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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与包容——境外都市宠物公园建成案例解析与启示 *

Nature and Tolerance: Cases Studies of Urban Pet Park Outside Mainland CN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欧阳云昊 孙新旺＊

OUYANG Yun-hao，SUN Xin-wang＊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市养宠

物的人数增长迅速，2020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指出：目前我国养宠

物狗的人数多达3 593万人，较2018
年增长 6%；北上广深 4个大都市有

着主要的养宠人群，占总养宠人数的

37.8%，宠物狗消费市场规模达1 180亿
元 [1]。但当前城市公园绿地普遍缺少

宠物活动区的专用空间，宠物大多与

一般公园使用者共享活动空间。然而，

许多城市发展已经由增量扩张阶段进

入存量提升阶段，通过新建绿地供宠

物活动的可行性较低，这使得人宠矛

盾愈发明显，如2021年7月发生的“徽

州宴事件”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2]。为

此，如何从城市公园绿地的规划设计

与管理等方面减少宠物伤人现象，在

满足公园基本功能的同时满足养宠人

群的个性需求和宠物的天性需求，成

为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

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在加州伯

克利市的奥洛内社区公园内建造了世

界上第一座宠物公园，国外学者对宠

物公园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管

理等方面也有较多研究 [3~6]，且为了

宠物公园的发展更加健康、宠物公园

的设计更加合理，国外学者还对人—

狗关系 [7]、人—人关系 [8]、宠物公园

对人的健康促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分 
析 [9~10]。然而我国仅有少数的学者从

宠物公园规划建设的角度开展研究，

包括阐述国内建设宠物公园的必要 
性 [ 11 ~ 1 3 ]、探讨宠物公园的设计原 
则 [14~18]及归纳国外宠物公园的规划

设计要点及设施配置要求 [19]。目前

我国关于宠物公园的研究仍停留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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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总结国外经验的起步阶段，缺乏对

国内都市养宠人群特征、城市发展现

状及行业发展趋势的结合，尚未形成

本土化的宠物公园规划设计体系。故

本文以人宠矛盾突出的都市为研究对

象，对境外都市优秀宠物公园建成

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同时结合我国国

情，为国内都市宠物公园的规划、设

计与管理提供借鉴。

1 宠物公园的内涵及类型

1.1 宠物公园

宠物从广义上来说，包含狗、猫、

鱼、鸟等常规宠物，也包含诸如老鼠、

蜘蛛、蜥蜴等“另类宠物”，为上述

宠物专门设置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室外

活动场地都可叫宠物公园 [11,20~23]。本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立项编号：20181008）

DOI：10.12233/j.gdyl.2022.04.012



风景园林实践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66

文研究的宠物主体为宠物狗，文中的

宠物公园主要指遛狗公园（Dog Park/
Dog Run）和狗友好公园（Dog-friendly 
Park）。遛狗公园是指专门为宠物狗提

供的，使其能在宠物主监察下、不受

牵引绳束缚而进行自由锻炼与玩耍的

户外场地空间。目前国内城市绿地系

统分类中与之相近的为其他专类公园

中的宠物主题公园。宠物主题公园需

要占用大量城市绿地、投资规模较大，

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増长，对公共绿地

需求不断増加的情况，这种公园在我

国难以得到广泛推广。

1.2 宠物公园的类型

按照宠物活动空间与城市绿地的

依附关系，可将宠物公园分为以下3
个类型 [12]：

1）独立型：这类宠物公园整体

为一个独立的公园，主要为养宠人群

设置，其他市民也可进入，在我国

属于专类公园。如加州萨克拉门托

中城宠物公园（Midtown Dog Park）、
芝加哥弗雷德安德森宠物公园（Fred 
Anderson Dog Park）、香港蝴蝶谷道

宠物公园（Butterfly Valley Road Pet 
Garden）等。

2）附属型：这类宠物公园归属

于一个整体的公园，其只作为公园中

的一部分或一个专区，起到补充完

善全园功能的作用，多设置在最接

近人们生活的社区公园。如兰开斯

特市博梦宠物公园（Beau’s Dream 
Dog Park）、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宠物

