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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Redevelopment Urba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k 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Zhangcun River Area in Qingdao
ZHAO Wei, DUAN Jin, ZOU Wenting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model of urban development that fully embodies the con‐

cepts of sustainability, the "park city" approach is faced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development during period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s. It also

invites new requirements and values for urban design practices guided by its prin‐

ciples. Using the Zhangcun River Area in Qingdao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inte‐

grates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with re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conno‐

t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Emphasizing ec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redevelopment urban design

methods across macro to micro scales and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aim to shed light on the application of "park city" concept in local develop‐

ment initiatives.

Keywords: park city; redevelopment area; urban design; ecological empowerment; lo‐

cality

随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这一体现生态文明时

代城市发展建设的新范式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同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

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这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城市的生动表达，

更指明了我国当前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转型期城市发展的新路径。

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示范区”，近年来在理论创新和规划实践探索

方面充分发挥着先行先试的领头羊作用。同时全国多个地区如深圳、杭州、青岛、淄博

等，近年也纷纷开展了相关规划助力公园城市建设。从阶段和类型上看，此类规划更侧

“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存量型城
市设计方法

——以青岛张村河片区为例

赵 薇 段 进 邹闻婷

提 要 “公园城市”作为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在城市

转型期主要面临的是存量背景下的规划

与实践，也对以此为导向特征的城市设

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作用价值。以

青岛张村河片区为例，率先在青岛将公

园城市建设与新时期城市发展存量挖潜、

内涵提升进行结合，重点凸显生态赋能

和地方特色，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

维度探索在“公园城市”视角下存量型

城市设计方法的应用，以期为“公园城

市”建设的推广应用和在地发展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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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总体阶段或者全域层面公园城市体

系构建及行动计划，较少直接涉及城市

设计策略和方法与公园城市建设的结合。

城市设计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

空间场所的重要理念与方法[1]，“在城镇

化转型背景下借助城市设计在空间结构

优化、历史文脉传承、功能活动组织、

风貌特色引导等方面的特长，达成空间

环境品质治理能力的提升”[2]，也是对公

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结

合段进院士团队2023年在青岛张村河片

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中的项目实践，探

讨在“公园城市”视角下主要针对存量

片区开发的城市设计方法的具体运用。

1 公园城市理念及在存量发展阶

段的应用

1.1 公园城市的定义及内涵

公园城市作为生态文明时代全面体

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是

“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

相融的复合系统，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

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新时代可持续发

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3]。
以往的“花园城市”“园林城市”

