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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园林空间及其功能是人类福祉的基本来源，而人类福祉需求则是风景园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厘清风景园林与人类福祉的关系对风景园林创建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从服务角度强调风景园林对人类福祉

的贡献，梳理风景园林提供的景观服务类型，分析景观服务的空间流动过程、类型及其机制，从而揭示出景观

服务在哪里产生、流向哪里、实际在哪里被使用等过程。基于景观服务及其空间流动特征，提出基于景观服务供

需平衡的风景园林空间管理框架，以期为满足人类福祉需求的风景园林空间布局和管理决策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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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pace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the fundamental source for human well-

being, while the demand of human well-being is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significa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uman well-

being for creating beautiful life. Contribu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human well-being was emphasized 

from a service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Landscape service types were sorted,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these 

service flows was analyzed as well as their flow mechanism and types. These findings could help to reveal 

where landscape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delivered and used. At last, a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corporating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landscape service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services and their spatial flows. This framework may aid efforts to plan and manage 

landscape space for improving huma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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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接风景园林与人类福祉的景观服务
1.1  景观服务

随着人口增长和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掠夺和对经济增长的

盲目追求，引发了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以及文化趋同、人际关

系淡漠、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和社会

问题 [1]，从而使人类逐渐暴露在更多不安全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导致人类福祉下降。人类

福祉（human well-being）是指一种良好的、满意

的且有价值的状态 [2]，既包括人类对自身物质、

安全、精神等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包括由

于需求被满足而产生的感受 [3]。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报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简称

MA）认为人类福祉主要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所

需要的基本物质（如食物、住所、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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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如身体健康和健康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关系（如相互尊

重）、安全（如免受自然和人为灾害影响的安全）以及自由和选择（如

对事件的控制能力）5 个方面 [4]。这些方面共同反映了人类在满足自身

物质和精神需求方面应该具备的条件，而风景园林作为一个空间意义

上的自然—人文复合系统，不仅具有气象、水文、生境等自然生态功

能，还具有文化、景观等社会文化功能，可提供上述条件的多个方面，

对提升人类福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风景园林的生态、美

学、经济等多种功能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发展，人类正是通过对这些功

能的消费而使自身福祉得到不断的满足和提升。然而，当前多数研究

者和决策者仅仅关注了风景园林所具有的多种理论潜在功能，而忽略

了人类享受这些功能时需要额外投入的各种成本（如需要花费一定的

交通和时间成本才能享受到一定距离的公园服务），高估了实际被使

用的功能，从而造成某些功能实际上没有被人类利用而引起资源浪费，

或是引发风景园林不公平服务现象。风景园林如何促进人类福祉的可

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为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福祉需求，MA 提出了生态系统服

务的概念，认为被人类获取到的生态系统功能即是服务 [4]。这一概念

从需求角度强调了只有那些被人类利用的功能才是服务，而未被人类

利用且获得利益的功能则无法成为人类福祉提升的基础。生态系统功

能的发挥最终是要在景观要素上实现 [5]，根据 MA 的定义，由多种景

观要素构成的风景园林空间几乎可提供满足人类福祉需求的全部类型

的生态系统服务。然而，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强调的是各生态组成要素

的功能，忽略了景观要素在空间格局中的综合作用 [6]，并不能完全反

映风景园林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为了强调空间格局的重要性，de Groot

等 [7] 提出了更贴合风景园林内涵的景观服务概念，认为基于空间格局

综合作用的景观可以作为“空间—生态系统功能—人类福祉”的传递

基础，人类能够从其中获取到相应的服务，即景观服务。景观服务强

调了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获益的空间要求，如服务供给区域的位置

和规模，或一定范围内影响微气候调节需要的有效植被面积与格局等。

同时，与生态系统服务相比，景观服务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单个斑块的

生态系统功能，更多地依赖于多个斑块和人类要素之间的空间交互及

流动。因而，景观服务概念更有利于理解人类活动与风景园林所提供

的多项服务之间的传递、消费等空间交互影响，尤其在风景园林规划

布局与管理中更容易被规划师或决策者所接受和理解。此外，尽管生

态系统服务也考虑了诸如美景欣赏与游憩服务等文化方面，但风景园

林中的某些要素有时则是不被考虑在生态系统之内的，如建筑或人工

设施 [8]。而这些非生态要素恰恰是人类思想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表征，

也是景观服务区别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方面之一。

1.2  景观服务与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学的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9]，而风景园林

