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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街道是城市居民生活和休闲的主要场所，高标准的街道绿化，有助于促进城市生态连通、满
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广州市为例，总结现状存在管控指标单一、设计标准独立、规划建设
管理过程分离的 3 个问题，并从管控视角推导出工具缺失、导向模糊、执行断层 3 个成因。学习
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指标优化、异地协调、程序完善的 3 类管控方法，结合广州地区总设计师制
度的实践，创新提出建立绿化管控指标体系、完善街道绿化设计指引、落实街道一体化设计流程
和探索街道地块代建新模式 4个策略，助力广州实现一体化绿化品质管控。 
 
Abstract 
Urban streets are the main places for urban residents to live and relax. High-standard 
street greening helps to promote urban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and meet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residents.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ingle control index, independent design standard 
and separation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cess. And deduces three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lack of tools, fuzzy orientation and execution 
fault. Learning from advanced cities' experience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experiences: index optimization, off-site coordination and procedural 
improvement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street chief designer system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four strategies: establishing green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dex system, improving street greening design guidelines, implementing street 
integrated design process and building new model of street plot agent construction, to help 
Guangzhou realize integrated greening quality control.

文章亮点
1）将市政道路和建筑地块结合起来，总结街道绿化品质的现状问题，剖析成因；2）系统梳理国
内外先进城市的一体化街道绿化经验；3）提出可行的绿化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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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城市居民日常使用最频繁的室外空间，良好的
街道绿化可显著提升居民的健康福祉 [1]，帮助老年人延年益
寿 [2]。2022 年《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
出实现生物多样性全球目标的 23 项行动，其中包括以可持
续的方式改善人类与自然的联系 [3]。街道绿化在城市中连线

成网，发挥了连通生态系统与提供活动场地的功能。
当前国内街道绿化研究侧重对建成环境的评价与优化，

评价维度总体较单一，主要考察绿化量、植物应用、行道树
覆盖率、绿视率等与视觉效果和通行体验相关的指标。研究
虽然逐步拓展出绿化的活动潜力和生态效益等方向 [4]，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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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路绿化与地块绿化标准管控内容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road greening and site greening standard control content

管控内容 道路绿化标准 地块绿化标准

总控原则

按道路红线宽度分类：宽度＞ 45 m，绿化覆盖率≥ 15%；30 m ＜宽
度≤ 45 m，绿化覆盖率≥ 10%；15 m ＜宽度≤ 30 m，绿化覆
盖率≥ 10%；宽度≤ 15 m，绿化覆盖率酌情设置

按道路等级分类：主干道绿地率≥ 20%；次干道绿地率≥ 15%

居住用地：旧城区，绿地率≥ 25%；旧城外地区，绿地率≥ 35%

商业商务用地：零售商业用地、餐饮商业用地、金融保险业用地等，
在旧城区的绿地率≥ 10%，在旧城区外的绿地率≥ 20%；旅馆用地，
绿地率≥ 35%；市场用地，绿地率≥ 20%。

其他用地：工业用地，绿地率≤ 20%

细节要求

空间布局：路侧绿带应与道路红线外侧其他绿地相协调；毗邻商
业建筑，路侧绿带与建筑退线空间统一设计

细节参数：行道树保持连续遮荫；行道树株距 4~6 m，与路灯距
离≥ 2 m；行道树枝下净高≥ 2.5 m；行道树绿带净宽度≥ 1.5 m；
表面根系发达的连续树池宽度≥ 2 m

重要地块：大致效果由城市设计确定，后续由地块自行深化

一般地块：无具体要求，由地块自行深化

注：资料来源《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T 75-2023）、《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根据2019年11月14日广州人民政府第168号第三次修订）等。

关的管控实践仍停留在初步探索阶段。
现代城市的街道一般由市政道路和建筑地块 2 个独立系

统构成，受到各种障碍物、私有空间和低效绿地“挤兑”，
难以为行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5]。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以人为本、注重空间和品质的一体化街道设计理念逐渐流行，
由此衍生出大量的规划理论与设计策略。但在实施机制层面，
长期存在市政道路和建筑地块 2 个权属空间分隔、统筹工作
机制缺失、专业配合不足等问题，导致街道一体化设计始终
难以落实，绿化品质得不到切实保障。