“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

各种概念，是不同阶段对“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城建模式的探索和积累，也

在不同方面体现了人工要素和自然环境

的融合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公

园城市”，则并非简单的字面表述变化，

相较于常规意义上以生态为导向的城市

实践，公园城市更加强调生态价值转化、

城市公平共享和民生福祉提升[4]。其“一

公三生”的内涵本质，即“公共底板上

的生态、生活和生产”[3]，更是生动描绘

了基于公共内容的前提性和核心性下，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大美城市形态。

同时，公园城市聚焦三大建设思路

的转变即从“产—城—人”到“人—

城—产”，从“城市中建公园”到“公园

中建城市”、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

造”[3]，则从发展逻辑、城园关系、生态

价值转化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目标方

向，更适应当前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

并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性。

1.2 公园城市建设与存量发展的互动

机制

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城市发展

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变为存量发展，更

聚焦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韧性

城市空间等深层内涵，这与公园城市建

设的核心逻辑是如出一辙的。如果说从

增量扩张过渡到存量提质增效是解决从

“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那么公

园城市建设就是体现城市价值重塑“如

何好”的新思路。

公园城市虽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

前沿性规划理念，但基于目前的城市发

展阶段，在白纸作画情况下理想化地开

展公园城市建设的机会非常有限。大多

数时候，公园城市的实践必须考虑基于

复杂、混合的存量空间展开，比如低效

工业仓储区、低效商业区、老旧社区及

城中村、衰败的城市滨水空间、历史文

化保护区、待更新的公园广场、城市剩

余空间等等。因此公园城市建设可以耦

合城市更新运动，明确共同的目标导向、

路径方法、实施方式，从而在公园形态

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的具体过程中，视

存量空间转型为公园城市建设的战略机

遇，将公园城市战略作为存量空间的统

筹框架，将存量空间作为公园城市战略

的实施工具[5]。
关于存量空间资源的利用，无论是

拆除重建、整建维修还是改变功能，都

与未来的城市形态、功能混合情况和城

市特色紧密关联[6]。因此，在存量阶段进

行公园城市建设，自上而下首先要立足

全局视角，在城市层面按照公园城市战

略整合并优化各项资源要素，建立整体

空间框架及生态格局，在共识性的发展

目标和行动计划下，确定其中存量空间

资源利用的方向、作用、时序，形成延

续的特色传导。自下而上则针对不断发

展变化的城市生活与环境，把存量空间

视为会生长的全生命过程、规划设计发

展的过程，在自然过程的演进和城市生

活的逐步介入下，成为公园化转型的

“空间发生器”[5]，并通过微观设计手法

反向修正和优化整体结构特色，最终在

宏观和微观的互馈与互惠中激活生态价

值的持续转化，实现“人、城、境、业”

的和谐统一。

1.3 公园城市视角下存量型城市设计的

路径思考

2021年《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

南》的发布，不仅明确了城市设计是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肯定了其

在以人为本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和作

用，也进一步诠释了新时期存量发展背

景中城市设计在内涵、方法、体系上的

变化。

增量时期的城市设计更关注空间扩

张下的物质形态塑造及展现，往往呈现

愿景式的蓝图特点。当前，传统以形态

控制为主导的增量型城市设计已无法解

决存量地区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空间

博弈问题[7]。与之相比，存量型城市设计

则更聚焦于中微观尺度下的精细化与动

态化的设计、管控、实施、运营，以实

现公共价值优先及人居环境的内涵品质

提升，正如陈沧杰等[8]提出的存量型城市

设计从以往偏好“宏大场景”塑造转向

关注“平民叙事”的日常生活空间改善。

切换至公园城市的战略视角，如果能聚

焦存量空间的公园化转型这一整体思路，

通过不同层面的城市设计手法，对城市

空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设计赋能，逐

步以点带线、以线成面地促进公园形态

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最终塑造展现

生态文明时代的另一种“宏大场景”，即

在“公园中建城市”“整个城市是一个大

公园”，这无疑体现了存量发展实践在统

一目标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生命

力和时代精神，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

动态化的长期过程。并且自下而上的城

市设计是通过不断动态调整城市设计成

果，适时反映人民需求，以商讨代替僵

化的管制[9]。
因此，以公园城市建设为目标开展

的存量型城市设计，不应局限于套用传

统城市空间的设计手法，笔者认为需重

点关注以下几点。

1.3.1 落实以“公园城市”为发展方向

的全局统筹谋划，中微观回应与支撑顶

层设计，助力树立城市品牌形象

每个城市特有的“山水林田湖草”

基底是实现公园城市建设的基础。比如

成都的环城生态公园，在城市快速扩张

的增量时代，即通过划定生态区构筑生

态安全格局、生态立法保护生态区等方

式率先构筑了生态空间格局，在进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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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质的公园城市建设时期，能迅速以

