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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landscape design industry has brought a lot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concept of low-cost of landscape 
design, this paper summarized low-cost of landscape design’s influence factors, its design prin-
ciples, and its realization methods. Besides, it listed the main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today’s 
low-cost landscape design, and made a prospect of th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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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城市化的背景下，景观设计行业迎来了大量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低成本景观设计的产生

背景、概念，总结了低成本景观设计的影响因素、设计原则、实现途径，罗列了当今社会背景低成本景

观设计主要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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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景观设计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然而在逐步扩大城市面积，不

断建设楼盘、公园、市政道路等一系列建设活动的过程中，景观设计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诸多

的挑战。 
一是城市化带来的机遇。随着全国各个城市版图的扩张，新城建设、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

各城市为申请园林城市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下，市场需求量大、建设资金充足，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设计

项目，在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极佳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其中无论是以万科第

五园为代表的新中式景观，还是土人景观等各设计单位的生态景观设计项目，都成为了我国景观设计发

展中的优秀典范。然而现实中却并不只有优秀的案例，随着行业需求的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

养层次不齐，也导致过渡设计、资源浪费、养护管理难等问题，往往导致后期景观效果不，或养护管理

困难等问题。低成本景观设计则从构思阶段、设计阶段、施工和养护管理阶段，全生命周期地倡导了，

在保证景观效果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景观成本，以实现景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环境资源的稀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态问题、资源浪费等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行各

业的关注，同时也制约着景观设计的发展。我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人均

土地占有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9%，人均草地、林地占有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2%、26% [1]。同

时还面临着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水土流失、物种多样性锐减、地下水位逐年下降……诸多严峻的环境

和资源的考验。园林景观的建设和养护，不仅需要消耗土地、水、植物等物质资源，也需要消耗人力资

源。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土地资源极为宝贵，过度设计往往导致资源浪费、建设和维护成本高，

降低园林景观的综合收益；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物质和技术条件的约束，往往对景观建成后的养护管

理能力较低，从而导致养护管理不到位、后期景观效果差，进而导致缩短景观寿命。低成本景观设计提

出以模式化、易获得的材料进行建设；规范、简化的工艺进行施工，可从建设阶段直至养护阶段杜绝对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景观成本。 
三是社会资源优化的需求。与早期高投入高产出的设计模式不同，随着国内各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

集约型社会的建立、以及地产“白银时代”的到来，景观设计不得不探索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政府投资高达 250 亿元人民币[2]，在完成会址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改善城

市环境，促进城市旅游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城市知名度等一系列连带效益。这种高投入换来高

产出的发展模式，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高额的建设

费用、养护管理费用对广大中小型城市并不适用，也限制了园林行业的发展。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就要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低成本景观设计从养护管理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管理模式作为参考，通过

结合人工管理和网络管理，以应对人力成本逐渐增加、人为经验判断误差大、信息反馈滞后等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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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构建职业化、模块化的团队，增加人工工作效率、提高养护管理组织建设规模，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

集约化的景观建设。 
综合以上背景，传统的景观设计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需求，需要广大从业者在实践中探索

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模式。低成本景观设计概念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2. 低成本设计及其相关概念 

国内外关于低成本景观设计体系均尚未完善，但既往的研究和实践为该理论的发展和建立提供了宝

贵经验。 

2.1. 相关领域理论基础 

2.1.1. 生态景观设计 
生态景观设计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至 1969 年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其以

尊重场地自然环境的生态规划理论，开辟了生态设计的新格局。继其后涌现出一大批生态设计项目，从

规划设计到景观设计，旧城改造到庭院内的雨水花园，无一不在以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认为干扰，减少对

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时至今日，《设计结合自然》仍然是兼具理论和实践指导

意义的经典之作。 

2.1.2. 可持续景观设计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由联合国在 1987 年发布的《致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中提出，倡导当代

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不要过渡消耗资源导致后代人发展受到制约。而可持续景观设计，则倡导在

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充分利用环境的再生能力进行最少的设计，以及尝试如

何恢复已经遭受损坏的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3]。 

2.1.3. 节约型景观设计 
节约型景观设计，在要求降低建设对资源消耗的同时，追求实现最大的综合效益，不仅要求达到良

好的景观效果，也要求对场地所处的自然环境达到最低干扰，满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较之于低成