本研究以广州市街道绿化为案例，旨在厘清现有城市街
道绿化品质管控的现状问题与成因，结合国内外街道一体化
绿化的经验，提出基于现有城乡规划体系的优化策略，填补
相关研究空缺。

1 城市街道绿化品质管控现状与问题
1.1 指标单一难以覆盖高品质管控

在宏观层面，中国一直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等控制指标为核心指导城市绿地建设 [6]。在中
微观层面，城市绿化用地划分了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2类，
具备独立的技术标准和评价指标 [7]；而建筑用地和道路附
属绿地相关政策法规较少，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仅采用绿
地率作为指标进行控制。

绿地率指标能确保绿地面积的下限，但难以指导绿地
高品质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包括：1）绿化中乔木比例、
立体绿化比例较低，人视角可观察绿量①较少，绿视率较
低 [8]；2）绿化功能较简单，难以满足居民多元的使用需
求 [9]；3）绿地形态碎片化，导致绿地生态效益难以实
现 [10]。

1.2 道路、地块设计标准相互独立
道路与地块设计分别采用独立的规范标准，难以实现街

道绿化一体化设计的目标。其中，道路绿化标准限定了部分
绿带布局、宽度、乔木尺寸以及绿化覆盖率下限等指标，控
制了道路绿化形式，确保城市道路风貌统一；而地块绿化仅
采用绿地率作为强制性控制指标，拥有最大的设计自由度。
2 类标准在管控指标、管控强度、管控目标等方面具有较大
差异（表 1），加剧了街道绿化一体化设计的分裂。
1.3 规划建设管理过程分离

在现行城乡规划体系下，道路和地块依据各自红线分别
开展规划、建设和管理，具有不同的开发主体、开发时序与
建设目的。以广州市珠江新城为例，城市道路先于地块设计
与建设，采用连续大尺度的行道树绿带和路侧绿化带快速实
现良好绿化效果，并通过复层混交种植，在短时间内形成枝
繁叶茂的道路风貌。而地块通过土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后由
业主自行建设，在考虑建筑风貌、流线组织、设备摆放等因
素后，绿化通常集中布置在地块红线的边角位，限制了地块
空间与城市街道的连通性以及人行空间。

这种二元分离式建设模式下，容易形成“成片道路绿
化带 +碎片化地块绿化”的绿化风貌，导致街道界面割裂、
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图 1）。此外，相同林冠面
积的条带式绿化，采用复层种植模式的绿化带将滞留更多热
量；而碎片化的灌木绿地相较于成片的乔木整块绿地，调节
微气候能力更差，整体生态效益存在显著缺陷。

2 城市街道绿化品质管控问题的成因
2.1 管控手段和程序不完善

绿地管控，依据空间可分为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

①  三维绿色的生物量，可反映绿地生态功能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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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3 个层次，从宏观到微观的控制指标体系。但在管控道
路、地块的详细设计时，呈现出管控指标不兼容、管控程序
不持续的问题。首先，管控指标在道路空间中，采用通用固
化的宽度数值要求；在地块空间中，则依赖绿地率和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 2 个宽松指标 [11]。其次，针对绿化品质的管控
程序，常以设计审查与竣工审核为主，缺少评估协商和使用
后评估的环节。不完善的管控手段和管控程序，暴露了各部
门“重分工、轻协作”的弊病，无法适应城市绿化建设多元
需求。
2.2 管控目标不明确

虽然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街道
绿化建设中依旧存在行政管理导向模糊的问题。主管部门在
管控过程中只看到具体问题，而忽略建立和落实宏观工作目
标，未能有效地将其传达给规划、设计和施工各环节。例如，
在《广州市珠江新城绿化建设试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2]

中，针对珠江新城存在的绿化缺失、风格不协调、景观割裂、
变化无序、层次单一等具体问题，管理部门只提出比较笼统
的乔木绿化覆盖率、植物种类、绿化配套设施、立体绿化等
方面的要求，无法与规划理念“挂钩承兑”。
2.3 统筹管控主体缺位