此为媒介，环外连山接水融田，环内城

园相融地构筑起全域公园城市体系，进

而为中微观层面进一步塑造公园城市形

态提供了价值导向、系统研究和一以贯

之的空间载体（图 1）。又如深圳的“山

海连城”行动计划，通过连通“一脊一

带二十廊”生态骨架，推动“山、海、

城、园”有机融合，这不仅体现了公园

城市建设理念在深圳的在地化发展，也

是对下一层面高密度城市空间与自然生

态环境如何嵌合共生，实现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的重要指导。

1.3.2 探索通过绿色生态价值的彰显与

转化解决复杂现实问题，推动新旧共生，

进而提升城市综合价值的路径

在各地城市更新的行动中，突出绿

色生态价值的彰显与转化，不仅是更加

精细的存量空间治理方式，更是对人居

环境品质的有效提升。比如：在老旧社

区中，挖掘绿色潜力空间打造口袋公园、

特色街巷，引入公共活动和休闲载体；

在低效商业区及工业厂区的改造中，结

合业态植入丰富的公共景观、互动景观、

艺术装置，增加公园美学体验；利用高

架桥下剩余空间，打造体育公园、儿童

乐园、艺术空间、公服场所；对污水处

理厂、变电站等邻避设施进行科普公园

化改造，变城市“痛点”为“亮点”。因

此，存量片区的城市设计应助力公园城

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的耦合推进，实现盘

活闲置低效空间，变剩余空间为“金角

银边”的共同发力。

1.3.3 重视人本体验、城市精神塑造及

地方文脉传承，以“公园+”空间经营思

路，差异化组合公园城市样板，并引导

主客共享

存量背景下公园城市建设的方向，

并非复制式的公园数量增长或单纯的公

园绿化品质提升，而是通过对人文、历

史、自然景观资源的挖掘、创新、转化，

以“公园+”空间经营的方式，形成高识

别与展示度、功能高度融合、极富特色

的新经济场景，实现“一地一策”或

“一类一策”，这均需要有针对性的、精

细化的设计支撑。比如：南京金陵 style
浪漫中心，在原本常规的滨湖公园中，

按“显山、露水、透绿”的设计理念置

入12栋小而精的独栋景观建筑和艺术化

业态，通过自然生活与艺术体验的融合，

形成以“浪漫”为核心的文旅项目；杭

州的小河公园，通过京杭大运河边油库

工业遗存的保护、展示和复合利用，成

为集水陆交通、文化体验、游览休闲于

一体的文化地标公园，也是杭州城市更

新的典型案例；前身是骆岗机场的合肥

骆岗公园，在保留了机场跑道及原有遗

留建筑的基础上，用生态化的手法将交

通枢纽变为融合多元休闲及消费场景的

城市中央超级生态枢纽；成都交子大道

的改造升级，则充分利用了约50 m宽的

沿街绿带与建筑退距空间，植入商业盒

子，结合交子之环景观桥、天府双塔等

地标建构筑物，形成融合新消费、新场

景，并承接城市庆典的公园式街道。以

上的实践案例，均以其独特性和标识性，

不仅成为所在城市的新地标和打卡点，

也是满足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的民生福祉

场所，实现了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美

好期许。

1.3.4 以城市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变性，

动态响应及落实公园城市建设思路下的

新价值导向和精细化治理要求

城市设计作为技术方法的优势在于

其灵活性，能够“因地制宜”地根据不

同需求、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空

间环境品质提升。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

设计思维强调将人工之美有机嵌入自然

原真之美，这不仅与公园城市的价值观

相一致，在实际运用中，更可以同步公

园城市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公园城市指数、

技术标准体系等，运用最新的绿色城市

设计手法及智慧化发展的新技术，确保

始终处于公园城市建设的前沿探索与实

践，并反馈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同时

发挥城市设计的适变性，协调各利益主

体、融合多专业协作，探讨新开发模式，

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前置考虑空间动态

发展和弹性预留，结合公园城市建设与

运营过程中的问题伴随式地优化与修正。

2 青岛张村河片区城市设计的实

践探索

2.1 项目背景

张村河片区位于青岛市东岸城区几

图1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建设到全域公园城市体系
Fig.1 From Chengdu Ring Ecological Park construction to a comprehensive park city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及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建设方案的图片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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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心位置、崂山区西北部，是一片三

面环山的狭长河谷地区，在青岛国土空

间规划中以科技创新与服务为主导发展

方向，与南侧毗邻的金家岭金融区共同

构成东部城市主中心。见图2。
近年来，伴随着株洲路两侧工业区

的产业升级及张村河两岸城中村的搬迁，

腾让出土地约 1万亩（1亩=667 m2），成

为主城区规模最大的存量片区及新时期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焦点。为了集思广益，

崂山区政府于2023年开展了张村河片区

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本次城市设计作为

应征方案之一，在秉承“一优三高”发

展理念的基础上，应对城市化发展的转

型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尝试有别于传统

技术路径，结合片区的生态基底和景观

资源，以“公园城市”视角为出发点，

展开践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实践探索，

以期为公园城市建设的在地推广应用提

供思路。

2.2 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导向的总体

发展思路转变

青岛作为一座知名的海滨城市，其

城市规划与建设体现出明显的“向海性”

