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
双碳目标的现状、需求与策略

The Status Quo, Need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Landscape Industry in China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Suppor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摘   要：针对国内外关于风景园林行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

支持双碳目标的研究空白，深度访谈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内多家

代表性机构的27位中高层领导，描绘相应现状，归纳问题与需

求，具体分析提炼出转变观念和认知、建立支持和鼓励机制，

以及行业能力建设三方面的8项紧迫需求，并提出9项行动策

略，构建理论模型。在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研究

成果可为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及相关机构发掘新的发展机遇、合

理定位并采取行动、更好地支持与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关 键 词：风景园林；行业；气候变化；双碳目标；策略；理

论模型

Abstract: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of how landscape industry could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support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7 senior leaderships in representative landscape consultancies 

and landscape departments in developer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the status quo was depicted, and problems and needs were 

extracted. Specifically, eight urgent needs that belong to mindset 

and cognition shifts,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mechanism 

establishments, together with professional capacity constructions 

were extracted. Nine strategies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ly. These would provide references and action 

framework for the landscape industry in China to evolve and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proper positioning and take actions 

rationally while contribute mo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pport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climate chang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strategy; theoretical model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4]。这与风景园林行业的主要价值

和业务领域高度契合，为风景园林行业通过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提升社会贡献和

行业价值释放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信号。如何将顶

层政策转化为有效的实施策略和方案，是风景园

林行业能否抓住机遇、获得发展的关键。但目前

尚鲜有人系统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

纵观我国学术界在气候变化和低碳领域的讨

论，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竺可桢发表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成果》[5]。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林业、

农业、土壤地质、气象、生态、能源、经济等领

域。虽然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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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年 ，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形

势已非常严峻，如不能立即、迅速、大规模地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未来20年内很有可能突破

《巴黎协定》温控目标[1]。由温室气体大量排放

造成的气候变化还将带来热浪、暴雨、风暴等各

类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及洪水等各种级

联效应[2]。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力争

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强调双碳目标和应

对气候变化[3]。2022年，二十大报告中更将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主要内容

之一，强调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生态设计的讨论[6]，但直到2010年前后才有学者

从风景园林视角正面回应气候变化和碳足迹的相

关问题[7-8]。之后该方面的讨论基本围绕理念、

各类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法、园林植物/土壤/水体

等的碳储量/固碳效益计测，以及碳汇计量监测方

法等展开[9-13]。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

数以支持和促进风景园林相关实践为宗旨。

然而，鲜少有研究综合探讨风景园林行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方面的现状和应

对路径。在知网以“(风景园林 OR 景观) AND 

(行业 OR 领域) AND (碳 OR 气候变化)”、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industry OR sector 

OR practice) AND (carbon OR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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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为主题关键词分别检索截至2022年