本景观设计，节约型景观设计更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其战略着眼点更加长远[4]。 

2.2.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概念 

低成本景观设计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均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其是在近十年的建设工作中，逐

步形成的业内观点，并在广大的实践环节中得到探索和运用。国外的相关报道，主要以对庭院花园的维

护管理为例，分享一些具备借鉴意义的建设经验；国内报道较早的见于 2008 年的《景观设计》杂志地

27 期，其以“低成本风景园林”为主题，号召广大设计工作者不要追求繁复的形式和材质，以低成本的

景观设计挑战高品质的景观效果[5]。完全背离设计目的，仅仅单纯地追求低成本毫无意义，通过现实的

手法在达到原有景观效果的前提下，满足低成本设计的要求、实现景观综合效益最大化，才是低成本景

观设计的重点。与节约型景观设计不同，低成本景观设计的着眼点是项目定位的用户群体，在设计的重

点部位允许存在大树移植、水景工程等不够生态的设计手法[6]。 

3. 国内外研究概述 

3.1.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影响因素 

作为不同于以往的景观设计理念，低成本景观设计倡导在全生命周期内，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它将

不仅仅是在设计规划阶段，乃至施工工艺、养护管理上，在保证预期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实现低成本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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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3.1.1. 定位是否准确 
对于项目的定位将直接影响到景观设计成本的控制，精确的项目定位，有助于设计师对使用对象、

设计风格、材料及工艺样式的把握，能够从各个环节上指导低成本设计工作的展开。在充足的前期调研

基础上，准确把握用户群体，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景观设计，避免设计产品和市场脱轨，导致景观效果

不佳、后期改造维护成本高等委托。以居住区景观设计为例，廉租房小区和别墅小区相比，前者更应考

虑公共使用空间的安排，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场所，不适宜安排大喷泉、古树名木移栽等高成本、高维

护的景观节点；而后者则应更注重整体环境品质的营造，在重要节点可以接受适当的水景等不够低成本

的设计做法。 

3.1.2. 是否因地制宜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倡导造园者要会“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即因地制宜。不少案例在原有地

形上进行简要梳理，筑山理水，形成了丰富的园林景观空间。其中主要涉及到的是园林工程中的土方工

程。尤以公园设计为例，在 90 年代追求国外大草坪、大广场的风气下，不少场地被抹去了原有的特性，

同时也增加了土方工程的造价，甚至造成部分方案竖向设计不合理等问题[7]。设计者是否能在综合平面

布局、高差关系、等方面做到因地制宜，将对低成本景观的实现程度产生较大影响。 

3.1.3. 选材用材是否科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园林市场上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如何进行选材和用材，也

对景观设计成本的控制形成直接影响。不同于传统市场，各类景观项目在越来越多地追求自身的特点乃

至卖点。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私人项目的涌现，对设计者能否表现项目主人的喜好、品味等方面也有了更

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各类样式新颖但造价高昂的景观材料涌现出来。 
但低成本并不意味着低品质。在《可持续景观技术》一书中，介绍了日本一项关于街道造价成本与

环境质提高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市民体现出高敏感度的变化，主要是关于景观元素的色彩、形式和材

料上，而非对道路进行的铺装、路灯更换、绿化栽植等提高造价的方式。因此，提高景观设计的效果，

材料造价成本的高低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设计者是否具备合理地、有创造性地景观设计，才是主要因素。

并且，造价高昂的景观材料虽然在某些细节方面可能优于普通材料，但其通常产地单一，有的甚至是舶

来品，如果发生损耗需要更换，则会增加养护的难度和成本[8]。而市面上广泛流通的材料可得性较高，

不会降低养护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从景观维护效果和使用寿命上来说，更易取得较高的综合效益。 

3.2.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实现途径 

3.2.1. 设计阶段 
• 植物 

伴随园艺行业和景观市场的发展，可供选择和使用的园林植物种类日益丰富。在诸多的实践中也出

现了盲目跟风如：建设大草坪、高价建绿[9]等现象，造成了生态效益低下、植物缺少持续生长的空间而

降低景观效果等问题。因此，在选择园林要素植物时，应做到 1) 适地适树，避免大树移植；或者选用价

格低廉但抗性强的乡土树种。一方面降低造价成本，另一方面易于存活、后期管理简单，可以降低养护

管理成本。2) 生态多样性。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是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考虑多种植物相互配合，构建

