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林业概述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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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城市林业在城市

建设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地域范围与层次的角度介绍了城市林业的基本

概念和内涵，并比较了城市林业与传统林业、现代园林在属性、经营管理和功能方面的差别。借助已有的研究数据和成

果，阐述了城市林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现代城市林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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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急速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给城市、区域发

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

大破坏和潜在危机。!4*. 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有 2
亿，!4+* 年增加到 !4(+ 亿，!44. 年为 #!(2 亿。世界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4.. 年为 !&(/W，!4#* 年

为 #!X，!4/. 年为 &5(#X，!4+. 年为 5#(#X，澳大利

亚目前有超过 +*X的人生活在大城市中Y!Z。目前世

界上有 *.X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 #.#* 年世

界城市人口将从 !44* 年的 #5 亿猛增到 *. 亿，将

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X。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

化 进 程 也 十 分 迅 速 ， 城 市 化 水 平 从 !44. 年 的

!+(4/X提高到 #... 年的 &/(!X，预计到 #.!. 年及

#! 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 5*X和 /*XY#Z。另一方面，

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也出现了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势头。在没有强有力的控制条件下，城市

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生态退化 Y&Z，最具代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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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破碎化、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等。

在探索改善城市环境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树

木或森林在维护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人类生存空间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纪 #" 年代初，美国政府的

一项调查报告率先提出“城市森林”的说法，随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教授首先使用“城市

林业”一词，并开设了城市森林的课程。随着全球特

别是欧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林业发展很快，并渐渐成为林业与城市发展研

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经过 +" 多年的建立、巩固和发

展，城市林业已成为现代林业的重要分支，越来越

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城市林业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林业的认识、研究和实践也

日愈受到关注和重视。迄今，我国在城市林业的产

生与发展、内涵与外延、方向与效益、范围与体系、

实践与规划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阐述，并

得到逐步完善。本文就城市林业的概念与内涵、城

市林业与传统林业、现代园林的差异等研究动态进

行了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城市林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和前景。

-..概念与内涵

!"!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较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由 $%&’()*()
提出的“城市林业并非仅指城市树木或森林的管

理，更应指受城市居民活动影响以及资源土地利用

的整个地区的林地管理”/+0，强调城市林业所包含的

自然属性和主体对象。随后，123*%)/40提出“城市林

业是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生长的以乔木灌木为主

体的绿色植物总称”，侧重的也是其自然属性，即将

自然生长的绿色植物作为城市林业的研究对象。

多数学者认为城市林业概念应该兼有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手

册》将城市林业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

业化分支，是对树木和森林进行培育和管理，为城

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发挥作用

的一种高尚事业”，其经营管理目标是美观、安全和

效率，着眼于城市林业自然属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功

能/#0。类似地，美国林学家协会于 -56! 年成立了一

个城市林业工作组，该学术团体将城市林业定义为

“林业的一个专门分支，是一门研究潜在的自然、社

会和经济福利学的城市学，其目标是栽培和管理对

城市社会的生态和经济具有实际和潜在效益的树

木，任务是综合设计城市树木和相关植物以及培训

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范围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动

物栖息地、户外娱乐场所、园林设计、地表污水再循

环、树木管理和木质纤维的生产等”/60，该定义既强

调了城市林业的自然属性，如林木栽培与管理，又

强调了其社会属性，即娱乐与生产等。1(78*/,0认为

“城市林业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及其附近树木和森林

资源管理的一门艺术和科学技术，使树木能为社会

提供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美学效益”，该定义

突出了城市林业的社会经济福利，其社会属性更加

明显。9&(:/50从功能目标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简短定

义，认为“城市林业是使树木能与城市环境和谐共

存，并发挥其改善环境功能的必要的经营管理的一

门学科”，;&<37(:/-"0则从景观的角度提出了城市林

业是致力于探讨与城市土地利用和满足城市其它

需要相关的城市景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价

值，涉及的问题包括城市绿色带和森林遗迹的管

理，野生生物生境的规划，高效能景观、水保护和火

安全景观的设计、城市森林景观的持续发展以及相

关的政策、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等。可见，城市林业

具有的社会属性开始越来越突出，强调人为活动在

林业设计、规划与管理中的作用。

我国学者在定义城市林业时，也充分考虑了其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陈美高和黄奕炳/--0提出，所谓