公园（Tompkins Square Dog Run）、
香港鲗鱼涌宠物公园（Quarry Bay 
Promenade Pet Garden）等。

3）共享型：共享型宠物公园即

狗友好公园，其与城市公园共享空

间，可分为拴绳与不拴绳区域。共享

型宠物公园并非都为全园全时段共

享，其表现形式还可以为某一时间段

的一条游线或一块区域。如香港仔海

滨公园（Aberdeen Promenade）为全

园全时段共享且需拴绳，纽约河滨公

园（Riverside Park）规定部分区域在

每天21:00至次日9:00进行共享且不

需拴绳等。

2 境外都市宠物公园优秀建成案
例解析

美国纽约与中国香港二者作为国

际大都市，都有着丰富的宠物公园建

设管理经验，一直是国内学习的典

范。本文根据宠物公园的受欢迎度和

典型性，并结合宠物公园不同类型，

选择3个案例进行解析。3个宠物公

园均有较完善的设施和各自的特点，

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2.1 香港蝴蝶谷道宠物公园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Butterfly 
Valley Road Pet Garden）位于香港九

龙荔枝角蝴蝶谷道 2 号，为独立型

宠物公园（图 1）。公园总面积约为

7 000 m2，是九龙区最大的宠物活动

场地，其周边用地类型主要为工业用

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及公用设施

用地。该公园为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工程项目之一，为了地尽其用，隧道

静水池建于青沙公路的高架道路之

下，而上盖则兴建现有的公园，于

2014年开放使用。根据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的规定，该公园开放时间为每

日7:00—24:00。
公园整体顺应高架桥呈带状，场

地因高差而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入

口区，上层为人宠活动区，二者通过

缓坡相联系，大型犬与小型犬可共用

该场地。场地设施齐全，入口处有无

障碍坡道，残疾人可轻易到达人宠活

动区；人宠活动区的草坪、管道、跳

跃圈、穿梭摆杆等活动设施为宠物的

自由奔跑与玩耍提供了条件；宠物直

饮水装置为宠物饮水提供了方便、降

低了宠物中暑的风险；狗粪收集箱方

便宠物主清理宠物排泄物、保持场地

卫生；同时园路两边的仿木平台为宠

物主提供了休憩场所；此外，园路上

铺砌的涟漪图案和场地设施与标识牌

印有的宠物狗图案，呼应场地特征与

宠物主题。宽阔的场地和齐全的设施

使得蝴蝶谷道宠物公园成为香港最受

欢迎的宠物公园之一。

2.2 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

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位于纽约市曼哈顿

图1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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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东村的心脏地带，占地面积约为

42 000 m2（图2），其周边用地类型主

要为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在 20世

纪 80年代中期，该公园是一个危险

之地，饱受纽约当地猖獗的毒品犯罪

影响，为了能够继续安全地使用该公

园，附近居民向政府提议允许宠物狗

进入该公园，以减少违法犯罪事件的

发生，随后政府采纳该提议。作为汤

普金斯广场公园翻新工程的一部分，

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Tompkins 
Square Dog Run）于1990年建成开