具备当地特色的植物群落，不仅可以形成良好的植物景观，更可以提高群落的稳定性。3) 重点突出。低

成本景观设计并不意味着为了控制成本，而舍弃景观效果。因此，在充分分析设计场地的前提下，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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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景观节点处，可以允许适当引用适应性好的外来引种植物，达到预期的景观效果。同时大树移植等设

计方法应当慎用，可以考虑用 2 至 3 株稍小规格的乔木紧密种植，预留一段生长恢复的时间，以达到同

样的景观效果，即易于存活又经济高效。 
• 水景 

水景通常是景观设计中最为活泼的元素，能够有效提高景观效果的品质，但也是造价较高的元素。

影响到水景成本的主要因素有 3 方面：水景深度、水景形式和面积大小。在水资源相对匮乏且地形变化

较小的场地，运用大规模跌水势必增加造价成本，且对资源、施工技术的要求也相对加高。这类地区宜

以点状水景为主，在水资源充沛的地方则可以考虑点、面结合的方式。部分项目可以结合自身条件，考

虑引入雨水花园等时令景观，即丰富了场地的景观效果，又能够低耗高效地实现景观生态设计。 
• 硬质景观 

硬质景观对造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铺装面积和面材的选取上。因地制宜合理进行规划、避免追求

气派而进行大面积铺装，是有效控制成本的方法之一。另外，在用材的选取上，部分铺装材料差异细微

但价格出入甚远。例如 1 m2的黄锈石和黄金麻价格相差近 5 倍；中国黑和黑金沙相差 3 倍有余[10]。低

成本设计的难点在于利用有限的造价挑战实现高品质的景观，而实现高品质景观的重要途径是对设计主

题的体现和诠释，而非对高级或者进口材料的依赖。法本自然，通过自然材料、简洁的人工材料和精简

的施工样式，营造高品位的空间环境，才是对设计师专业能力的体现，绝非奢华材料的反复堆砌。选用

本土元素、自然元素不仅造价低廉，且运输和维护成本低。对于一些较小的园路、游步道等，可以考虑

碎砂碎石铺地，不仅经济成本低、施工便捷，同时雨水下渗效果好，生态效益高。 
• 小品、照明及附属设施 

通常来说，各类景观小品、附属设施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使用功能的需求，尤其是指示牌、垃圾桶、

座椅、灯具等[11]。采用乡土材料制造的小品、设施用具，在实现低成本的同时，还具备其他优点。首先

是能满足景观的融合性，易于唤起使用者的认同感；其次，为实现高品质景观效果，可以通过对乡土材

料进行工艺加工，通过不同的色彩、质感提升景观品质；此外，对于获得性很高的乡土材料进模式化生

产，便于施工和后期维护更换[12]。能够从较长的生命周期中实现经济高效的设计原则。 

3.2.2. 施工建造阶段 
施工建造阶段对成本控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合理的施工组织计划实现。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编制

的施工组织计划，可以有效地将人工、材料、机械三方面灵活有机地组织起来，在有限的场地和资源内，

高效展开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材料在搬运、建造中对各种资源产生的损耗。除此之外，不断升级

的施工工艺也是有效控制成本的方法，通过规范高效的施工建设，降低单位生产时间，从而控制建设成

本。这不仅对现场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也对购买的材料是否是标准化生产、建造对象是否能采

用更为便捷的施工工艺也有要求。 

3.2.3. 养护管理阶段 
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在这一阶段实现低成本养护管理，对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低成本景观设计有重要意义。如何在较低消耗的前提下，完成日常养护工作，并且保证足够品质的

景观效果成为了这部分的核心任务。而投入使用阶段的景观项目，最大的消耗主要有两方面：人工成本，

水资源成本[13]。 
• 人工成本 

由于大部分设计中包含着人工景观的成分，对植物需要定期进行修剪养护，设施小品需要随使用情

况进行更换修补，因此对人工成本的依赖性较高。控制仍人工成本的主要方式有三个。第一，是及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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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即将到来的气象灾害、已经出现爆发征兆的病虫害，在灾害发生前进行防护治疗，其投入的成本

