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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绿化是一项重要的环境建设工程，是创建健全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障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我国城市绿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研究城市绿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显得越来越迫切。
努力掌握城市绿化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运用政策、法规和经营管理方法，以推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
展，城市绿化工作者任重道远。
　　这本书是以城市绿化管理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国家和地方对城市绿化管理现行的方针、政策、
法规、条例为主线，结合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编写的，目的是为城市绿化工作者和
相关专业院校师生提供一本适宜的学习参考资料。
编写中力求联系实际，提高可操作性。
　　本书简述了人类社会对城市园林绿化的功能和目的的认知由观赏、游憩为主向生态环境维护、可
持续发展这一更高层面转变的历程，阐述了当今城市绿化业的性质、作用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及其特点和发展对策，介绍了我国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的现行法规、条例以及有关地方的规范性规定
，阐述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绿化业市场的发展和对市场的引导机制，对城市绿化建设的宏观措施
以及对园林专业生产、经营单位微观管理的概念和方法，并扼要介绍了城市绿化业深化改革中有关的
探索和思考。
　　城市绿化管理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学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也将不断向
前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学科会在实践中不断受到验证，不断更新完善。
愿同好者携手共创城市绿化管理学科的新水平。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园林绿化界专家程绪珂、吴振千、严玲璋等的指导，得到上海市绿化管理
局、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参考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
　　编著者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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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绿化管理学》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园林绿化业的特点和发展对策、城市园林绿化功能的演
进、城市园林绿化效益评估与计量、公园建设与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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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城市园林绿化效益评估与计量　　第一节城市园林绿化效益评估与计量的意义　　人们对
园林绿化功能的认识有了提高，但是，园林绿化为社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国民经济中却没有得到
应有的体现，对园林绿化效益的论定还停留在概念化的水平上。
园林绿化业的产业性、生产性日益显现出来。
但是，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估、计量。
尤其是对环境效益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认识上的差距更大。
根据它的经济效益外部性的特点，要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去评价它在各个生产部门、各个行业中发挥
的作用。
如何把园林绿化的环境效益与国民经济融为一体，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的投入，是社会环境资源的积累，是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储备。
劳动、资金、土地、技术的投入，以及不间断地维护投入都应该作为社会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计划
。
它所创造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物化在社会财富之中。
由于现行经济体制中，没有建立园林绿化效益的核算机制，未能反映其投入产出的关系，而埋没了它
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而缺乏产业的支撑，甚至误解为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装饰工程”。
在国民经济中，缺乏同步发展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再加之我国现行的有关园林绿化法规、条例大都偏重于行政的调控，缺乏经济的内涵，还没有摆脱非
物质生产的局限，未能确切地表达园林绿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价值。
对园林绿化投资所形成的绿色资产，还没有纳入产权所有者的资产帐户之内，对树木绿地增值所形成
的物质财富和所产生的环境价值也没有进行评估、计量作为有效成果列入所有者的收益帐户之内，因
此，投入产出的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更没有进行核算。
　　园林绿化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特点，供全社会享用，所有者、投资者、享用者融为一体
。
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土地、资源配置，资金投入往往向短期利益倾斜，而不利于与各项经济建设同
步发展。
实行园林绿化效益的评估、计量，建立核算体系有利于反映它具体的经济效益，改变概念化抽象化的
评说，从而明确投入产出的关系，增加向园林绿化投资的经济依据，从而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
　　城市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是缓解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
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
它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生活，服务于整个城市，为城市的现实服务，也为城市的未来服务，造福当代
，荫及子孙。
园林绿化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具有广泛的持久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为此，对园林绿化效益的评价，要从整个社会、国家全局出发，对园林绿化的功能、作用和价值进行
宏观的评价，以确定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应有的地位。
　　园林绿化对城市提供的使用价值包括“三大效益”。
其中，“环境效益是取得经济效益的前提，社会效益是环境效益的具体 映。
”三个效益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组成了一个辨证的统一体。
　　因此，广义的园林经济效益表现为两种形式：　　（1）直接经济效益，即园林生产经营单位以
货币为媒介通过商品交换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与所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对比关系。
　　（2）间接经济效益，即因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而产生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所转
换的经济效益。
园林绿化的这种间接经济效益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公益价值，远远地超过园林生产经营单位所取得的直
接经济效益。
　　第二节 城市园林绿化价值主体是环境效益　　绿色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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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生产发展，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的时代显得更加重要。
国内、国外专家对园林绿化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许多研究，共同的认识是园林绿化的间接效益大大超
过直接生产所创造的价值。
环境效益的特点是不以物质产品为主体直接进入市场，而是以相当的能量渗透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中间，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美国科研部门的一份资料表明，绿化的间接经济价值是它本身直接经济价值的18～20倍。
这个测算内容包括：流行病减少效益为2；环境污染控制效益为6；森林综合效益为10～12。
　　俄罗斯的研究资料认为，森林的环境保护价值占森林总价值的3／4。
　　印度一位教授的计算结果：一棵正常生长50年的大树，其群落的贡献价值为19．36万美元。
在50年内，产生氧气的价值为3．12万美元，防治大气污染的价值为6．25万美元，防止土壤侵蚀、增
加土壤肥力可创造价值3．12万美元，涵养水源、促进水再循环的效益约值3．75万美元，为鸟类和其
他动物提供栖息环境所创造的价值为3．12万美元。
　　芬兰每年生产木材的价值为17亿马克，而森林的环境效益价值达53亿马克，3倍于木材价值。
　　据我国有关部门计算：我国三北防护林，其防护效益占70．33％，直接效益只占29．67%。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参照园林绿化环境效益有关指标，对环境效益进行了评估、计量并换算了它的货
币价值，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促进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报载：天津开发区建在渤海之滨原来的盐场卤化池上，土壤贫瘠，寸草不生。
10年来辟建绿地170公顷，种植树木10万余株，草坪100万平方米，各种植物300余种，平均每人拥有绿
地19平方米，总计投入1．425亿元。
经计算其经济效益：树木生长增值180．3万元／年，释放氧气、滞尘降尘、蓄水保墒、增湿降温等的
环境效益计5 771万元。
两者合计5 951．3万元，其投资年回报率为41．8 9／5，而且其效益将随着树木的生长逐年递增。
　　1995年编制的《上海浦东新区绿地系统规划》规划实现后仅以放氧、滞尘等5个环境效益指标换算
其年效益为120～128亿元。
　　参阅1996年《重庆市建设风景园林城市对环境效益的预测》，按照国家园林城市规定的指标其规
划实现后，仅以产氧、调节温度、湿度等5项环境效益指标换算，年均价值66亿元，按此计算六年的产
出就接近资金投入的总量。
　　第三节 环境效益的换算和参考数值　　（一）环境效益的换算　　环境效益的来源是园林绿化对
社会生产，人们生活所发挥的功能。
它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的以实物计量；有的以一定的能量作用于其他事物；有的对人的精神文明
、生理卫生发生一定的优化作用，而间接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为了把环境效益由抽象地描述逐步以数量表现，便于为人们所理解，为社会所接受，所以需要经过换
算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借鉴其他行业的运算经验，试选用如下几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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