放，是全市第一个宠物公园。汤普金

斯广场宠物公园位于汤普金斯广场公

园的东北角，靠近整个公园的入口，

为其中一个娱乐功能分区，占地面积

约 1 600 m2，属于附属型宠物公园。

它是公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场地，也

是全市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宠物公园。

根据纽约公园部门的规章制度，该公

园开放时间为每日9:00—21:00。
宠物公园分为入口区和人宠活动

区，其中人宠活动区又分为大型宠物

狗区与小型宠物狗区，由围栏进行分

隔。且25磅（11.3 kg）以上的大型宠

物狗不允许进入小型犬区，小型宠物

狗可视情况进入大型犬区，这有助于

宠物狗的安全，宠物主也能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宠物活动场地。场地中设施

齐全，宠物活动场地铺装为透水性强

的分解花岗岩砂，可避免雨后场地泥

泞。为提高场地使用效率与使用体验，

休憩长椅布置于场地边缘树荫下，让

宠物狗既能够自由奔跑也不易脱离宠

物主的视线范围。同时，场地中还设

有宠物游泳池供宠物夏季玩耍。

该宠物公园是由社区（不是公园

管理部门）资助和管理。为了使公园

能够得到良好的维护与管理，公园每

年都举办汤普金斯广场万圣节宠物狗

游行以筹集资金，每年有400多只宠

物狗和2 000多名观众参加，是美国

最大的宠物狗万圣节派对。

2.3 香港北角海滨宠物公园

北角海滨花园（N o r t h  P o i n t 
Promenade），位于香港东区北角琴行

街北角渡轮码头旁，其周边用地类型

主要为商业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

地，占地面积约为8 200 m2，属于共

享型宠物公园（图3）。公园由新鸿基

地产根据海璇发展条款提出的需设绿

化空间和海滨长廊而兴建。海滨花园

在2018—2020年分阶段落成。根据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规定，该公园

24小时开放。

公园中设有526 m2以围栏围合的

宠物不拴绳空间，但因其空间狭小拥

挤，饱受宠物主诟病。为增加宠物公

园的服务范围，同时对面积较小的宠

物公园进行补充，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于 2019年推出“宠物共享公园”试

验计划，陆续增设了包括该公园在内

的41个共享型宠物公园。场地更新后

分为宠物不拴绳区、宠物共享区（游

线）、非宠物共享区，且在宠物共享区

增设狗粪收集箱、引导标识等设施。

其中宠物共享区域为全时段的滨海人

行游线及公园出入口游线，总长度

约为610 m。为保持场地内环境卫生，

沿共享游线设有多个狗粪收集箱。此

外，共享游线上增印有蓝色宠物狗脚图2  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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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图案，为宠物主提供游线指引。 
共享型宠物公园的运作，不仅需

要宠物主的自觉，更需要公园良好的

管理。康文署为了保障共享型宠物公

园的运转，制定了清晰的规则：1）
入园的宠物狗需要拴绳；2）宠物主

需妥善管束宠物并恰当地控制其行

为，以免对其他人或宠物造成滋扰或

伤害；3）宠物主需及时清理宠物的

排泄物，保持环境清洁卫生。这些规

定都属于法律的一部分，如有宠物主

违反这些法律规定，则其会受到罚款

处罚。

3 三个案例对比分析

宠物公园的建设应是一项有计

划、有目的且系统性的工程。对比以

上3个境外都市优秀宠物公园建成案

例，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宠物公园在

建设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各具

个性（表1）。
3.1共性特征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选址于人流稀

少的高架桥下；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

园的选址靠近公园出入口，周围设置

大量绿化种植缓冲带，使场地距人

流密集的广场与游乐场区域有一定距

离；北角海滨宠物公园共享游线选择

在视线较广且场地较宽阔的滨水一

侧，尽可能地避免游线与场地休息区

和商场人流产生交集。此外，蝴蝶谷

道宠物公园与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

通过围栏将场地划分为入口区与人宠

活动区，并在入口区特别设置双层闸

门，使宠物狗在进入活动区前可稍作

停留，避免犬只的逃逸和过度兴奋；

北角海滨宠物公园共享部分无边界围

合，无需进行功能分区，但通过游线

铺装上印有的蓝色宠物狗脚印图案，

为非宠物主提供心理暗示，提醒此处

可能有宠物狗经过。3个案例都尽量

远离人流密集的区域，不影响周边普

通市民的正常活动，且通过分区、标

识引导等方法将场地中的不同使用者

进行分隔与区分，体现出宠物公园建

设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特征 [19]。

表 1 3 个宠物公园功能设置对比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
汤普金斯广场
宠物公园