特征，并形成“山海岛城湾”城市空间

特色。相较而言，在崂山西麓缓缓探出

的低丘河谷中，李村河、张村河沿线则

逐步经历了从村落到市镇，更加趋向于

内生、自由的发展与成长。

城市设计首先识别了张村河片区的

地块价值，关注到河谷片区良好的生态

基底和景观资源是其构筑空间特质、环

境品质的基础。回溯基地的城市化进程，

一直以来呈株洲路沿线发展产业，张村

河沿线分布城中村，各自为政的空间格

局。整体空间环境的构建、核心功能的

完善、山与河的生态价值基本没有得到

体现。先期的数版城市设计方案，因缺

乏区域层面的整体研究，更趋向于增量

时代的城市发展观，强调自给自足式、

强中心、大尺度、现代风貌的高密度簇

群空间，并未对生态文明时代的整体空

间观给出一个更好的回应。

因此，本次城市设计带着“生态文

明时代河谷后发之地如何体现城市价值

新担当”的思考，以“公园城市”的价

值取向为着力点，认为首先应聚焦四大

发展思路的转变。

2.2.1 发展使命的转变

从“自身视角”到“城市视角”。利

用后发优势形成青岛城建史上以河谷元

素为核心的新范式。充分发挥张村河片

区在大山水格局中“几何中心”的作用，

以一个融合了科创、家园、生趣的山水

中庭，构建生态及公共锚点，联动周边

河谷发展，进而成为青岛东部城区“南

提北进”到“海河一体融合发展”的核

心抓手，促进全域统筹、综合平衡。

2.2.2 发展逻辑的转变

从“产—城—人”到“人—城—

产”。针对目前张村河片区产业先行的现

状，明确“城市的核心是人”的价值取

向，以吸引人才为导向进行设计与开发，

关注空间品质、人居环境、不同人群的

个性化需求。

2.2.3 发展载体的转变

从“功能导向”到“生态价值导

向”。改变功能或产业导向下的空间格局

塑造模式，借助城市更新的契机，从河

谷地区的生态修复及生态价值转化入手，

打造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空间场景和

公园经济示范区，以环境品质构筑张村

河片区的核心竞争力。

2.2.4 发展内涵的转变

从“西方化、现代化”到“本土味、

在地化”。较之青岛滨海沿线中西合璧及

现代国际化的城市风貌，生态文明时代

下张村河片区的转型发展应从挖掘自身

内涵出发，抓住其基于青岛河谷空间所

特有的生态、人文、聚落等地方特质，

将在地化与现代化发展创新结合，成为

富有地域文脉特色和本土人居美学的新

价值空间。

2.3 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导向的城市

设计策略

在总体思路以“公园城市”建设为

导向进行转变的基础上，城市设计提出

了“科创、家园、生趣荟萃的山水中庭，

蓝脉、绿脉、文脉共生的河谷公园”的

定位愿景，并从宏观到微观，重点思量

场地的存量特性和规划的落地性，展开

不同维度及层级的城市设计策略探讨。

2.3.1 城市层面：构建通山达海连河的

山水中庭完整生境，完善青岛公园城市

建设整体格局

城市设计中通过对生态环境演变的

分析，关注到张村河片区在城市快速拓

图2 张村河片区区位及总体空间概念图
Fig.2 Location of Zhangcun River Area and an overall spatial concept map

资料来源：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2023)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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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下生境被逐步侵蚀、生态空间萎缩、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同时结合相关

