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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袋公园的出现和兴起深受人们的青睐，随着城市更新的提出，国内也出现了建设口袋公园的热潮，但

由于口袋公园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理论研究，导致口袋公园的建设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得口袋公

园的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口袋公园现状进行分析，分析我国口袋公

园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和优化方案，以期对后续我国口袋公园的发展提供

可借鉴的建议。 
 
关键词 

城市更新，口袋公园，公共空间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Pocket Parks 
Based on Urban Renewal 

Ruixin Tan, Yan Cui*, Yiwen Sun, Kaiqiang M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Sep. 7th, 2023; accepted: Dec. 4th, 2023; published: Dec. 12th, 2023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rise of pocket parks are favored by people, with the proposal of urban renew-
al, there has also been a bo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cket parks in China, but because the speed 
of pocket park construction far exceeds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pocket parks 
lack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making pocket parks have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cket park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analyzes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pocket park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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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trategies and optimization schemes,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de-
velopment of pocket par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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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的总体空间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城市中存在着许

多未被充分利用的“失落空间”，如何发展和利用这些“失落空间”，激发城市新的活力，是当前城市

更新建设的重点。口袋公园的建设和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口袋公园又被称作袖珍公园，是指对城市中散落的“失落空间”进行建设和更新改造，其主要特点

为规模小，面积一般在 10,000 m2 以下，通常呈现为斑块状散落在城市中。口袋公园虽面积较小，但通过

建设基础设施，进行植物种植，能满足附近居民和游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

动场地[1]。 
“口袋公园”这个术语最初是在 1960 年代美国纽约出现的，当时美国面临城市扩张的问题，针对绿

地空间日益减少的情况，提出了“微型绿地”这个概念，从而有效的缓解了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佩雷公园”的建立标志着口袋公园这个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出现[2]，为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口袋公园以开放绿地的形式见缝插绿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城市更新的背景

下，我国口袋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 我国口袋公园发展现状 

在理论层面，国内关于口袋公园的研究起步比较晚，随着我国开始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口袋公

园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各个学者针对口袋公园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的增加和完善。 
1989 年，张春阳与郭恩章针对袖珍公园的分类和规划建设等若干问题提出了建议，2007 年，张文英

通过对西方国家口袋公园发展历史的研究，阐释了口袋公园的意义。2009 年，刘昱晓强调了口袋公园对

于我国城市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强调了我国建设口袋公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3]。2012 年，葛舒眉总结

了建设口袋公园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规划、设计、运作三个方面提出了合理的建议。2013 年，

李思博娜总结出了“三元论”，丰富了口袋公园的理论基础[4]。2014 年，崔津津归纳了口袋公园在设计

与应用上的不同之处，并提出了适合于“口袋公园”的设计思路。2015 年，王敏在五感设计的基础上，

结合对口袋公园的调查，提出五感叙述的“口袋公园”的概念。 
在建设层面上，口袋公园的建设通常由政府主导，因此虽然我国口袋公园数量不少但由于在建设过

程中缺少科学的选址和设计，使得许多口袋公园在建好后利用率较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我国大

多数口袋公园内容相似，缺乏新意和特征，基本以草坪、花岗石、大理石铺地为主，搭配植物进行设计，

没有体现出地域特色，不能激发出市民游玩的活力。我们应该将视线聚焦到小型的公共活动空间中，提

升口袋公园建设的品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交流，真正的体现出整个城市的生机和活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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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袋公园特征及设计原则 

3.1. 口袋公园特征 

(1) 面积较小 
口袋公园是由在城市中散落的“失落空间”发展起来的，往往处于高密度地区，因此其主要特征就

是占地面积小，一般在 400~8000 m2，在城市中口袋公园作为小的斑块，具有连通的作用，可以将其他绿

地进行有效的串联，形成绿色廊道，为鸟类和其它动物创造生活环境，丰富物种，改善生态和小气候，

使得人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得以平衡发展。 
(2) 选址灵活 
城市的剩余用地或废弃地往往会被选择建设口袋公园，采用“见缝插绿”的方式，因此口袋公园不

受场地的限制，形状也比较随意灵活，很少受到场地的制约。 
(3) 功能较为单一 
与公园、广场、社区公园等大型公园不同，口袋公园的功能相对单一，以服务周边的用户为主，通