11月13日的中文和英文科研文献，共获得中文

文献82篇、英文文献118篇，经过标题和摘要阅

读，与风景园林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或双碳目标直

接相关的文献仅余中文1篇、英文2篇[14-16]。这 

3篇文献均主要以行业的工作内容，即项目实践

为基础展开讨论，尚不足以从行业视角说明风景

园林在上述方面应如何行动。然而，我国风景园

林行业的繁荣发展不仅符合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社会发展诉求，也关乎相应

教育、科研、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因而很有

研究的必要和价值。鉴于此，开展本调查研究

以全面梳理我国风景园林行业(以下简称“本行

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的现状，提

炼问题与需求，为科学制定应对策略提供支持。

1  研究设计

由于现有相关研究与信息非常有限，为摸清

整体情况，发掘主要矛盾，本研究采用一对一半

结构式深度访谈，充分挖掘事实、认识、观点等

不同类型和深度的有效信息，为后续深入分析讨

论奠定基础。数据收集和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基于“工商业中的门类[17]或国

民经济中从事相同性质生产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

的组织结构体系[18]”的行业定义划定访谈对象

范围。目标访谈对象需具有丰富的本行业从业经

验，对行业现实有深度认知。具体选择依据为：

(曾)就职于本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特色或代

表性的企业，并担任中高层领导职务的个人。选

取的企业覆盖政府职能机构、本土国有企业、本

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类型，以保证访谈对象

的代表性。为体现不同视角，访谈对象也包括若

干国内头部地产开发企业总部景观及相关业务部

门主管等。访谈问题主要围绕4个方面：对气候

变化和双碳目标的理解；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和双

碳目标带来的需求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

双碳目标的行动和计划/预期；为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和双碳目标所采用的外部支持与合作。当不

再出现新的有效信息时停止访谈。

访谈于2022年4—9月开展，共向25家机构

发出邀请，实际访谈21家机构的27人(表1)。单

次访谈时长62~241min，平均105min，整理访

谈文字43.5万字。将访谈对象打乱后编号，并对

访谈文字基于扎根理论[19]进行编码和范畴提炼，

提取目前本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所

面对的关键问题和主要需求，并提出应对策略。

2  研究结果

访谈发现，绝大部分被访者在专业教育甚

至更早的教育阶段即已对气候变化和碳足迹等相

关概念和问题有所了解，并积极在工作和生活中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此特征在具有海外学习、

工作经历的被访者中尤为突出。在27位被访者

中，22位所在的16家机构(占被访机构总数的

76%)已积极布局业务板块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和支持双碳目标，并认为此领域可以为行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另有4家机构(占被访机构总数的

18%)截至访谈时正计划相关布局。上述机构基

本都选择与高校相关专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其中

有16家机构已成立内部研发部门或工作小组进

行有针对性的技术研发。但是，截至访谈时止，

仅有7家被访机构在风景园林领域切实开展了直

接相关的实践，总体推进成效逊于预期。这意味

着风景园林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

方面的价值和潜力尚未被市场充分认知，或者相

关工作存在较大困难或挑战。

为探寻扭转上述被动局面的潜在路径，进一

步运用扎根理论，基于从访谈内容中直接提取的

开放式编码，逐级运用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形

成副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具体归纳得到认

知体系、影响力构建、顶层设计、管理机制、管

理工具、创新基础、边界拓展和能力开发8个主

范畴，并进一步归纳得到观念和认知、支持和鼓

励机制，以及能力建设3个核心范畴(表2)。 

 

3  讨论

表2中的各级范畴集中体现了我国风景园林

行业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方面的

问题和需求，也反映了潜在的行动方向。其中，

观念和认知、支持和鼓励机制，以及能力建设 

3个核心范畴分别体现了行业行动的主观内生动

力、客观外部推力和综合的能力支撑。目前，上

述各方面均亟须支撑与建设。现基于访谈数据综

合分析各范畴相应的行动策略，具体讨论如下。

3.1  转变观念和认知

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对社会生产

生活中的各行业及个人而言，本质上是一次价值

体系和认知格局的空前扩展，从个体的“小我”