城市生态林业是指根据森林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充

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在促进林地产出的同时为城

市生存和发展创造最佳状态的环境林业。孙冰等/-!0

认为城市林业是通过系统工程措施改善城市生态

系统的能流和物流传递，发挥城市树木和其它绿色

植物的社会、生态和公共卫生价值，营造安全、美

观、效率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文化的理性运行，提

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蒋有绪/-=0将其定义为改善

城市环境（为净化城市环境污染、减少风沙、阻滞尘

埃、缓解热岛效益、提高大气质量等）、美化城市风

景、增加身心享受、舒缓心理压力，全面服务于城市

生活质量，主要强调其社会功能。类似的定义还有

王木林 /-+0的“城市林业是建设和经营、利用城市森

林生态系统的行业，它是城市 > 社会经济 > 自然复

合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生物组分，具有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稳定生态功能的子系统，即城市林业生态系

统”。刘森茂/-40认为“城市林业是城市内及周围的树

木和相关植物的栽培和管理，是城市居民生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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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需要，它是森林引入城市，让城市坐落在森林

中，充分协调人类与森林的关系”。而李吉跃、常金

宝!"#$则从广义的角度定义“城市林业是研究林木与

城市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人与空间环境、社会及商

业环境、政治与法律环境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

设计与合理培植、管理林木及其它植物，改善城市

环境，繁荣城市经济，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门

学科”。

我们认为不论何种定义，有一点是相通的，即

城市林业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不可缺少的，相关的定义都力求从不同侧面表现出

城市林业是为城市服务的宗旨，承认它在城市生态

环境建设及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因而将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的大