北角海滨宠物公园
（共享部分）

场地概况

项目位置 高架桥下 居住区附近 商业区附近

开发主体 政府 社区 政府

建设背景 消极空间利用 社区公园改造 滨水走廊提升

宠物公园类型 独立型 附属型 共享型

面积 /游线长度 7 000 m2 1 600 m2 610 m

功能分区 ● ● ○

场地设施

安全设施 ● ● ○

铺装 ● ● ●

宠物游戏设施 ● ● ○

服务设施 ● ● ●

注：“●”表示有此配置，“○”表示没有此配置

图3  北角海滨花园概况图

由于大小型宠物之间体型、活动

量与活动强度的差异，汤普金斯广场

宠物公园将人宠活动区进一步划分为

大型犬活动区和小型犬活动区，以减

少大小型宠物狗之间的冲突。而蝴蝶

谷道宠物公园由于场地为带状且存在

较大高差，为保证使用者使用体验，

故并未将人宠活动区再划分。此外，

3 个案例的场地中均设计有硬质铺

装、狗粪收集箱、座椅和标识，以满

足宠物主与宠物狗的基本活动需求与

环境卫生需求。而面积较大的宠物公

园在场地要素的设计上有着更多选择

性，可以选择一些非必要，但有需要

的设施，如蝴蝶谷道宠物公园与汤普

金斯广场宠物公园相较于北角海滨宠

物公园，拥有额外的宠物游戏设施，

而蝴蝶谷道宠物公园相较于汤普金斯

广场宠物公园，拥有更丰富的服务设

施。综上，除满足宠物主与宠物狗的

基本活动需求的设施外，由于各宠物

公园场地环境及条件的差异，其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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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设施、铺装、宠物游戏设施、服务

设施等场地要素的设计不尽相同（表

2），体现出宠物公园建设的功能性、

卫生性与灵活性特征 [19]。

3.2 个性特征

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与北角海

滨宠物公园均建设于城市公园中，而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建设于高架桥下，

属于对城市消极空间的利用，给失落

区域带来了活力，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区域内社会闲杂人员的违法犯罪活

动，同时能够有效解决宠物公园所需

用地面积较大，而都市人均公共空间

面积少的矛盾。故此类面积较大的独

立型宠物公园，多建设于高架桥下、

棕地等未被充分利用的城市建设用地

中。

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不同于蝴

蝶谷道宠物公园和北角海滨宠物公

园，其开发主体为社区，资金多由私

人和非营利组织提供。这类非政府主

导型的宠物公园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及

市场反应能力，公园的管理维护主体

也更加多元化，包括开发组织、行业

协会和社会志愿者等 [19]。

北角海滨宠物公园不同于蝴蝶谷

道宠物公园和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

园，其没有明确的围合性边界，且建

设成本更低、布局更加灵活。但其在

维护管理方面有着更大的风险与难

度，故政府出台更加严格的管理条例

保障共享型宠物公园的良好运作。

4 对当前国内大城市的启示

随着国内大城市养宠人群的不断

增加，公共空间中人宠矛盾也将会愈

加突出，有必要对宠物的室外活动空

间从规划和建设层面做好考虑，满足

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目前国内城

市建设也到了注重质量的发展阶段，

更加注重人的需求，结合前述案例，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城

市宠物公园的规划及设计建设：

4.1 综合城市发展及人群需求合理

布点宠物公园

从城市发展层面来看，目前国内

城市发展方式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

质转变，且“15分钟生活圈”的概

念经过近年来的认知和推广，已逐渐

运用到城市规划建设中，宠物公园作

为市民对公共服务提出的新诉求，应

融入生活圈的规划中，以提升生活圈

的服务内容和品质 [24]。在都市旧城

区，强调区域内绿地的重新梳理与改

造，不太可能新建较多的绿地满足养

宠人群的需求，故应以附属型及共享

型宠物公园建设为主。而在新城区，

则有更多新建公园绿地的机会，需要

更高起点的公园建设，故应适当规划

独立型宠物公园，并在其他公园规划

阶段有意识地将一些边角地带预留，

作为建设宠物活动场地之用。

从人群特征角度来看，都市中养

宠主力军为空巢老人、工作的年轻人

及其他如独生子女。老人由于年龄、

身体等因素，活动范围较小，遛狗活

动强度不高，主要形式为遛弯散步，

故在老龄化程度高的区域，可侧重于

共享型宠物公园的建设。而年轻人相

较于老年人，有着更强的机动性，其

与宠物互动的内容和强度也有着更高

的要求，故在年轻人集中的新城区或

郊区应侧重于附属型及独立型宠物公

园的建设。

4.2 公园+模式设置独立的宠物活

动空间

随着人口结构的日益复杂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交往、

全龄学习等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逐步体

现，修建高品质城市公园的意义不言

而喻。北京早在 2016年就走出了一

条“公园+文创”之路，并在2019年

实现文创产品销售额超过亿元 [25]。目

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宠物消费

空间，如宠物医院、宠物用品店等，

宠物狗消费市场规模超过千亿元，

这表明“公园 + 宠物消费”模式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可作为“公园+” 
的一种新探索。故应依托综合性公园