在目前的权属和管理制度设置下，道路和地块的权属主
体、建设主体相互独立，无法在设计建设阶段以单一主体统
筹设计；又因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不同，统筹建设更是缺乏
路径支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街道绿化的品质依赖于地块
业主主动协商或第三方管控主体的全过程介入。

《广州市珠江新城的绿化品质管理试行规定》（征求意
见稿）[12] 确定了监管责任分属于外部主体，要求市绿化行
业专业委员会审查绿化建设初步设计，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
各类绿地进行定期的评估和检查。但该规定存在诸多问题，
如外部监管主体不能参与绿化设计方案；没有建立起长期统
筹不同地块设计的管理途径，仅能辅助绿化标准的实施；无
法实现对街道绿化品质的整体效果管控，依然需要强有力的
第三方管控主体介入以及建立健全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等。

3 国内外先进城市街道一体化绿化管控方法
在建设与管理层面，绿化品质较高的先进城市通常具有

图 1  道路绿化和地块绿化割裂
Fig.1 Fragmentation of road greening and site greening

法规标准完善、综合统筹规划布局、聚焦功能性绿化场地建
设、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市场化运营等 5 大特点 [13]，其中
管控手段集中在法规标准完善与综合统筹规划方面，可以总
结为指标优化、易地协调、程序完善 3类方法（表 2）。
3.1 指标优化：下限指标控制结合弹性指标引导

在街道层级的绿化品质管控中，下限指标可用于保障基
础的绿化总量，弹性指标则为绿化增量与特定形式绿化建设
提供指引。两者相结合，在保障城市街道总体绿量、绿视率
的同时，进一步鼓励多元化绿化建设，支持不同类型的居民
活动。

新加坡素有“花园城市”之名，其街道绿化管控分为建
筑外部空间与建筑本体 2 个部分 [14]。外部空间部分以绿带
宽度作为下限指标。管理部门对临街地块内缓冲绿带、地块
间绿带、停车场和机动车道绿化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绿化提出
具体建设要求、布局模式和施工标准，从而保证高绿视率和
绿地界面统一。对于建筑本体部分，管理部门通过设置建筑
绿色标志认证和容积率激励制度，推动地块内绿化品质优化。
如采用降低能耗、有益健康、增加建筑与环境和谐的绿化措
施，可使建筑获得认证得分并被允许增加容积率。管理部门
以此鼓励建筑设置屋顶绿化、阳台绿化、中庭绿化、冥想花
园、公共菜园等绿化设施，实现从街道到建筑的高绿视率的
“U 形”空间效果。新加坡模式通过“街道 + 地块”的一体
化标准与灵活的立体绿化激励机制，保障规划可实施性。但
对国内而言，多样的绿化空间、割裂的管控手段、有限的鼓
励资金，使得一体化模式难以推广。

近年来，国内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将绿化品
质聚焦在立体绿化增量空间中（表 3）。在不触碰硬性指标
绿地率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增加立体绿化折算绿地面积的实
施办法，明确改造范围、指标换算比例、经费鼓励措施等内
容，制定多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实现从立项、审批、资金筹
措到规划、建设、验收一体的工作模式。其中，各城市根据
地形、气候、风貌等要求，提出因城施策的特色管控指标，
如在建设内容方面，北京、上海和深圳以较广泛的屋顶绿化、
垂直绿化要求为主，重庆和成都则细化提出棚架、边坡等本
地化分项；在改造面积下限方面，上海和深圳细化建筑表面
的立体绿化改造要求；在奖补政策方面，普遍以政府项目纳
入总投资、社会项目经费减免或资金奖补的形式为主。
3.2 集中绿地易地协调

集中绿地置换地块内部绿地，是以保障公共绿地率为前
提，以城市设计的综合研判和行政决策为依托，通过总体规
划统筹片区的公共空间，将地块中容易破碎化处理的绿地集
中到片区中部，形成完整中央绿核的一种特定条件下的规划
调整办法。