系统中去。由于其涉及到包括环境的、经济的以及

社会的各方面因素，城市林业作为城市生态环境中

最具活力、最有潜力的发展要素，必然成为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林业多

功能（生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的充分发挥和资

源利用，体现城市林业的典型性、示范性、生态性和

功能服务性等特点。

!"# 地域范围与层次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林业的范畴或地域范围仍

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认为，城市林业并非仅指对城市树木的管理，而是

对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整个地区的树木的管

理，这个地区包括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

憩、娱乐的场所，也包括行政上区划属于城市范围

的区域!,$。由于城市林业是以城市森林的可持续生

产为目的，不仅仅是单一的环境美学，它包括土壤

修复、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直接、间接的回报 !"-$，因

此有学者提出城市林业通常应包括受城市人口影

响的整个区域内的全部树木!.$。/’)0 和 1)*)2) 则从

学科的角度，提出城市林业是在城市规划、风景园

林、园艺、生态学等许多学科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

包括了对城市内及其周围所有的树木和相关植被

的综合设计、营造和管理!34$。这个论点大大丰富了城

市林业的内涵，促进城市林业的认识的进一步深

入。56782’+ 也认为将城市林业定义广一点有助于加

强城市林业与其它交叉学科领域的联系，以减少不

同管理部门对城市林业管理看法上的分歧 !3.$，明确

提出城市林业范围包括城市近郊、城市中心和城市

远郊所有的森林树木。此外，有些学者还从游览时

间上给城市林业划定范围!9:$。例如，美国学者提出乘

小汽车从市内出发，当天到达并能返回范围内的游

览地都属于城市林业的范围!93$。我国学者则从林学

的角度，提出城市林业是指生长在人工环境中的城

市植被，它分为公园、园艺式生境和森林生境 !99$，其

总的概念应包括城市公园、花园、植物园、动物园、

街道树、水旁树、庭院绿化、郊区森林、国家森林公

园和旅游胜地!9;$，或包括风景林、道路河流两旁的防

护林、水源涵养林、经济林、公园绿地及自然保护区

等 !<=$。

关 于 城 市 林 业 的 层 次 目 前 普 遍 认 为 应 包 括 ：

（"）远郊部分，其主要作用是为城市提供生态屏障，

同时可以结合林业生产，可以和同郊区县市区域联

在一起；（<）近郊部分，包括各种网、带、片、点的防

护林、风景林、经济林，可以形成以游憩、休闲、森林

旅游为主的产业化体系；（>）市区部分，以城市绿

地为主，辅以小游园、小花园、绿径、绿岛等，主要功

能是绿化、美化、香化、净化环境。以福建三明市为

例!3:$，在其市区周围沙溪河两岸、东牙溪水库周围规

划了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约有 3?> 万 @A< 的林地，

其中城市景观林占 "=?>B，为城市提供森林景观和

游憩场所；在城市近郊规划了面积 = 万 @A< 的多功

能林，用于林、茶、果等开发性生产，满足城市居民

对林业多样性的需求；远郊约 = 万 @A< 的林地则作

为商品用材林基地，以高投入、高产出为目标营造

高标准、高质量的用材林基地，期望达到最佳的经

济效益，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见，城市

林业可以用环、网、带（市内带、过渡带、居民区带、

郊区带）、片（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古

迹林）和点（居民点公共绿地、机关、厂矿、学校庭

院绿化）等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从而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游憩场所和生产性收入。

<CC城市林业与传统林业、城市园林与

城市森林的比较

城市林业是现代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是城

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它

的宗旨是建造、经营、利用市区和郊区以树木为主

体的包括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

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包含公园、街头和单位绿地、垂

直绿 化 和 行 道 树 、疏 林 草 坪 、片 林 、林 带 、草 地 、水

域、花圃、果园、菜地农田等绿地，广泛参与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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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高效利用以及社会、自然的

协调发展和系统的自我调节。它与现代园林和传统

林业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

在涵盖范围方面，城市林业是从城市整体结构

和长远规划来考虑林业的结构和功能，不仅包括城

市内部各种类型的绿地，也包括城市周围城乡结合

的城市郊区林业，即以树木或森林为主体的绿色地

带。园林建筑的重点区域是在城市内部，传统林业

和乡村林业的范围一般在山区、丘陵和平原的林地

或可利用的林地，很少考虑城市的区域。

在功能方面，城市林业给城市提供潜在的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对环境总体的改

良、对城市居民娱乐和满足一般心理需求的美学价

值。可见，城市林业是社会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发展

的必然产物，其最终宗旨是稳定城市生态系统，协

调人类、森林与环境的关系，这与自然林和乡村森

林是完全不同的 !"#$。

在经营方面，传统林业主要是为了取得木材和

其他产品，兼有保持水土，改良气候和环境等生态

效益，经营利用要求森林生产力高，根据目的和资

源可利用程度，可以是集约经营也可以是粗放经

营。而城市林业绝大部分是人工植物群落，经营城

市林业主要是取得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城市等综合

效益，获得林产品是第二位的，不一定要高生产力，

但通常要求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城市林业

要求植物种类复杂多样，往往是一林多用，追求森

林的长期稳定性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持续性。

在生长环境方面，乡村树木或森林以生长在自

然环境中为主，受污染和人为干扰少，城市林业所

处的环境主要是人工环境或受人类干扰后的半自

然环境，存在局部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例如，热

岛效应可能改变通过土壤温度改变生物营养循环

和动植物生境，从而引起某些种类的迁移；环境污

染导致土壤中的盐、碱及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的

升高，电磁波、灯光、热辐射等对花草的生长发育和

植物群落的生命活动都有复杂的影响。

关于城市林业与传统林业、城市园林与城市森

林的简单对比见表 % 和表 "。

&’功能与效益

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及其发挥过程的探索。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将城

市林业的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

!"# 调节小气候和缓解城市能源危机

据资料表明，城市附近的森林能节约能源的消

耗，减少大气中库存的 ()*，使局部地区的气温降低

&!+"，最大可降低 %*"，提高相对湿度 &,!%*,，

甚至 &&,!*-$。据美国林业协会的估算，仅就树木的降

温增湿功能一项每年就为美国节约了约 *. 亿美元

的空调耗能，从而减少城市对化石能源的总体需

求。城市森林的节能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城市居民

住宅和办公场所空调的使用量来实现的!*/!&%$。澳大

利亚首都堪培拉的 0. 万棵树木每年节能产生的效

益高达 %+1 万美元!2*$。我国南京是长江沿岸著名的

“火炉”城市，%/0. 年以来在市区和近郊植树 2’0..
万株，使夏季平均温度由 2*3*"降到 */30"!&&$，可见

城市森林的生态效益是明显的。可见，森林在缓解

表 # 城市林业和传统林业比较$%&’

