６　 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与绿地游憩机会指数评价

Ｆｉｇ．６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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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人均绿地区位熵与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各级公园绿地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ｇ ）呈现出人均公园绿地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图 ７（ａ））。 地区公园

层面上，湖南路街道、天平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２、枫林路街道、长桥街道⁃ １、凌云路街道实际拥有量为 ０，而虹

梅路街道、华泾镇⁃ ２ 区位熵较高（＞４．９８）。 社区公园层面上，天平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２、枫林路街道较低（＜
０．３３），华泾镇⁃ １、华泾镇⁃ ２ 较高（＞４．７５）。 口袋公园层面上，枫林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１、华泾镇⁃ ２ 实际拥有

量为 ０，而虹梅路街道、漕河泾街道、龙华街道、长桥街道⁃ １ 较高（＞２．１１）。 综合各类绿地情况可得，湖南路街

道、天平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２、枫林路街道区位熵较高（＜０．３４），华泾镇⁃ １、华泾镇⁃ ２ 区位熵较高（＞３．４６）。
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ｇ ）与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ｓ ）的结果大抵相近但存在差异（图 ７）。 指标 ＬＱｇ 表

达的是空间单元内各类公园绿地资源的实际拥有量，若该指标偏低，可以通过增加周边有效服务范围内绿地，
来提高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ｓ ）；这也意味着在城市绿地空间配置中，破碎度、聚集度等景观格局指数不

仅影响诸如生物多样性等支持性生态系统服务，也影响绿地实际提供的游憩机会和社会服务水平；并且二者

可能存在冲突。 就地区公园而言，斜土路街道⁃ ２、长桥街道⁃ ２ 实际拥有地区公园为 ０，但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分别为 ０．５４、３．６５，而长桥街道⁃ １、田林街道、漕河泾街道绿地区位熵小于 １、低于全区水平，但人均绿地服务区

位熵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就社区公园而言，长桥街道⁃ １ 人均绿地区位熵低于全区水平、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口袋公园方面，斜土路街道⁃ ２、枫林路街道实际拥有量为 ０，但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分

别为 ０．４６、０．２７，天平路街道人均绿地区位熵低于全区水平但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公

园绿地综合来看结果基本相近，但斜土路街道⁃ ２ 尽管绿地区位熵为 ２．６ 而人均服务区位熵略低于平均水平；
长桥街道⁃ １、长桥街道⁃ ２ 绿地区位熵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但绿地服务区位熵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图 ７　 人均绿地区位熵与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分析

Ｆｉｇ．７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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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基于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

基于社会正义理念，对老年、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供需匹配情况进一步讨论。 如图 ８ 所示，社区公园层面

上，湖南路街道老年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但青少年儿童的区位熵略高于平均水平，说明

青少年儿童的需求已得到较好满足；长桥街道⁃ ２ 老年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但青少年区

位熵略低，应在增加社区公园数量的同时优先关注其青少年儿童人口的绿地需求。 公园绿地总体层面上结果

相近，漕河泾街道老年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但青少年区位熵略低，同样应予以重点

关注。

图 ８　 基于老年、青少年儿童人口人均绿地区位熵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　 基于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与总常住人口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ｓ ，详见文 ２．２）总

体分布趋势也一致但略有不同（图 ９）。 社区公园层面上，长桥街道⁃１ 老年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高于全

区平均水平，但青少年区位熵略低，应在优化社区公园布局、提升服务可达性时优先关注青少年儿童需求。 在

口袋公园层面，天平路街道⁃ ２ 总常住人口、老年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但青少年区

位熵略低，同样应予以重点关注。 公园绿地总体层面上结果相仿，但斜土路街道⁃ ２ 的青少年儿童人口人均绿

地服务区位熵、凌云路街道的老年、青少年区位熵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相比其总居住人口区位熵略高，说明其

老年人、青少年儿童需求偏低；长桥街道⁃ １、康健新村街道总常住人口、老年人口的绿地区位熵高于全区评价

水平，但青少年儿童区位熵略低，应在优化公园绿地布局时优先考虑青少年儿童需求。

３　 讨论及优化建议

根据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２］以及 Ｆｉｓｈｅｒ 等人的研究［３］，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属于典型的使用者相关型（ ｕ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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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基于老年、青少年儿童人口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Ｆｉｇ．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２］、且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地与消费地处在同一区域［３］，这意味着要通过需求者所处的位置、
需求量多少等信息来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进行分析［２９］，也要求切实地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地、消费地及其

特定的消费组成特征等因素［３０⁃３１］。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例如在巴黎建成环境中发现的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

济状况不匹配的问题［３２］，或在社区绿地与建筑密度关联性研究方面发现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不平等的状

况［３３］，本研究侧重于从社会维度的视角分析评价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问题，特别关注作为供给方的城市

公园绿地，与其所在同一区域的居住人口（需求方）之间空间布局的供需关系，提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研究框架，从“地域平等”、“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三个层次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空