易地协调的优点在于最大限度保障城市绿化量，优化
地块内绿地的完整性，避免“凑数”绿化，从而保证绿地的
服务功能与生态效益。以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为例，其通
过设置集中绿地、降低地块绿地率的方式，保障了街区毛绿
地率①达到法规标准，同时更好地适应了商业地块高强度的

①  街区毛绿地率指片区内所有的绿地面积与片区总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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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需求，实现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最大化。易地协调
后，起步区内平均毛绿地率可达到 30%，高强度开发的“方
城”片区也可相应下调地块绿地率至 10%~20%[15]。南沙
明珠湾起步区 C2 地块，通过整合原方案中的分散绿地，新
增 3 条南北向城市绿廊，并在统一论证后下降地块绿地率至
20%[16]。
3.3 绿化品质管控流程化

通过规范建设程序、增加沟通流程、完善负面清单的方

式，建立完善的绿化品质管控流程体系，可以规避程序不完
善、沟通不足等情况带来不可逆的环境破坏，降低社会舆论
风险。

日本东京都环境局发布《绿化规划指南》，详细讲解地
块绿化的流程化管控工作，以保障绿地生态功能得到有效发
挥 [17]。建筑地块面积在 1 000 m2 以上的用地，必须按照规
定比例进行地面绿化、屋面绿化和临街面绿化的规划和设计，
并完成项目咨询、申请审批、完工审核 3 个关键环节。特别

表 2  先进城市街道一体化绿化管控方法
Tab.2 Integrated greening control methods of advanced urban streets

管控方法类型 城市 依据文件 内容

指标优化

北京
《关于推进城市空间立体绿化建
设工作的意见》

针对新建或改建少于 12 层、高度低于 40 m 的非坡屋顶建筑，及竣工不超过 20 年、屋
顶坡度小于 15 度的既有建筑，提出绿化折算方法和以奖代补等政策；市政建构筑物提
倡实施垂直绿化

上海
《关于推进本市立体绿化发展的
实施意见》

新建公共建筑的平屋顶应实施屋顶绿化；新建工业建筑在规划条件中明确垂直绿化的指
标要求；各类市政设施尽可能实施立体绿化建设

深圳 《深圳市立体绿化实施办法》
新建非公共建筑鼓励开展立体绿化建设；新建公共建筑，或高架桥等市政公用设施应开
展立体绿化建设，对超出指标的予以经费补贴；鼓励已建成建构筑物开展立体绿化建设

重庆 《重庆市城市立体绿化鼓励办法》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的平屋顶，应实施屋顶绿化建筑；崖壁、挡墙、高架桥等市
政公用设施应实施立体绿化；鼓励办公楼等已建成建（构）筑物实施多种立体绿化

成都 《成都市立体绿化实施办法》
市政公用设施项目应实施立体绿化；新建非市政公用项目实施立体绿化，最多折算规划
绿地面积的 20%

新加坡
《新加坡建筑绿色标识评估计划》

《新加坡建筑绿色标识激励计划》
开发商通过建设屋顶花园、立体绿化等内容，获得对应的建筑节能等级，政府奖励现金
和额外建筑面积

易地协调
广州

《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成果》

公共绿地总量不变，下调部分地块绿地率至 10%~20%，集中提高绿地广场绿地率

《南沙明珠湾起步区 C2 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成果》

降低地块内绿地率至 20%，集中布局 3 条新绿廊

深圳
《中心区 22、23-1 街坊城市设计
成果》

减少各地块的绿地空间，使地块平均容积率从 5.3 增至 7.5，整合为集中绿地广场

程序完善
东京 《绿化规划指南》 包括绿化标准、绿化计算方法、绿化申报的流程和资料清单等内容

新加坡 《发展项目绿化及树木保育指引》 包括树木保护、房屋绿化、地面绿化、绿化种植规范、申报流程和材料等内容

表 3  国内 5 个城市立体绿化折算指标的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conversion indexes of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in five cities in China