空间的塑造则是其协调的基础。与景观生态学强调的某一地域单元内地

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自然要素之间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景观空间不同，

风景园林所塑造的空间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互动关系为基础的

空间集合。其中，自然和人文要素是构成风景园林空间结构的物质基础，

而其不同的位置分布和结构组合则形成了风景园林空间独特而丰富的格

局和异质性特征（图 1）。风景园林空间异质性是景观要素之间流动的

基础。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景观要素经过多种相互作用可形成多种复杂的

景观过程，这些过程对风景园林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景观

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景观功能供给的多样性 [10]，而景观功能经过人类

价值取向选择并被利用后则可形成多种景观服务。不同景观服务之间可

能存在权衡或协同关系 [6]，即一种服务的增加可能会降低另一种服务，

或一种服务的增加或减少会同时促进另一种服务的增加或减少。景观服

务经过相互权衡后与人类投入结合则产生收益，这种人类投入可以是交

通成本、养护成本、包装成本等物质输入，也可以是政策制度、文化等

非物质输入 [2]。收益通过反映不同群体的偏好、原则进而表现为价值 [11]，

这些收益和价值即可满足人类需求从而构成福祉。可见，人类福祉既依

赖于风景园林提供的多项服务，也依赖于社会资本、制度等的投入，景

观服务的贡献是风景园林创造人类福祉过程的一部分。

1.3  景观服务类型

风景园林空间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景观服务，不仅能够依靠其内生

资源提供诸如食物、水、休憩空间等基本的物质产品服务，也因人类活

动的参与而具有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文化传承等精神产品服务。尽管

风景园林提供的景观服务多种多样，但人类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则具有选

择性。如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森林景观的空气净化功能往往受到特

别关注；而在遭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森林景观的洪水调蓄功能则更加受

到重视。可见，景观服务的有效存在与人类的实际福祉需求有着密切联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类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5 个层次 [12]。Kienast 和 de Groot 等在综

合了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满足人类福祉需求的四大景

观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生境服务和文化服务 [7， 13]，认为风景园

林提供的景观服务至少可满足马斯洛（Maslow）需求理论的前 3 个层次

的需求（图 2）。景观供给服务主要包括食物供给和休憩空间供给两方

面功能，可满足维持人们生理需求的粮食、果品等食物需求，以及恢复

体力和能量的休憩场所、庇护所等需求。景观调节服务和生境服务则主

要满足于人类为维护自身生存所需的健康安全环境的需求，包括大气安

1 风景园林与人类福祉的级联框架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uma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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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安全、土壤安全和生物安全需求等，相应的服务有大气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服务、水文调节服务、水质净化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生境服

务。文化服务可为人们提供休闲消遣、友爱情感、美景欣赏的景观载体，

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美的需求等，主要包括休闲娱乐服务、美景欣

赏服务、科普教育服务和精神文化服务。景观服务的概念以人类对景观

功能的需求为出发点，使风景园林应用从单纯的景观保护转向基于人类

需求的积极的景观管理引导。

2  景观服务空间流动机制与类型
从景观服务形成到人类受益需要经过服务供给、输送和使用等环

节，对应到风景园林空间上则具有服务供给区、连接区和受益区等基

本结构 [14-15]（图 3）。提供景观服务的风景园林空间单元为服务供给区

（Service Providing Area，简称 SPA），该区通常以自然或生物物理过

程形成景观功能从而提供服务，是景观服务的源（source）。使用景观

服务以满足人类福祉需求的风景园林空间单元为服务受益区（Service 

Benefiting Area，简称 SBA），该区虽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服务，但难