45678’%’498’:;<=5>?@;A’68BC88A’D>65A’E;>8@B>F’5AG’B>5G?B?;A57’E;>8@B>F

城市林业 H>65A’E;>8@B>F 传统林业 4>5G?B?;A57’E;>8@B>F

所处的位置 I;:57?BF 城市中心及其附近，距城市中心

%.!*.’J< 范围内

距城市很远，多数地处农村地区

主要功能 K5?A’EDA:B?;A@ 休闲和保护，林产品生产处于次要地位 以提供林产品或其它生物资源为主

与当地居民的冲突 (;AE7?:B@’C?B9’7;:57’>8@?G8AB@’ 比传统森林要多，其焦点是城市发展与

娱乐休闲之间的冲突比较激烈

也有冲突，但频率和紧张程度低

问题与压力 L>;678<@’5AG’=>8@@D>8@ 由于城市压力和社会需求的不同，其主

要问题不同于一般林业

其问题不带有城市的色彩，艺术美观和

休闲压力等不是主要问题

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498’>;78’?A’=;7?:F’<5J?AM 在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决策

都以此为基础

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其主要作用，被当

地居民干扰的程度很低

政策手段 L;7?:F’@B>5B8M?8@ 每公顷的货币投入高，公众的参与性高 每公顷货币投入低，公众的参与性不高

2-*’’’’’’’’’’’’’’’’’’’’’’’’’’’’’’’’’’’’’’’’’’’’’’’’’’’’’’’’’’’’’’’’’’’’’’’’’’’’’’’’’’’ 热 带 亚 热 带 植 物 学 报 第 %% 卷



城市“热岛效应”，调节温度、湿度和局部大气环流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为城市生态系统的

物质能量转化提供了动力。

!"# 缓解大气污染，提高环境质量

大气污染如 !"#、$"% 和 各 类 氮 氧 化 物（&%"、

&"、&"%） 的排放是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之一，城市热岛效应就是人类直接或间接活动导致

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的结果’()*。城市树木能明显

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在减少城市颗粒降沉污染物

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城市树木能有效吸

收 "- 和 !"/， 吸 收 率 分 别 达 到 #01 和 %21 ’3.*。

456789:;<’3=*测算了 =>>= 年 ?7@5AB; 市树木对 64=C
降尘的去除效果，大约为 %3)DEDAF=，折合经济效益为

GH% 百万元。随后，&;IAJ 等人’(K*计算了宾西法尼亚

市的树木每年能将大气质量提高 CLKM1，机会成本

达到 0D>CC 百万美元。树木通过叶面气孔进行气体

交换，直接吸收 ?"%、"3、&"N 等气态污染物，也可以

通过冠层拦截和阻挡大气粉尘，经雨水冲刷到地

面。城市化石燃料的燃烧和人群呼吸使城市大气中

的 ?"M 浓度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它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产生温室效应和导致气候环境变化、危害人类健