学者研究，发现基地受到崂山区“双雨

岛效应”中次雨岛的影响[10]，汛期和暴

雨时更容易出现积水内涝现象。

为了完善生态效益辐射及构建整体

生态格局，城市设计中首先依托汇水分

析，提取沟通山麓与河道的雨溪生态空

间，结合存量空间因地制宜地恢复部分

历史雨溪脉络，形成河谷低地“大海

绵”，便于雨洪调蓄，从容应对洪涝灾

害；在此基础上结合现状景观组分、土

地分类数据和地形数据的分析，进一步

识别潜力生态廊道，叠合形成片区生境

网络，形成有利于本地动植物生长、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进而在城

市层面构建通山达海连河的生态锚点和

绿色公共空间体系，实现有利于生态联

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山水中庭式完

整生境，并填补青岛公园城市建设规划

关于构建“湾、山、廊、带、点等要素

环湾凝聚的大美公园城市格局”[11]中河

谷元素的空白（图 2）。同时在整个东部

城区结合山、海、河等景观要素及历史、

人文、旅游资源，策划“上山下海、悠

游河谷”的citywalk路线，在区域层面提

升山海河谷资源的感知度和体验性，促

进人文与自然、城市与生态多维关系的

整合与优化。

2.3.2 片区层面：传承河谷人居智慧，

公园形态与聚落组团融合共生、弹性

成长

青岛自建制以来，百年历史变迁和

城市规划的强推动造就了其特殊的城市

形态，呈现与海洋的紧密联系及多元融

合的中西文化特色。在城市化进程中相

对滞后的崂山西麓河谷，相较于跌宕起

伏的山地，“枝状”山溪性河流两侧的缓

坡台地因交通相对便利、地势平缓、接

近水源、易于建设与耕作，成为本土传

统聚落的选址及营建之处。本次规划基

地张村河谷即沿着蜿蜒的张村河两岸顺

势分布着18个村庄，背山面水，呈集中

式团块状布局，“七张村，八下庄，离流

落落韩格庄” 这句百年谚语即形象地反

映了这一地区的村落分布和地域特征。

公园城市作为探索“自然—城市—

人”和谐的城市发展理念，同样致力于

中国特色文化作用于人居环境建设领域

的创新[4]。本次城市设计以此为出发点，

并结合段进院士团队长久以来在“空间

基因”[12-14]方法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即

通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长

期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

模式，去探讨规划从普适性到在地性的

方向性转变。

设计中结合对地域环境的研判，总

结了青岛“山谷河涧孕育本土台地聚落”

的人居逻辑，识别提取了“缓坡台地、

聚落组团”的河谷人居空间基因，并解

析评价形成“聚落布局：台地择址、崇

敬自然；整体形态：紧凑团块、布局规

整；内部环境：尺度宜人、适应气候；

建筑布局：南北院落、顺应地势；道路

格局：街巷顺直、通达河岸；社会交往：

村落邻里、河滩大集”等特征因子。进

而延续上述河谷台地聚落格局特征，以

打造河谷人居新范式为方向，将一个个

灵活聚落组团嵌合于生境脉络和公园中，

不追求连绵聚合、强簇群的大手笔整体

效果，更强调在生态基底及山水风景中

的组群特性和风貌特色。组团外融于自

然环境并能便捷通达河岸及山边，组团

内部空间组织规整与灵动结合，功能复

合，体现本土味道并满足现代交往的需

求，并可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

通过城市空间要素的统一化塑造来营造

社群化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各组团

在其不同主导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存量优

化及增量拓展，并发挥其小开发单元的

灵活性优势，既可以尝试运用 POD、
EOD、TOD等多种开发模式，也可以根

据发展形势、政策变化及未来各种创新

发展要求，弹性地优化业态及建设时序。

见图3。
2.3.3 系统构建：以蓝脉、绿脉、文脉

共生的河谷公园，交互融合城市功能与

感知体验

传统的城市公园往往与城市功能区

有较为明确的绿色边界，与之互动性与

渗透性较弱，本身功能较单一以生态休

闲为主。公园城市则更强调绿色生态空

间的复合功能，更突出城市绿地系统和

公园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协调[15]，
因此公园与城市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融合

发展是必然路径。

本次城市设计以张村河为核心塑造

蓝脉、绿脉、文脉共生的河谷公园，从

常规的“公园带+城市功能带”到构建

“指状公园综合体”，公园不再是具有清

晰边界的绿色空间，而是与城市肌理、

功能深度融合、互动，尤其是以整体公

园体系作为前置要素，激活产业、生活、

文化、生趣的同步发展，真正实现在

“公园中建城市”的全景体验。见图4。
（1）河谷公园与产业的耦合

以河谷公园体系链接株洲路沿线已

建、待建的产业园区与滨河处的人才社

区，为人才提供优质的环境、高品质的

生活；于邻公园处谋划“可见”“可现”

“可感”的产业展示、参与窗口；结合河

谷公园增设创新驱动平台，并以科创互

动为核心构建公园经济消费场景；将公

园美学及地域文化融入全功能创新空间，

最大化地激发创新人才的灵感与潜力。

（2）河谷公园与生活的耦合

以河谷公园体系组织 15 min创新交

往圈+社交邻里圈，并通过新增和织补特

色生活街巷、强化地块内部绿地与公园

体系的连接，实现河谷公园在地块层面

的绿色蔓延，达到生活亲自然、休闲无

边界，在公园里工作与生活的幸福体验；

结合河谷公园提升绿色出行吸引力，推

广“轨道+慢行”模式，实现10 min到河

边，20 min入山野的“出行享低碳，山

水便捷游”目标。

（3）河谷公园与文化的耦合

以河谷公园体系彰显片区“聚落、

山水、花荟、科技”等文化特色，以绿

道串联现状历史及文化资源、以公园为

载体容纳待建及新增文化设施、结合公

园提供文化艺术服务，并预留特色节庆、

文化大事件场所等方式，构建地方文化

传承及多元文化互鉴于一体的文化风景

体系，助力创造具有乡愁记忆和人文精

神的城市环境。

（4）河谷公园与生趣的耦合

结合河谷公园，打造 38 km风景道

链接38个公园的休闲游憩网络，秉承向

自然学习的低影响景观营造方式，打造

人与生物的共同家园；践行POD导向开

发理念，按景区目的地标准打造科苑纬

一路至合肥路之间的河谷公园核心区，

构建“生态美学+消费场景+公共艺术氛

围”高度融合与展现的新经济场景精华

段，重点打造主客共享的风景道系统、

曲湾特质下移步换景的高探索性景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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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合地形和生境的多元化景观场所