扩展到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大我”，并强调每个

“小我”对“大我”的有效影响，以及不同个体

和系统间普遍而深刻的相互作用。因此，仅满足

“小我”而不顾及“大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得

不再可取，而能够实现“小我”和“大我”共赢

的策略和行动方案受到鼓励和推崇。

相对大多数其他行业，风景园林具有实现上

述共赢的天然优势，即普遍关注的植被、水体、

土壤等要素能够形成碳汇[20]。当然，原材料生产

加工、方案实施和后期运维等过程中也存在各类

碳源。我们应在主观上正确理解和理性看待本行

业工作在气候变化和碳足迹方面所产生的直接与

间接、显性与隐性影响，积极与利益相关方形成

共识，以便使本行业对“小我”和“大我”的积

极影响与综合价值最大化。具体行动策略如下。

首先，促进从业人员建立先进的观念与认

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帮助本行业从业人员了

解风景园林不同系统间的关联及相互作用关系与

原理，建立正确观念、认知乃至信念，使其在提

供服务和产品产出过程中具有全局视野，采用更

利于“小我”和“大我”共赢的方式方法，积极

积累先进实践经验。

其次，向本行业相关利益主体推广先进观念

与认知。这些市场主体包括上下游产业、业主、

使用者等，与本行业发展紧密相关。而且，上述

市场主体目前也普遍受到相关政策影响[3]，与本

行业具有相兼容的发展需求。我们应善于发掘潜

在的共同利益，与之建立共赢关系。为此，要求

图1  数据收集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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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业与外部接触的从业人员具备先进的观念、

认知与实践经验，并勇于推广。

最后，通过专业和全民教育推广先进的观念

与认知。专业教育面向本行业未来的从业者；全

民教育面向本行业服务与产品的使用者，也包括

决策者和未来从业者等。尽可能扩大共识，进而

推广先进理念、改善公众对本行业的认知、引导

科学理性的评价方式与诉求、推动实践创新；发

挥本行业广泛的公众宣传教育作用，支持相关政

策和措施推行落实。

3.2  建立支持和鼓励机制

主观能动性还需要客观的外部支持才能有

所成就。从访谈的情况看，目前本行业内直接

回应双碳目标的实践工作基本处于从理念向实

施转变的初始阶段，企业普遍面临价值认定和

转化机制模糊甚至缺失，缺乏与宏观政策相匹

配的具体工作路径与方法指引及系统评价体系

等，实践中困难重重。为有效通过本行业实践

切实应对气候变化、支持双碳目标，亟须建立

相关支持和鼓励机制。具体策略如下。

首先，细化、深化政策指引。我国城乡建

设对政策高度敏感，本行业身处其中也应积极响

应。虽然本行业整体规模和碳足迹压力相对能

源、交通、建筑等行业较小，并未纳入国家顶层

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但也具有产生碳汇、直接

影响广大人民生活环境品质的天然优势。深入挖

掘本行业减源增汇、缓解气候压力的潜质，探索

价值转化途径并构建盈利模式，将可能催生新的

行业增长点。行业相关顶层设计如能提供相应方

向引导和政策衔接，将有效推动实践并提升行业

内相关企业的行动成效。

其次，建立方法和价值认定框架。访谈数据

显示，大部分企业缺乏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

目标的基础方法和指标指引，严重制约实践工作

的开展。与此同时，勇于当先的企业自行投入研

发后，反而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为支持实践落

地并保障企业合理利益，行业亟须实践手册等基

础工具。目前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正组织编制《城

市绿地碳汇计量监测技术标准》和《城市公园绿

地低碳评价标准》等团体标准[21]，发布后可为相

关实践提供支持。同时，建议更新已沿用20年

且较单一的规划设计服务取费标准，设定基础服

务收费和专项技术类等个性化服务收费选项。如

此，既可以保证基础服务品质，又能够满足服务

对象个性化需求，还能鼓励和支持设计创新。

最后，建立健全服务评价和认证体系。目前

本行业的评奖、竞赛等主要面向产品，即项目方

案等。可进一步丰富评价和认证体系，如设立面

表1             访谈对象信息 

序号 被访者所在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规模 被访人 机构内职务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政府职能机构 中型 匿名

2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土国有企业

大型
Simon Yue 国际设计中心设计总监

3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彬汕 风景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4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型

肖洁舒 总园林师

5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雷 书记，董事长

6 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 小型 张书嘉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务副院长、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7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本土民营企业

大型

孙晓峰 全球创新中心副总经理

8
奥雅股份 L&A GROUP

李宝章 创始人，首席设计师 

9 赵谷风 生态技术总监

10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中型

曹晓宇 景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11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匿名

