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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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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Forestry：An Overview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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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urbanization，city problem has been 

becoming the focus in the social an d scientific communities． Urban  forestry therewith has received a growing 

concem due to its func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 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 d towns．In this paper， 

we start witll the basic concept an d contents of urban  forestry in terms of its natur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scopes 

an d levels， an d then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 ban  forestry an d traditional forestry， modern gardens in 

aspects of research fields，functions an d properties，aims an d levels of man agement．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an d 

results available， the role of urban  forestry an d its potentials in solving problems from ur ban ization are also 

demonstrated．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 d existent problems，we propose the opportunities an d challenges， 

an d future trends ofmodem urban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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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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 口有 7 

亿，1985年增加到 19．8亿，1990年为 21．7亿 。世界 

城市人 口占总人 口比例 ，1900年为 13．6％，1925年 

为 21％，1960年为 34．2％，1980年为 42．2％，澳大利 

亚 目前有超过 85％的人生活在大城市中[11。目前世 

界上有 50％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 2025年世 

界城市人口将从 1995年的 24亿猛增到 50亿，将 

占全世界总人 口的 6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 

化进 程 也十 分迅 速 ，城 市 化水 平 从 1990年 的 

1 8．96％提高到 2000年的 36．1％，预计到 2010年及 

21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 45％和 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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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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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 6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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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rgens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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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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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O世纪 

8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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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概念与内涵 

1．1 自然属性 和社 会属性 

较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由 Jorg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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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城市林业所包含的 

自然属性和主体对象。随后，Hudsont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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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类似地，美国林学家协会于 1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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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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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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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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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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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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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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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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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埘将其定义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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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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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经济 一自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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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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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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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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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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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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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rey和 Dene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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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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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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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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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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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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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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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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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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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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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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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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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万 hm2的林地， 

其中城市景观林占 14．3％，为城市提供森林景观和 

游憩场所；在城市近郊规划 了面积 4万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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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万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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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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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森林生态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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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表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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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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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使局部地区的气温降低 

3—5℃，最大可降低 12~C，提高相对湿度 3％-12％， 

甚至 33％口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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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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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万棵树木每年节能产生的效 

益高达 157万美元p习。我国南京是长江沿岸著名的 

“火炉”城市，1940年以来在市区和近郊植树 3 400 

万株，使夏季平均温度 由32．2℃降到 29．4℃03]，可见 

城市森林的生态效益是明显的。可见，森林在缓解 

表 l城 市林 业和传 统林 业 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forestry and traditional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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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 

Table 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ity gardens and urban  forests 

在文献 [27]的基础上修改而成．This table is modified on basis ofreferenc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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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缓解大气污染。提高环境质量 

大气污染如 SO：、CO2和各类氮氧化物 (N20、 

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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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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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例如城市树木能有效吸 

收 O，和 SO2，吸 收率 分 别 达 到 21％和 2O％ 。 

McPhersona 0算了 1 99 1年 Chicago市树木对 PM 1 0 

降尘的去除效果，大约为 234 t a～，折合经济效益为 

9．2百万元。随后，Nowak等人l 计算了宾西法尼亚 

市的树木每年能将大气质量提高 0．72％，机会成本 

达到 1 900百万美元。树木通过叶面气孔进行气体 

交换，直接吸收 CO：、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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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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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浓度达到 0．05％时人的呼吸将受 到影 

响，0．6％一0．7％时健康明显下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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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 CO：，释放 0．7 t的 O，；每公顷 

生长良好的草坪每年吸收 0．36 t CO21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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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随气流通过高 15 m宽 15 m 的响 

铃木林带时，浓度降低了 47．7％；广州的测试结果表 

明丛林可使该市某化工厂周围空气 Clz浓度下降 

59．1％；北京环保所的测算表明，80-100 m宽的果树 

林使空气中 HF的浓度 比同样距离的空旷地减少了 

22．21％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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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生旱柳林在 

生长季节 内对土壤 Cd的吸收量是非 Cd污染区的 

130倍 ，在 污 染 的土 地 上营 造 杨树 林 ，5 a生杨 

树林每年吸收 Cd 1．45 kghm～14o1。杂交杨 (Populus 

charkowiiensis×incrassata)在环境修复与环境管理 

中的贡献也有报道1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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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0％的 

人至少要去森林中旅行一次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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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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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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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恢复记忆，增强 自信 tl,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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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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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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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情况下参与光化学反应形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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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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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SO 、N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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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