以满足各类服务数量和质量需求，必须依赖于外部服务的输入才能满

足人类的多种福祉需求，是景观服务的汇（sink）。当服务供给区和受

益区在空间上不重合时，连接二者的中间区域即为服务连接区（Service 

Connecting Area，简称 SCA），该区是影响服务传递或阻塞的主要区域。

服务连接区内有时可出现“汇”的特征，即在没有消费者使用服务的

情况下服务的自然损耗，如服务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可能发生衰减或

弥散 [16-17]。因此，将风景园林与人类福祉联系起来的核心问题是理清

服务从供给区到受益区的传递和变化过程，即景观服务的空间流动。

景观服务的空间流动是指一个区域所产生的景观服务通过水、

空气等媒介移动而传递到区域以外其他地方而发生的空间位移。其

中，媒介载体的移动多是由自然和社会系统中所产生的物质、能量

和信息等梯度差所引起的 [16]，如由重力差而引起的水流，由气温差

而引起的气体扩散，由密度差而引起的海水流动以及由美景信息差

而引起的人流等。景观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异质性是引起物质、

能量和信息梯度差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自然地理背景的宏观地域

分异使得风景园林提供的功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 [18]。另一方

面，影响景观功能是否被使用的人类需求也受到个体或群体的心理、

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往往也具有区域差异性 [16]。

这些空间异质性使得人类利用景观功能的位置和景观提供功能的地

点之间往往不匹配，服务供给单元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数量也可能难

以满足该区域服务使用的人类需求，必须通过服务的空间流动来满

足人类福祉需求。这种服务供给和消费的非同步性和不确定性，为

风景园林管理决策增加了难度 [19]。因此，明确景观服务的产生、传

递和消费过程，从而综合考虑服务空间流动以及供需平衡状况，对

风景园林管理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与精神信息相关联的景观服务，其在服务产生、传递和使用

过程中几乎是无损耗的，如美景欣赏服务不会因被多次观看而消失或

下降 [17]。而对于以生物物理过程为基础的景观服务，其服务提供、消

耗和使用方面的能力常常是有限的，如湿地景观调蓄洪水的服务能力

是有限的，一旦洪水量超出湿地的承载阈值，湿地系统将趋于退化或

崩溃 [20]。这一类服务从供给区流出后，一种情况是经历了“汇”区域

的消耗而只有部分服务流入受益区；另一种情况是在服务传递过程中

被途中的“汇”区域完全消耗而无法到达受益区。如以水为传递媒介

的上游水质净化服务在其传递过程中，由于中游土壤下渗或其他利用

等过程而使下游获得的净化水量逐渐减少，可能使到达受益区的服务

下降或由于中途消耗严重而无法到达受益区。由于这类服务的有限性，

服务流入受益区后常常被不同用户竞争性使用。竞争性意味着一方受

益者对服务的使用将会减少其他受益者使用服务的机会 [16-17]，如流域

中游用户对净化水的使用常常会减少下游用户使用的机会。而具有无

限性特征的服务，如文化服务流入受益区后常常是被非竞争性使用的，

即多个受益者的服务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机会 [21]。此外，由于

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一些服务在传递过程中其强度呈现

出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 [22]，如公众对娱乐休闲服务的使用随空间距离

的增加而减少。

2 景观服务类型及其与人类福祉对应关系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andscape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s

2 3

3 景观服务空间流动过程
Spatial dynamics of landscape service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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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景观服务供给区与受益区的空间