12 易兰规划设计院 陈跃中 创始人，首席设计师

13

阿普贝思(北京)建筑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小型

邹裕波 创始人，首席设计师

14 刘哲 生态中心总监 

15 刘砾莎 研发总监

16

AECOM

外资企业

超大型

张祺 高级副总裁，中国区ESG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17 黄剑 景观设计总监  

18 Lee Parks 景观设计执行总监，景观部门负责人  

19 EADG泛亚国际
中型

陈奕仁 行政总裁兼董事长

20 SASAKI 张斗 上海办公室总监

21 TOPOS景观建筑师事务所

小型

朱毅 执行董事，主持设计师

22
TROP

任扶桑 中国区负责人，总经理 

23 刘俏辰 项目经理

24 太古地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产开发企业 超大型

许志忍 中国内地技术统筹及可持续发展总监

2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匿名

26 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康江 产品管理中心助理总经理

27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本土民营企业 超大型 潘亮(本行业经验丰富) 零碳城市高级咨询专家

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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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和需求编码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式编码举例

观念和

认知

认知体系 价值观 勿以善小而不为，我就在每个环节都去关注一下

If it's not on a large scale it's not going to have a big impact, but it's also important

就是整体的关于碳排放的认识，人类要解决地球问题，必须从价值观和欲望的审美的角度，根本性的肯定是思想

认识 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整体上会是属于产生碳汇的这一面

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发生转变

全国各地都在重视(碳评估)这个事，然后各地领导的认知也从原来的只有概念到现在真的落实到了要怎么做的问题上面

It should start from awareness first, and being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designs

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社会整体认知的问题

它(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前景的问题，我们觉得是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共同命运的问题

观念 我认为未来的年轻人的接受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前提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比如说低碳生活变成一种时尚

It really has to be a change of mindset particularly you know t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to be more bold... and be 

more proactive

系统观 在全周期，碳本身其实跟生态是一样的，生态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必须是完整的

所以双碳必须放在一个system services这个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应该是个系统

但是你增加社会碳排放，……其实就是你自己赚了小钱，让别人赔了大钱

应该是我们的园林行业要走向对于整个地球的关注，就是把地球当作命运共同体

优先级 Changing the way that we've designed and put nature first,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things an absolute priority real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影响力

构建

教育 我自己认为这个基础教育，通才教育的影响才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从一个教育体系里面来改变。最重要的是教育体系，怎么(做到)教出来的人，能够在市场上面有竞争力

基础教育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对一个人从小到大的通才教育，无论是自然教育还是美学教育，都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美学观 

它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人的科普教育意义，还有生活观念的转变

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知方法教给他(小区业主)

话语权 (从示范到技术推广)估计很难的，但是也得做，你不做的话就没有话语权

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向上管理

不光是我们考虑(低碳理念)，同时还要说服甲方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件很新颖、很值得的事情

支持和鼓

励机制

顶层设计 政策 双碳，它是一个顶层设计，它从政策传导下来

So we need we need more (people) advocating on pushing a policy change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落地，要产生这个效果，一定是要去细化这个系统，不能一刀切下去……我们发现这个事情要往下去做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很

多细则

政府 如果政府在公共政策角度不做强制性的要求，市场的需求就不会爆发

政府来引导社会转型

他(政府)是(需要)制定双碳目标的规划行动方案和相应的一些政策，并且在执行层面起到监管和督促作用

学协会 行业(学)协会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设计行业争取更大的空间

So again sort of top level, the organization level should be driving that change 

在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其实行业(学)协会应该从更专业的角度，成为各级政府的顾问

资源分配 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层面应该划归一些资源来，划归到(教育)环节，这是非重要的，……其实也是经济

如果不能体现经济效益，还可以提供一些优惠政策，(目前还很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支持，所以)行业就很难推广这个事情(支持双碳目标)

管理机制 服务取费 主要是收益模式，最终还是价格起主导性

我们现在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项目的单价费用在降低，回款周期在加长，决策的难度在加大

