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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试卷正文或课程论文题目） 

 

任选以下一个选题（或其他课程相关选题），写一篇论文，字数 2000 以上，具

体论文题目学生拟定。  

选题 1：中外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特征与发展比较； 

选题 2：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选题 3：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以 XX 为例； 

选题 4：绿地规划与海绵城市。 

 



城市绿地建设对中国外交的积极作用 

【摘要】在全球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包含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上，也应该将一部

分注意力放在城市生态建设上。在全球化时代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对于

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看法也会影响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整体认识和评价。此

外，当代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果我国能够在建设城市生态文明方面做出

一定的成就，改善我国的城市环境，从而将其推广，也有助于我国树立生态、环

保的国家形象，从而增强我国在生态和环境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城市绿地建设；中国外交 

一、 引言 

2018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这 40 年以来，中国取得了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等全方面的进步，在国家之间的联络日益加深的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

的交流也向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环境污染及

其治理日益具有全球属性，很难单纯靠一国行之有效的解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通过打造生态型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中国负

责任的大国。1以往中国的环境治理的相对滞后性和不足使中国生态治理饱受诟

病，但目前中国在气候、环境等多方面治理过程中加大力度，并且积极尝试和创

新，对于城市的规划与绿地建设也可以作为一个创新的方面。 

 

二、城市规划与外交的逻辑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频繁，来中国学习、旅游

的外国友人逐渐增多，这些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整体认知，除了来自于

直接接触到中国人、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等之外，对自己所处的城市的感观也会对

其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

的城市，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改善城

市形象也有助于改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是世界上闻名的“花园中的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

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了旅游经济的无限潜力，于是很快就打出的“精致的城市”口

号，新加坡“精致”的含义主要体现在环境友好方面，自 1986 年来，新加坡就

开始进行各项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及建设施工以及新加坡的公园、绿道、公园

连道、自然和湿地保护区等工作。2当时中国的旅游产业还未起步，日本、泰国、

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新加坡，领略的新加坡



优质的城市生态文明，这对于新加坡国家形象的推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

上世纪九十年开始，新加坡的知名度飞速提高，并且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 

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是公害大国；但在 20 世纪

末，日本通过长期形成的环境管理优势与节能技术优势，将日本打造成了一个国

家环境优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的环境大国，成为日本通过环境外交改善国

家形象、增强国家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并借此举办了一些国际环保会议。3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从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转向其他国际性议题，与政治、

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相比，环境、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际政治的地位开始

提升，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课题。在这样的趋势

下，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我国关注的重点，如果中国能够在建设生态

文明、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一方面也可以像新加坡和日本那样，通过

建立“国家品牌”，推广国家治理的经验来提升自身的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1 

 

三、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对城市环境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只有对自然生态的建设，保护资源、节约能源，还应该

包含对城市生态的建设方面，有学者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分为五个阶段：高阶阶

段、稳定阶段、中级阶段、发展阶段和初始阶段；其中高阶阶段是理想状态，城

市生态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达到最佳状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稳定状态，是良好状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民生改善与

城乡统筹得到同步推进，生态环境较为优化。4可见，生态文明城市就是考虑到

生态系统自身的承受能力，寻求适合本地环境和自然的城市建设路径，挖掘城市

资源和潜力进行城市建设。 

而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是以生态学原理和美学原理为理论指导，对城市规划

和建设。其科学内涵就是应用生态学的原理进行科学的配置马建立具备合理的时

间、空间、营养结构的人工植物群落；充分利用绿色植物，以调节气候、改善城

市环境；运用一些美学知识对城市景观进行美化，在绿色环境中提高艺术水平，

提高游览的观赏价值。由此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城市，需要充分发挥城市绿地规

划与设计的作用，对城市绿地进行一定的规划，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的文明城市、

生态城市。 

城市绿地对于城市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城市绿地具有美化城市的功能，这是绿地最原始的功能。植物给寄人们美感

效应，对城市绿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构成形形色色的街道景观, ，在建筑群

中合理的规划一定的绿地，还可以 缓和了建筑物过分强烈的轮廓变化, 增加了

建筑的艺术效果, 使建筑艺术美得到充分的表现。 



城市绿地的具有生态功能。关于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的研究尺度较广，毕竟

这是城市绿地系统最基础的功能。有学者对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进行总结，主要

有降温、增湿、固碳释氧、降噪、抗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这六个功能，5此外，

还有学者指出，城市绿地还有降低空气中的含菌量的功能；6许多水生植物和沼

生植物还可以净化城市污水；植物的地下根系还能吸收大量有害物质而具有净化

土壤的能力。总而言之，城市绿地可以利用多种生态学原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

境。 

此外，城市绿地还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7城市绿地的经济功能是指其宜人

性，这种服务或者功能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公共商品，这是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衍

生产产品，因而城市绿地会对房价产生一定影响。城市绿地的社会功能是指重要

的心理和社会意义，有学者指出手术后每日能够看到树木的病人比每日面对灰色

墙壁的病人能够缩短住院时间；Kaplan等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在经常与

自然接触的情况下有利于身心恢；Vries等通过对芬兰1万名居民的调查发现, 绿

色环境使人们减少抱怨、愤怒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绪。6 

 

四、总结 

    城市形象也是一个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和

设计，可以改善城市形象和城市环境。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国家

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城市中生活，城市形象

必然对外国友人对于中国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成为传播中国

形象的载体。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

也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中国能在这一方面形成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并做出成

就，最后将这些技术和经验对外推广，丰富环境外交的内容，从而增强我国在全

球生态和环境治理的影响力合话语权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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