城市 前置条件 改造面积的下限 折算绿地上限

北京
附属绿化面积未达要求，无地下设施的绿
化面积达标准 50% 以上

屋顶面积的 50% 改造面积的 20%

上海 因客观条件，绿化指标仅能达到 80% 以上 占地面积的 30%；建筑表面积的 20% 规划绿化面积的 20%

深圳 满足标准和规范要求 屋顶或架空层面积的 60%；建筑表面积的 20%
商业服务类：规划绿化面积的 50%；
其他类：规划绿化面积的 20%

重庆 满足标准和规范要求 屋顶可绿化面积的 50%
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规划绿化面积的 5-10%；
架空平台绿化：规划绿化面积的 50-70%

成都 满足标准和规范要求 无明确表述 规划绿地面积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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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咨询阶段，业主必须携带总平面、地籍图、现状植被
图纸、地块照片、设计图纸等，向环境部门咨询绿化政策制
度，同时不被允许提前开展施工前整地工作，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现有自然环境。

日本管控流程体系的成功，主要涉及 6 个方面：1）绿
化形式以木本种植为导向；2）规定单位面积的标准绿化建
设量；3）提出各类场景下的推荐绿化布局模式；4）建立乡
土苗木推荐清单和外来入侵物种负面清单；5）建立标准化
的绿化规划成果格式；6）提供开放的绿化规划指南获取途
径。通过确立完整管控流程体系，为各类地块的绿化建设
提供明确的工作依据，使上位规划理念得以传导落实到实
施层面。

4 街道一体化绿化管控体系建设策略
本研究结合广州实践经验，从指标体系、设计指引、实

施执行、代建模式等方面，探索具有广州特色的街道一体化
绿化管控体系建设策略。
4.1 建立综合绿化管控指标体系

研究以绿地率为主要指标，街区毛绿地率和绿化弹性指
标为辅助指标，建立广州市综合绿化管控指标体系。

基于国内外城市将破碎绿地集中设置为公共绿核的做
法，管理部门可从统筹协调的视角，补充街区毛绿地率指标。
在街区大单元中统一配置公共绿地，使得街区毛绿地率满足
绿地率的指标要求，既可以保障城市风貌协调统一，也优化
了地块空间布局，提供更多的居民活动硬质空间。

基于现行刚性控制指标，可增加地块绿化的弹性控制指
标，实现绿化管控指标体系优化。参照新加坡、上海、深圳
多地的绿化激励机制，弹性控制指标可引入屋顶绿化、立体
绿化折算办法，进一步细化地块绿地率的计算体系，以提高
乔木种植比例，加强屋顶绿化建设，提高城市绿视率。基于
广州往年品质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规划前期，政府部门可
提出一套绿化品质的评价模型，包含功能化指标、精细化指
标、特色化指标 3 类绿化弹性指标 [18]（表 4），通过前期规
划指引、中期方案评审、后期建设评估，实现全流程绿化品
质管控。
4.2 完善各类街道绿化设计指引

建立“地区总设计师 - 场地顾问”制度，通过系统化的
绿化设计指引，对街道一体化绿化设计进行统筹。

以广州市琶洲新区建设为例，在地区总设计师制度的基
础上，加入了场地顾问一角，负责统筹片区内场地设计（图
2）。场地顾问可将街道空间根据使用功能划分为景观型、
生活型、交通型、商业型4类，分别建立街道绿化设计指引。
以商业型的空间模型为例（图 3），指引包括综合绿化管控
指标体系和绿化指引图纸 2 部分。综合绿化管控指标体系以
绿地率、绿地率折算公式为基础，根据街道需求确定街道绿
化功能属性、绿化覆盖率、绿化贴线率、绿化与设施协调要
求等功能化指标，确定配置形式、绿化布局、主题树种、配
植色彩、生态技术要求等精细化指标，以及街道总体风貌、
慢行系统宽度、城市家具风格与布局等协调化指标。绿化指

图 2  广州琶洲新区地块绿化共建实践模式
Fig.2 Guangzhou Pazhou New District site greening 
common practice model

引图纸部分明确了绿化平面图、地块绿化布局、绿化效果图
等图纸内容、格式，场地顾问以此为基础，协调各道路、建
筑地块建设单位进行设计，以确保街道绿化充分满足不同场
景的目标使用需求。
4.3 落实街道一体化设计流程