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本研究的成果从生态实践的角度，将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以

及 Ｆｉｓｈｅｒ 等人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理论研究应用在指导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上，从而推进了该理论的

实践创新。
基于以上供需分析，对几种供需匹配水平典型情况的空间单元进行简单讨论。 １）处于衡复历史风貌区

的湖南路街道、天平路街道以及枫林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２ 等空间单元都是位于上海内环以内的高密度住

区，公园绿地供给较少、但高密度人口导致社会需求水平较高，因此这些空间单元的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层面

的绿地游憩机会指数、基于总常住人口、老年人口、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都处于较低水平。
但湖南路、天平路街道的口袋公园的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绿地游憩机会指数较高，居民日常游憩使用机会较

高。 在高密度历史城区的新增绿地立地困难情境下，应进一步挖掘口袋公园的发展潜力，在数量与布局上改

善居民享绿水平。 ２）位于外环以外的华泾镇仍处在发展阶段、人口密度较低、具有较丰富的生态腹地，因此

其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层面的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与绿地游憩机会指数、各项区位熵指标均较高，但是口袋公

园不足，缺少布局合理、小尺度的日常使用人性空间，应随着发展进程根据居住用地与人口空间分布特征，重
点加强口袋公园资源建设与优化布局。 ３）凌云路街道、长桥路街道等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绿地分布与人

口密度中等，重点提高基于青少年儿童人口的绿地及绿地服务区位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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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级绿地分析结果来看，口袋公园供给缺口明显是普遍存在的紧迫问题。 鉴于高密度城区新增绿地选

址困难、社会游憩需求复合的特点，首要提升口袋公园的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布局优化策略例如：１）甄选部

分社区公园兼具口袋公园的邻里游憩功能，缩小盲区范围，要求所选社区公园要保证高频率日常邻里使用的

活动场地、游憩设施；２）对盲区中居住用地的附属绿地进行甄别，符合小游园条件者可暂缓；３）针对没有小游

园的居住区，现阶段通过周边其他公共服务地块的附属绿地开放来补充口袋公园功能，充分结合存量更新、改
善慢行空间环境，重点关注“文体绿结合”、“商绿结合”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居民日常游憩机会与不同人群的

日常使用需求。
纵观三层次分析结果，各项指标反映的供需水平匹配情况结果呈现出共性但各有侧重、层层递进：１）“地

域平等”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是当前城市公园绿地规划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与“城市大规模增量发展”模
式与目标相匹配，而绿地游憩机会指数评价能进一步反映居住用地游憩机会选择度的高层次需求；２）在“社
会公平”层面上，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分析相比人均绿地区位熵更符合现实使用情况，城市存量更新阶段在

空间单元内部绿地资源数量提升困境下应统筹考虑周边有效服务范围内的绿地进行布局优化，也更符合使用

者就近可达的基本需求；３）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则体现出“以人为本”精准定位到弱势群体。 另外，
在不同阶段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的供需分析模型进行评估与指导，在新建城区发展初期应重点基于资源禀赋

进行“供需平衡”的生态空间布局，而以存量更新为导向的高密度历史城区更应侧重于“以需定供”，充分考虑

社会需求现状进行布局优化。

４　 结论

从社会维度的视角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效用，必然涉及供需双方。 在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过

程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会潜在地影响社会效益享用的平等与有效性，是具有显著空间属性的社会资

源。 本研究同时关注城市公园绿地与居住人口（使用者）的空间布局特征，基于三个层次社会影响分析城市

公园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旨在揭示各级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的影响，及其与

居住用地、人口结构等所反映出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空间匹配状况。 总体来说，徐汇区城市公园绿地存在供需

空间不匹配状况，尤其是口袋公园层面存在较大缺口；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Ｃｏ ）与绿地游憩机会指数（ Ｒｅ ）
的结果表明，徐汇区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均好性较高，地域平等性较好；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ｇ ）与人均

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ｓ ）两个指标的结果表明，徐汇区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还有待提高，社会公平性不足；
进一步地在社会正义层面，基于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口的人均绿地区位熵（ ＬＱｗ ）与基于老年 ／青少年儿童人

口的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ＬＱｚ ）的结果显示，过去进行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决策时并没有特别关注对公

园绿地使用需求最强烈并对游憩使用的健康性、舒适性等最敏感的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因此各个空间单元差

距较大，且这两类使用人群密度较高的空间单元在这两个指标上往往低于平均水平，社会正义性亟待提高。
研究提出的供需关系分析框架可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如从需求端入手进一步考察低收入群体、流动人口

等弱势群体的绿地使用需求，在供给方面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使用者调研对影响游憩使用的其他供给特征如游

憩服务质量、游憩承载力等进一步分析，并可将社会维度的研究拓展到文化、经济等多重社会视角。 但从“地
域平等”、“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正是高密度城区绿色生态空间的高效复合、精细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文章提出的基于社会影响的供需分析方法为实现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社会效益均衡、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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