但我们最现实的一点就是行业(学)协会应该去明确这些服务是要收费的

(项目融入低碳设计和认证后)设计费没增加，设计量增加，然后利润还减了

从逆向看设计费，是希望投资额越高，我的设计单价会越高……但是低投入的效果一点也不会差过这种高投入的景观，……它反而会越来越好，

更符合景观本身(价值)。就是风景园林(取费标准反映实效价值)的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怎么解决呢？

监管 首先是，由谁去监管？这个量，谁说了算？这个从源头上就很难保证

怎么做，做成什么样，或者是后边谁来查，如果我没做到又会有什么惩罚，这个现在全都是空缺的

经济效益 我们所有做的有关双碳的这些……，都是用我们自己省出来的钱去做的。只是我们认为社会需要，我们自我有鞭策力，那么我们的回报是什么？

碳汇应该也能够在我们身边去流通，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效益

价值认定 (城市绿地)直接固碳价值不高，但是它间接固碳价值高

对风景园林学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改变价值坐标系

We need to just get stronger on the economic issues

管理工具 法规、规范 大家统一(碳排放)算法之后，……就更容易把这个事情规范好

有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而且是很好的，但它没有变成大家广泛遵从的一个规范要求，或者是没有建立起来这么高的壁垒和门槛，大家必须要遵

守，所以它(本行业)在实际行为中就会变得非常的柔性，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它很被动

标准 缺乏一些基本的标准

通常来说标准低，它(规范/标准)……提供的(产品/服务)标准也会低……都会是先从满足底线来考虑

我觉得可能要国家(级的标准)才会真的有用，因为行业标准有时候不是强制性的标准

这个(目标)它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以什么标准，参照什么要求，达到什么目标，是不清楚的，没有标准的，……如果评估就没有参照系

指标 国家没有提出来很具体的，就是每个指标要求你多少年达峰或是中和，现在是没有的。很多都是企业自律的一个情况

评价体系 目前的研究还没到(提出)评价体系(的程度)

但真正的风景园林，在真正的城市，应该写就去修复，或者说去弥补碳平衡，(实现)其他平衡的状态。所以它的评价标准，我觉得应该换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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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和机构运作模式等类型的奖项；除经济价

值外，需引入多元评价指标，以回应气候变化和

双碳目标所带来的价值体系转变，鼓励行业主体

多元创新。 

3.3  行业能力建设

不论外部条件如何，行业实力始终是成功

的必要条件。访谈发现，本行业普遍缺乏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并适应我国现实的基础数

据、方法和工具。想要抓住2030年实现碳达峰

的发展窗口期，本行业还需苦练内功，打造核心

竞争力并实现不可替代性。具体而言，目前亟须

在以下3个方面抓紧专业能力建设。

首先，收集、整理定量基础数据。随着未来

产业朝数字化和绿色方向飞速发展，充足乃至海

量的基础数据在分析与决策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已然成为各行业升级的重要途径[22]，对本行业

也不例外。然而，目前普遍存在的困境之一是机

构虽有定量模拟、验证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碳

实效的意愿，却因缺乏基础数据，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严重制约方案的说服力和实效。虽然已有

学者和科研机构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如植物碳储

量、碳汇量测定，不同景观要素及其构成的碳汇

能力等[23-25]，但尚未形成系统完整且便于实践人

员运用的基础数据库。为此，亟须联合实践和科

研领域相关机构和团队，共同构建基础数据库并

(有偿)开放，提升行业决策能力。

其次，基于数据和经验总结方法和理论。为

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重复试错，应及时总结、整

理行业已产生的具有普适性、值得推广的做法，

以及在实践中会导致问题、应尽量避免的做法，

续表2

注：每个副范畴仅列举代表性开放式编码，为保持原真性未将英文原话译为中文。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式编码举例