和社区公园中面积较大的附属型宠

物公园，并从人的多层次、多样化

需求出发，把宠物公园作为发展新经

济、培育新消费、植入新服务的场景

媒介，深入实施“公园+”策略，有

机植入生活服务、文化创意、社会交

往、教育科普等复合功能。如将宠物

公园分为人宠活动区、消费服务区、

科普教育区，既能使宠物主获得一站

式服务，也能让非宠物主通过科普教

育区及消费服务区体验宠物主题与文

化（图4），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人际交

往新空间，宠物主与其他爱宠人士可

在其中交流学习养宠知识，为国内宠

物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

4.3 利用消极空间营造弹性宠物活

动空间

城市旧城区布局紧凑，开辟独立

宠物活动空间的可能性较小，可供开

辟附属型宠物公园的社区公园数量也

相对较少。而在社区间，往往存在许

多被忽略的消极空间，如建筑周边的

破败绿地、闲置地等，可将其激活为

社区型、小尺度的公共活动空间 [26]，

同时，养宠主力军银发老人与年轻人

由于生活及活动偏好等因素，主要在

早晚两个时间段进行遛狗活动，故可

将21:00—9:00设为场地的宠物友好

时段，允许宠物主携带宠物狗进入，

表 2 3 个宠物公园场地要素对比

蝴蝶谷道宠物公园 汤普金斯广场宠物公园
北角海滨宠物公
园（共享部分）

功能分区 入口区、人宠活动区
入口区、人宠活动区（分为大型

犬活动区和小型犬活动区）
/

安全设施 围栏、双层闸门 围栏、双层闸门 /

铺装 草、硬质铺装 草、分解花岗岩砂、硬质铺装 硬质铺装

宠物游戏设施 管道、跳跃圈、穿梭摆杆 网球玩具、宠物游泳池 /

服务设施
宠物直饮水设施、狗粪收集
箱、无障碍坡道、洗手设

施、标识、座椅

宠物直饮水设施、狗粪收集箱、
洗手设施、标识、座椅

狗粪收集箱、标识、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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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弹性宠物活动空间即共享型宠物

公园，并在其场地及沿路上设置狗粪

收集箱及狗粪袋等设施。不同于独立

型与附属型宠物公园，由于在共享型

宠物公园中，养宠人群与非养宠人群

共享同一开放空间，故宠物主必须用

牵引绳牵引宠物狗，以减少宠物狗带

来的矛盾与安全隐患。此外，我国也

应制定系统的法律法规，形成刚性的

管理制度，保证宠物公园的可持续性

与有效性。

5 结语

宠物公园不是奢侈品，而是城市

中必要的基础设施。对于“银发”宠

物主而言，宠物狗充当了亲人甚至是

孩子的角色，与宠物狗相伴不仅丰

富了其晚年的生活，也填补了内心的

孤独；对于年轻宠物主来说，在快节

奏且高压的城市生活中，饲养宠物有

助于减少压抑、失落等负面情绪 [27]。

虽然我国宠物公园建设落后于境外发

达地区，但我国都市宠物公园建设不

必照搬国外的建设模式，应结合国内

城市建设背景与人群特征，并结合产

业上的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

的宠物公园建设模式 [22]。笔者希望

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相

关学科工作者的关注，同时能够为国

内以后的宠物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一定

的参考，使绿地分类更完善、功能更

多元，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人们高质量

生活需求，提高城市的可宜居性。

注：图 1 a 、图 3 a 改绘自 h t t p s : / /
www.lcsd.gov.hk/clpss/tc/webApp/Facility/
District.do?ftid=47；图2a、b改绘自http://
tompkinstrees.org/print-y；其他为笔者自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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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附属型宠物公园功能分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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