要大大低于事后修补需要的费用，并且经过效果也较好。第二，是组建富有工作经验的养护管理团队。

现在国内尚未出现较大的专职景观养护管理团队，地产项目的景观建设完成后多交由物业进行维护管理；

中小型城市的绿化养护管理更为混乱，多聘请临时散工进行除草、造型等等，其缺点是工作效率参差不

一，景观效果也得不到保障，返工补工现象常有发生。而专业养护的团队则可具备较高的工作效率，团

队内部的配合方式也可形成模式化，不同工种的人才机相互配合，一是分工明确效率高，景观效果有保

障，二是员工容易进行系统化培训，养护班组也易于组建，对公司的成长也有较高经济价值。第三，是

实现人工管理和网络管理的结合。与前两者通过提高人工工作效率来控制成本不同，网络管理的加入可

以直接减少项目对人工成本的依赖。从宏观来说，可以实现以较少的人力投入管理更多的景观项目，解

放生产力；从微观来说，网络管理更为及时、精确，有助于对养护资源的分配控制，在保证景观效果的

同时也能控制投入成本。 
• 水资源成本 

园林植物的生长状态直接决定了景观效果的优劣，而水在植物养护中是不可或缺也是最为常用的资

源。在设计阶段的供水系统设计、雨水花园设计、中水利用设计，均可有效节省水资源的消耗。而养护

管理阶段，则更多地依赖于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在降雨前及时蓄水存水，旱季进行灌溉时，避免采用

喷灌、漫灌等传统灌溉方式，而采用滴灌，适当施用保水剂、土壤改良剂等常见园林产品，均为有效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的途径。 

4. 结论与讨论 

4.1. 低成本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 

4.1.1. 未能保证景观品质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核心应当是保证满足使用功能需求的、具备良好景观效果的园林作品。而现实情

况中，不少实践项目未能良好把握控制成本的度，片面地对“低成本景观”进行解读，未能掌握高效的

理念，一味追求低成本而非舍本逐末，势必将阻碍低成本景观设计的发展，也阻碍了园林设计行业由传

统“高投入高产出”模式向低碳节能、绿色高效、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 

4.1.2. 概念炒作、浮于口号 
景观效果常常是评价一个项目好坏的重要指标，因此对营造更高质量的作品一直是业内人士的不断

追求。然而近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凡是绿化建设都冠以“生态”的名号，而未真正做到重视场

地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建设，也没有通过设计为场地内栖息的昆虫、动物提供生境。除此之外，“人文景

观”、“乡土景观”、“节约型景观”的标签也流于形式。这些概念的出现本是为指导景观设计行业往

新的方向发展，却成为许多破坏性建设行为的伪装。落到实处的低成本景观设计，需要有充分的理论知

识为基础，灵活运用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体系为支撑，才能够为景观设计开辟新的道路[14]。 

4.1.3. 技术支持不完善 
风景园林学科在我国到 2011 年才正式被列入一级学科，国内理论和实践研究背景也较国外落后，

这都成为了景观设计、乃至低成本景观设计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由于推广力度不足，低成本景观

设计所积累的技术经验也较为匮乏。例如，为实现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在景观建设中的利用，可

能会造成初期投入成本过高，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未必能实现低成本的目的。而这一具备环保理念

的设计方法，是否能大量投入实践运用，也取决于能源领域的发展状况。再如废弃材料在景观建设中

的运用，国外实践已较多，但国内由于养护管理技术不够成熟，导致后期景观质量下降、维护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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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设成本高等问题，这也阻碍了这一理念的推行。因此，技术方面的挑战仍是低成本景观设计需要

面对的重大挑战。 

4.2.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研究展望 

低成本景观设计本身倡导的设计理念和方式，与国家号召的“低碳节约型”社会发展趋势一致[15]。
随着生态、能源、材料、景观设计、园艺养护与管理等各行业的发展，以逐渐出现的及跨领域项目实践，

使得低成本景观设计的实现难度逐渐降低，可操作性越来越高，且较之于传统意义的生态设计、节约型

设计，低成本景观设计更注重整体景观效果的营建，倡导低耗高效的设计途径，是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

趋势。并且，不可背离其作为景观设计必须满足的功能合理、具有优质的景观效果和特色这一基础。要

真正实现低成本景观设计，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项目以总结经验和不足，还需要同时促进施工工艺、养

护管理体系、从业人员的素养的提高，以及通过独具风貌的景观效果逐步扭转景观市场上的奢靡之风，

才能在景观设计之路开辟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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