常为周边居民或商业区人群，为其提供简单的交流活动空间，满足日常人们休闲活动的需求，由于场地

大小的限制，口袋公园也很难有大的娱乐和休闲功能。 
(4) 服务范围较小 
由于面积较小，口袋公园的服务半径一般为 500 m 左右，根据我国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

绿化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口袋公园的不断建设，完善城市的绿地系统，实现“300 m 见绿、500 m 见

园”的目标。 
(5) 使用率高 
为了方便居民的交通，口袋公园通常位于使用者的活动区域；虽然大公园的空间功能更加完备，但

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展，远离公园的居民只能通过特定的交通方式到达。受到交通、时间等因素的影响降

低了利用率。因此，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需求，口袋公园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它可以让人们

在步行、碎片化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6]。 

3.2. 口袋公园设计原则 

(1) 生态性原则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生态问题是首要问题，生态问题是传统的大型公园和口袋公园都无法避免的，

在口袋公园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生态问题运用生态学及其他有关理论，在保留原有生态资源、

降低对原生态环境的损害、尊重自然、提升生态效益的基础上，栽植本土树种，在尊重地方习俗的前提

下，利用低消耗、可持续雨水循环、太阳能发电等方式，创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景观意象，促进整体生

态系统的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得城市成为一个生态良好、充满活力并具有可持续性的场所[7]。 
(2) 整体性原则 
口袋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由于其呈斑块状散布在城市之中，因此具有连接各个城市空间的作用，

在设计口袋公园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口袋公园本身，而是应该注重在同一区域内的公园之间的连接性，

在功能上起到补充的作用，使得整个区域内的绿地形成一个整体。 
(3) 地域性原则 
不同的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景观资源条件和人文风俗习惯，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性景观，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比如中国南北文化和环境的不同，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差异等。不同区域之间也会相互学习相互

影响，在设计层面，应更注重将本土的人文历史融入到场地之中，形成场地的历史符号和地域记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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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空间，打造成为城市的名片，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8]。 
(4) 以人为本原则 
口袋公园的建设并不只是要美化城市的环境，更新城市绿色景观，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民对休闲娱

乐场地的需求，人们渴望在城市中可以有绿色空间进行活动，在功能上，口袋公园应该是具有休憩、游

玩、观赏、防震减灾、教育等多功能复合空间，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公共绿地空间[9]，因此，在城市

更新的大背景下，口袋公园在设计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创造出符合人们生活需要的活

动场所，比如，在口袋公园的空间布局和结构上要有一定的比例，太大、太小、太尖锐的物体都会给人

带来心理和身体上的不舒服。其次，结合小区居民的居住习惯和生活习惯，将其纳入到口袋公园的设计

之中，营造出一种充满人性化的居住和休闲空间。另外，也要注重在口袋公园中进行无障碍设计，确保

残疾人能够正常使用，要让场地充满人性关怀。 
(5) 针对性原则 
由于口袋公园场地较小，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因此怎样吸引人们的到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

设计时需要重点设计吸引人的景观，将行人引入到公园之中，从而提高公园的使用率，同时也要注意生

态环境问题，不采用过度形式或者夸张的设计来吸引人们的眼球。 

4. 口袋公园现存问题 

(1) 地域性缺失 
近几年我国进入建设口袋公园的热潮，但也忽视了其地域特征，使得场地建设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

缺少地域性，在口袋公园中加入地域文化，也并不是指越多越好，而是要结合场地周边环境、人群的使

用需求等对口袋公园的文化进行精准的定位，避免出现文化堆积的现象。通过对我国口袋公园的资料调

查，发现部分口袋公园设计表达形式单一，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将一些地域符号

直接生搬硬套到场地的小品和景观设施之中，虽然在视觉上体现了地域文化，但是在表达上陷入同质化

[10]，缺乏特色和创新的表达，也有些口袋公园虽然具有地方特色，但缺少植物配置，导致植物空间混乱

且没有层次，不善于后期的养护管理，也使得场地元素单调，造成场地缺乏活力。 
(2) 场地设施不完善 
由于口袋公园位置较为分散，面积较小，因此口袋公园虽有定期的后期维护，但仍存在健身设施和