设计阶段，场地顾问通过收集、整合，将道路和地块铺装、
景观绿化、市政设施等内容叠加成一张总图，纳入规划审批，
对街道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把控。为此，场地顾问应在前期
对接好市政道路与地块建设单位，由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后形
成稳定方案，该方案经地区总设计师和场地顾问的联审工作
平台审批通过后再实施。如此可避免传统设计方法中各专业
独立设计导致的建设风格不协调问题，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
的规划设计理念，保证街道空间精细化、品质化落实。例如，
琶洲金融区的赫基大厦地块，通过道路和地块 2 个团队的碰
撞，形成“点状树池行道树 + 连续开阔观赏草坪”的街道绿
化风貌，与其高端现代的建筑风貌相协调。后期地块经业主
与开发部门协商后，最终确定街道空间由地块业主一体化建
设。建成的树阵街区，相较传统市政绿化效果更佳（图 4）。
4.4 探索街道地块代建的新模式

前期招商进度缓慢的城市新区，普遍存在市政道路先于

表 4  3 类绿化弹性指标
Tab.4 Three types of greening resilience indicators

指标类型 常用指标

功能化指标（定量） 绿地属性功能、绿化覆盖率、绿视率、绿化贴线率、
绿化与设施的协调要求

精细化指标（定性） 配植形式、绿化布局、主题树种、配植色彩控制、
生态技术要求

特色化指标（定性）
总体风貌、慢行道路（尺度、材料、盲道）、公
共艺术（风格、布局、文化元素）、城市家具（风
格、布局、文化元素）

注：绿化贴线率指绿化空间贴绿化控制线的界面长度与绿化控制线长度的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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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商业型街道绿化管控模型
Fig.3 Commercial type of street-site greening control model

地块建设的情况。为满足街道的高品质要求，同时减少潜在
重复建设问题，本研究参考深圳前海十九开发单元 03 街坊
案例，创新提出在政府与地块主体之间增加“街区地块代建
单位”的新模式，即由一家地块施工主体牵头组织其他主体，
开展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 [19] 的全过程工作。

街区地块代建单位由前期入驻的综合能力较强的企业担
当，以代建单位的身份对街区地块这一专项工作进行规划、
设计和建设。开发前期，代建单位参考街道设计指引的要求，
经地区总设计师论证审批后，先行建设街区的街角广场、人
行道、绿化带等公共区域。代建单位集中采购模块化、可拆
卸再利用的铺装和城市家具，可缩减建设成本，并依据土地
出让条件约定地块业主共建街道的条款，保障资金的前期投
入和后期回流。

相较于传统二级开发，该模式引入市场机制下的代建角
色，使得街道开发更灵活：一是借助企业代建，可突破传统
市政定额的下限控制，使得前期的街道建设品质得到保证；
二是强化街道地块的生长性，后期地块业主无论是否沿用原
设计，皆可通过商业谈判灵活调整地块的风格和布局，保证
最终街道的整体绿化品质。

5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城市街道绿化承担着

生态涵养、门户展示、身心调节的重要职责。针对现有研究
注重建成环境评价和优化，忽视街道从规划到建设的管理情
况，本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从管控视角分析城市街道绿化品
质问题及成因，通过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管控经验，
结合广州本土的实践案例，创新提出建立绿化管控指标体系、
完善街道绿化设计指引、落实街道一体化设计流程和探索街
道地块代建新模式的策略，实现街道绿地的绿量不减、绿质
提升的目标，为广州建设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的高品质街道
提供管控思路，也为后发展城市提供经验启示。

本研究聚焦街道绿地品质提升的管控思路，在实施成效
方面尚有不足之处。未来将进一步探究街道一体化绿化品质
的提升成效，通过实验数据评估街道绿化的生态价值和社会
价值，衡量街道绿化管控指标设立的科学性；通过实践工作
探讨街道地块代建机制的可行性和经济性，以期为建立街道
一体化绿化管控体系提供更为科学的支撑。

注：图1来自百度地图街景，其余均由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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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琶洲街道一体化街道建成照片
Fig.4 Built photos of Pazhou Street integration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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