康。当 ?"M 浓度达到 CLC+O时人的呼吸将受到影

响，CL.1!CLP1时健康明显下降，31或以上的浓度

将引起窒息，甚至死亡。据估计，每公顷阔叶林在生

长季每年可吸收 0LCDED?"%D，释放 CLPDE 的 "3；每公顷

生长良好的草坪每年吸收 CL3QDED?"%
’3R*。城市森林植

被还能防止有毒气体的毒害。据南京园林处的测定

资料表明，当 !"M 随气流通过高 =+DS 宽 =+DSD的响

铃木林带时，浓度降低了 )PLP1；广州的测试结果表

明丛 林 可 使 该 市 某 化 工 厂 周 围 空 气 ?TM 浓 度 下 降

+>L=1；北京环保所的测算表明，RC!=CCDS 宽的果树

林使空气中 UV 的浓度比同样距离的空旷地减少了

//L/=W’3>*。

树木根系是吸收土壤和水体中重金属和有机

污染的另一重要途径。有研究表明 3DA 生旱柳林在

生长季节内对土壤 ?X 的吸收量是非 ?X 污染区的

=3C 倍 ，在 污 染 的 土 地 上 营 造 杨 树 林 ，+D A 生 杨

树林每年吸收 ?XD=L)+DJBD7SY% ’)C*。杂交杨（!"#$%$&
’()*+",--./&-& " -/’*)&&)0)）在环境修复与环境管理

中的贡献也有报道’)0*。

!"! 营造良好的环境

树木由于其形状、大小、颜色、季节变化在景观

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环境中最受人关注的活

要素。不同搭配的树木能为人们提供四季鲜明的景

观，使人心旷神怡。同时城市森林还能为城市居民

提供庇荫和休闲场所。在瑞士，每年有 RC1!>C1的

人至少要去森林中旅行一次’)%*。北美近来的研究表

明，人与自然环境的交流能增强人体的健康状况，

舒缓心理压力’)3*。自然植被对人形成健康的心理具

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城市森林中的古树能

表 # 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

ZA[T8DMDDZ78D5;S\A9@:;<D[8EI88<D5@E]DBA9X8<:DA<XD^9[A<_‘;98:E:

aD在文献［MK］的基础上修改而成LDZ7@:DEA[T8D@:DS;X@‘@8XD;<D[A:@:D;‘D98‘898<58D［MK］L

城市园林 ?@E]DBA9X8<: DDDDDDDDDDDDDD城市森林 b9[A<D‘;98:E:

目标 c;AT 侧重于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侧重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生物生境

属性 dEE9@[^E8 是理山、理水、理植物的艺术，注重美学

价值和内涵

广义地指城市区域内的生物群落，侧重对城市

环境的总体改良及功能的持续性

效益特点 e8<8‘@ED 追求社会、生态效益，以社会效益为主 兼具社会生态效益，以生态效益为主

景观性质 fA<X:5A\8DA:\85E 多数为人工景观 多数为自然或半自然景观

结构特点 !E9^5E^98 相对比较简单，规模较小 可以是单 一 的 ，也 可 以 是 复 杂 多 样 的 gD类 型 、规

模与土地利用、城市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

稳定性及管理强度

!EA[@T@E]DA<XDSA<AB8S8<ED@<E8<:@E]

不稳定，人工管理强度高 较稳定，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经济耗费 ?;:E 成本高，花费大 成本低，花费少

空间特征 !\AE@ATD‘8AE^98 以市区为主，向郊外发展 以市郊、县郊为主，向市区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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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恢复记忆，增强自信心!""#。

"$存在问题与展望

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在调节城市的生产生活和

生态服务功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十年

来，与城市林业相关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形成与发

展史、概念与内涵、性质与组成体系以及规划设计

与经营管理方面的探讨，而且多数停留在理论性和

描述性水平，缺乏实验设计和实证研究，对其功能

及这些功能的经济价值的评价资料十分有限，对城

市林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未找到解决的依

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未来城市林业研究

中亟待加强的一些问题。

!"# 加强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探索

城市森林景观类型、规模以及空间格局与土地

利用类型、城市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包括野生生

物生境的保护、水资源保护、火防护、多功能高效森

林景观等。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功能不完全相同，

发挥程度也有差异。此外，关于城市森林对环境的

影响效应仍然有争议和不确定性。城市树木、森林

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可能

带来负面影响，如树木中某些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浓

度的 %&’ 情况下参与光化学反应形成 &(，引起大气

污染，且反应过程受众多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过

去多数研究仍停留在规划、设计与格局配置等水

平，对城市森林的经济价值、多用途的评估，或某些

负面影响的研究缺乏尝试。因此，有必要确立合理

的研究方案、通过调查、实验观测和研究建立合理

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特定类型的城市森林所发挥

的特殊功能、功能发挥的程度。

!"$ 重视城市森林维持过程与机制的基础研究

和远离城市的乡村或山区森林相比，城市森林

面临前所未有的人为干扰和压力，具有相对不稳定

和脆弱性，如因土地利用导致自然森林景观的片段

化大大缩小了生境单元，打破了单元间的连接性和

延续性，其后果是极可能导致某些种群数量的大大

减少，甚至消失。此外，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导致

)&*、+&*、%&,-和其它有毒污染物浓度的增加，引起

环境质量的恶化，如土壤酸化、生物迁移和营养循

环的破坏，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系统稳定性

下降。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树木、森林生态系统与

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关联性研究，包括城市森林功

能维持的基本过程与机制、树木或生态系统抗干扰

能力和干扰后的自我恢复能力等，为城市森林生态

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持续发挥提供科学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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