重叠、邻近关系及其交互方向特征，可将景

观服务流划分为原地服务流（In situ service 

flow）、无方向性邻近服务流（Omni-directional 

and proximal service flow）、无方向性全球服

务 流（Omni-directional and global non-proximal 

service flow）、 有 方 向 性 到 达 用 户 服 务 流

（Directional service flow to user） 和 有 方 向

性 用 户 到 达 服 务 流（Directional service flow 

related user movement）5 种类型 [14-15, 23]。原地

服务流是指服务供给区和受益区完全重合的

类型，无服务连接区（图 4a），如某些区域

的食物供给服务。无方向性邻近服务流是指服

务的供给是无特定方向的，且其周围区域为

服务受益区（图 4b），如仅在相邻区域发挥

作用的公共绿地降温服务流。无方向性全球服

务流是指服务的供给无特定方向，且人类享用

该服务不依赖于该服务是否邻近（图 4c），

如可在全球尺度发挥作用的气候调节服务流。

有方向性服务流是指服务从供给区到受益区

的流动具有一定方向性。其中，服务从供给

区流动到受益区的类型为到达用户服务流，包

括服务从一个供给区流向不同距离的一个或

多个受益区的多种情况（图 4d），如径流调

节服务从流域上游流向下游，为下游受益者

提供服务；而用户到达服务流是指人类朝着

某个方向移动来获取服务的类型，包括一个

或多个地区的用户通过移动不同距离到达同

一个服务区的多种情况（图 4e），如人们利

用交通工具从住地到达景区欣赏美景服务等。

 

3  基于景观服务供给、需求与流动的

风景园林空间管理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快速转

型时期，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使得居民的需

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 [24]，同时全球化背景

下频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换使得景观

服务的流动性需求被不断增强 [25]，这些均对

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风景园林建设与

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当前风景园林

建设与管理大多是基于静态的、服务潜在供

给的方式 [5]，并没有详细考虑服务实际使用及

其流动过程的权衡与损耗，很容易造成资源

4 景观服务空间流动类型
Different landscape service flows between service provisioning and benefiting areas

5 满足人类福祉需求的风景园林空间管理框架
Framework of landscape space management for human well-being demands

浪费以及不公平享用等问题。景观服务供给

与需求的空间配置以及服务流动的距离衰减

等理论，为风景园林空间布局和管理决策解

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满足人类福祉需

求的风景园林空间管理应通过以下几个关键步

骤实现（图 5）。

1）基于风景园林空间生物物理条件，筛

选指标体系，定量化绘制景观服务供给与需

求图，并判断景观服务流。景观服务制图是

利用量化指标体系，对特定时空尺度上景观

服务的组成、数量、空间分布等特征进行定量、

可视化描述的过程 [26]，需要明确服务供给区 /

量、服务流以及服务受益区 / 量。

2）基于景观服务供给与需求图，分析不

同景观服务的供需差异，初步确定风景园林

空间管理目标。景观服务供需分析需要明确

服务供给与需求空间位置的匹配程度、服务

供给与需求数量的满足程度 [27]，以及服务供

给与需求类型的对应程度。

3）基于景观服务流传递特征与成本，结

合当前社会经济背景，确定多项景观服务之

间的权衡关系，进而设定不同的情景发展目

标和策略。不同情景的设定需在整合利益相

关者的意愿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充分考虑以

下多种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增加或消减服务

流路径上的“汇”效应，或重新定向连接阻

塞服务流路径使其到达更多潜在用户，同时

增加多项协同效应服务的成本，或权衡增加

一种服务而降低另一种服务的收益代价。

4）基于情景发展目标，确定具体的风景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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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保护、提升和新建等空间管理要求，包

括明确风景园林重点保护和一般维持区、提

升和新建区，以及需要提升和新建的服务类

型与数量、范围与强度等关键值。

4  结语
从服务角度区别风景园林功能是否被人

类利用且获益，是体现风景园林对人类福祉贡

献的重要基础，而服务的空间流动则刻画了

风景园林服务从提供到传递再到消费的过程，

有助于决策者理解服务在哪里产生、流向哪

里、实际在哪里被使用多少等过程。风景园

林与人类福祉的级联框架及其空间管理框架，

为从人类福祉需求角度制定合理的空间管理

措施提供了参考，对风景园林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注释：
图 3 改绘自参考文献 [17]；其余图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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