（花中谷、园中湾、水中岛、台上院、滩

上集、地标塔）、建筑与风景深度融合的

天际线，真正形成“景区化、景观化、

可进入、可参与”的公园城市特色空间。

2.3.4 场景营造：以生态价值彰显转化

为目标，用绿色城市设计手法打造“公

园+”场景

在具体的重点空间设计中，秉承

“公园+”场景营造的思路，深入挖潜张

村河沿线各段存量空间的特色、内涵、

文化底蕴，以存量空间的生态化、公园

化转型为着手点，将人工之美有机嵌入

自然原真之美，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机制，

精雕细刻、因地制宜地塑造城市美学，

并以人文关怀增加场景温度。见图4。
在东段狭长山谷中，结合地形地貌

和规划水库，依托周围高校、科研资源，

将科学家聚落与能激发创意灵感、开放

共享的水库灵感公园融合设置；在原枯

桃村片区，结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的枯桃村传说及花荟产业基础，以桃花

为特色，构筑张村河畔风景中桃花下的

花艺公园与枯桃人才社区，并打造“镜

中花”特色地标。

中段在聚焦产城融合的同时，综合

考虑张村河沿岸空间整体的经济、文化、

艺术价值，重点塑造城市形象品牌。比

如：东侧依托现状张村地铁站建设公园

式TOD核心，在宏观层面结合周边产业

功能、景观资源形成通山达海的公园化

创新服务基地；考虑到周边均为常规型

住宅，结合“城市微度假”“自然疗愈”

等热点，在滨河处将运动公园、疗愈公

园、大集公园、水生公园与特色社区聚

落融合布置，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混

社群，推动社区景区一体化发展；最中

心地段结合科苑经七路地铁站，打造融

合新消费公园、艺术公园、绿色商务公

园的创享中心，是张村河谷全时全能的

超级公园聚合体，也是未来的旗舰功能

空间和夜间经济核心载体；西侧凸岸处

融合湿地景观，打造科学湾岛与科学探

索公园，作为科技创新大众化的感知场

所和游憩乐园。

西段因已建和待建区较多，更多关

注张村河沿线景观塑造、功能植入和风

貌提升，挖掘剩余空间的城市价值将其

变为“金角银边”，以营造更加精致的城

图3 河谷人居空间基因的识别提取、解析评价、传承运用
Fig.3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genes

in river valley living space
资料来源：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片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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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品质。例如：以湿地公园、立体绿化

优化高架桥下灰色空间，生态赋能张村

河谷的西门户形象展示；结合邻避设施

净水厂打造净化科普公园，并延伸拓展

成为产业园区的交往休闲公园。

3 结语

“公园城市”理念自在成都提出后，

更多城市也逐步开展了规划、政策及实

践的探索，作为“从增量到存量”城市

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城市设计通过灵活

地运用设计思维辨识、统筹、优化空间

特征及要素，可以在不同层面贯彻性地

为公园城市的建设尤其是空间特色塑造

提供支撑，并应对存量空间环境下的各

种复杂问题进行精细化设计、引导及管

控。本次城市设计以青岛主城区的张村

河片区为例，率先在青岛将公园城市建

设与新时期城市发展存量挖潜、内涵提

升进行结合，重点凸显生态赋能和地方

特色，并从宏观到微观渐进式地阐述如

何融入及完善区域生态空间格局，如何

结合在地性实现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的

融合，如何构建绿色生态空间与城市功

能和感知体验的复合，如何因地制宜进

行“公园+”场景的营造，以期为同类型

存量片区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并助

力公园城市建设在不同城市的应用推广

与实践探索。

感谢鲍宇廷、杨庆、田娜、巫义、

陈冰红、杨明远、毛尚香、薛少清等在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片区城市设计方案

征集中的辛勤付出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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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河谷公园与城市功能的耦合
Fig.4 The integration of valley parks and urban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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