休憩设施缺乏修缮的状况，场地内还存在水池、喷泉干涸、植物患有病虫害等问题，口袋公园的主要功

能就是为人们提供休息活动空间，但有些公园的设计忽视了休息这一功能，导致休憩设施严重不足，无

法满足人们的基本使用要求[11]。 
(3) 场地功能划分混乱 
由于口袋公园的场地选址灵活，场地形状多样，设计时缺乏调研和深入的思考导致部分口袋公园场

地的功能划分混乱，场地中对于游憩和健身区没有明确的划分动线和静线相互交叉，既无法满足人们活

动的需求，也没有给需要休憩的人群打造安静休闲的空间环境[12]。 
在植物配置方面，设计时许多口袋公园为了提高自身绿化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出现盲目种植大

量植物的现象，导致植物的堆积，没有透气空间，不仅不美观而且植物将人与绿化区域隔开，使得人们

根本无法进入和观赏植物，造成了植物与人类的空间分配的不平等，场地整体的内部空间设计不合理，

降低了公园整体的舒适度，导致人们不愿意在公园过多的停留和游憩。 

5. 口袋公园优化与利用 

针对目前我国口袋公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优化和更新，提出相应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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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期望日后口袋公园的建设可以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5.1. 宏观层面 

“见缝插绿”的建设模式确实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绿量，但是由于盲目选址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很多，

有些口袋公园建设后因为位置原因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而逐渐破败，有些甚至已经荒废了。要解决这个问

题，就要确定口袋公园的服务半径，通常服务半径的确定是以口袋公园为圆心，半径为 300~500 m 画圆

来确定具体范围，但在城市中，由于道路、河流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到口袋公园的直线距离并不

是 500 m 以内，实际步行距离往往会大于 500 m，在设计时要充分的考虑到这点，分析口袋公园的周边

环境和交通状况，确定人们是否可以方便快捷的到达公园，而不是简单的进行范围的划定。同时城市中

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不同，需求也不同[13]，如：设计范围内居住区较多，多为老人和儿童，使用需求高

就可以在此区域增加设计口袋公园的数量，若在设计范围内已经存在大型的公园绿地，就可以适当的减

少或者不设置口袋公园。 

5.2. 微观层面 

针对地域性缺失，在进行设计时要深入挖掘其周围的文化特征，如传统建筑、民俗习惯、美食方言

等等，凝练为口袋公园的主题，每一个口袋公园所侧重的文化点有所不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展示城市

的文化，也避免了千篇一律，创造出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并存的特色空间。可以从材质、颜色、空间等

进行文化的提炼和表达。 
有研究表示色彩也具有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城市的色彩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他们共同创建了

城市的风貌，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要注重在颜色上的呼应，要符合城市环境的整体氛围。材料是一种外

在的表现，常用的景观材料有：石材、砖瓦、玻璃、大理石、混凝土、花岗岩等等，通过对材料进行处

理和加工也能很好的体现场地的文化，如郑州“西郊记忆”口袋公园位于郑州工业时代的核心地段，因

此方案提炼了红砖元素进行设计，隐喻了工业时代那个红砖绿树的日子。对于空间的设计，可以采用叙

事主题，城市的历史和记忆作为叙事的主题，通过空间的连接来向人们展示，如香港百子里公园就是以

叙事空间来串联场地的活动空间，公园以“孙中山史迹径”为线索，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

为：革命起源展示区、历史展览回廊区、革命历史探知园，让人们可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 
园林植物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因为气候、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植物的多样性，而口

袋公园的植物则是以当地的树木为主，植物空间则能很好的反映出城市的面貌。如美国佩雷公园种植了

十二棵皂荚树。 
对于口袋公园设施不完善和功能划分混乱的问题，在设计层面就应该尽可能的降低该问题的出现，

在口袋公园中不宜设置大型的景观设施，不仅占用了本就不大的空间面积，还增加了后期的维护成本，

针对口袋公园中的景观设施，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形式，将单独的个体进行组合，可以得到不同功能的

新设施，不仅降低了维护的成本，也更具有趣味性和实用性，提升了场地的吸引力[14]。也可以将小品设

施与植物进行结合，使得自然与人类活动场地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在座椅、廊架等景观小品上种植攀缘

植物，提升公园绿化率的同时也能有效改善小气候。 

6. 结语 

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城市空间组织与设计方法与技术，城

市空间规划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口袋公园作为一种城市功能单元的空间类型，

它对构建现代美丽宜居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口袋公园是面向城市居民的公共空间，可以满足人们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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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提高城市的绿化率，改善小气候，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口袋公园的发

展和建设是必然的，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口袋公园进行研究，逐渐完善口袋公园的理论，使之更加的系

统化，为建设具有文人气息，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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