能力建设 创新基础 数据 需要各种技术数据的支撑

只有数据来说话，我们才有讨论的锚点

I think there has to be a very tangible return

能够做基础数据搜集和研究的非常少

理论 要突破研究边界，突破理论边界

理论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样的理论和理论先导者，其实是对整个行业的作用是最显著的

方法 怎么分析量化

测算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需要提升

At the bottom and then it's the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things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行业内，……对ESG的认知

技术 我们(行业)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这)就是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有更新的科技手段

规划设计，肯定要有碳排放相应的应对技术

工具 (碳评估)并没有一个很成熟的软件或很成熟的工具

(缺乏)一些基本的工具

Landscape architects have been a bit slower on developing tools I think for measurement

But it's no good being able to use the tools without knowing how to you know design efficiently

You must get to learn to use these tools you know you can do amazing things with modeling and software, so you have to do this

总结经验 我们要把很多……坑要避免掉，要总结梳理

从负面清单开始整理，……而不是说掰着手教大家怎么做，……还有要注意从实践中反馈

边界拓展 合作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协同设计，它应该被综合考虑

所以跨专业、跨领域的合作，就是要我们一帮人有自信心，我们要有这个能力，人家觉得跟你合作是加分的，而不是拖后腿的

真正深入的合作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不断地互相深入搭接碰撞，能够各自有所激发

产业链协同 沿产业链发展

建筑房地产上下游企业，它并不只是这一个开发周期的，其实它是很长很长的一个链条，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个阶段，去把这个(应对气候变化、

双碳)目标达成

信息流通 (企业间)横向交流很少

在研究过程中让企业或者说让实践领域知道学校在研究什么，这些研究对于企业的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与大家沟通的

能力开发 定量化 We could start with quantifying natur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that natural capital has in terms of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The challenge is of course for doing that is really coming back to this issue about data quantifying results and benefits scenarios representing 

a design to a client

其实实施的最大阻力就是没有真实的定性定量分析

定量了以后，实际上是会树立一个非常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

研发 从企业角度，在双碳方面最为关键的是创新研发

研究必须呼应社会的需求

职业能力 风景园林师需要同时具备绿色的一些设计的能力

要把这种减碳增汇的理念细化成一些新的设计手法、新的旅游产品，或者是新的空间形态

(本行业)还是要再更全面、更细腻地去理解，提出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双碳目标的策略和实际的做法

(专业人士)他会做是一方面，他还要有很强的推介能力

循证设计 Meaningful and quantifiable statistics to inform our designs

In the infancy of it (transforming the research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o practice)

使用后评估 But we're not really be good at documenting the performance of flat steps and identifying the benefits of landscapes in numbers

(使用)后评估是我们做得非常不够的一个部分，我觉得现在好像普遍都没有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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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正面和负面经验转化为指南、操作手册

类材料，公开发布(售)并不断更新。同时凝练理

论，指导进一步实践创新。显然，这些需要大量

项目全周期数据的支撑，为此，应鼓励行业积极

开展循证设计和使用后评估，形成全周期反馈

闭环。

最后，拓展跨行业协同创新。正如生物多样

性较高的生态系统往往更平衡健康，应鼓励和支

持行业内多元发展，同时积极开展横向跨专业和

行业、纵向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多维协同合作。

唯其如此，才可能更好地取长补短、激发行业创

新能力。

3.4  构建理论模型

由上述编码结果和讨论，可以构建我国风景

园林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的理论模

型(图2)。为了让我国风景园林行业更有效地应

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需要行业观念、机

制和能力三方面同步发展，并相互依托、促进。

该模型可帮助决策者从全局层面梳理把握各要素

关系，辅助决策；帮助行业实践者对照自身情况

合理定位和开展工作；帮助科研、教育人员了解

行业需求、将自身工作纳入宏观的体系内，充分

发挥实践价值。随着各方工作的推进，该模型也

有助于检验体系构建成效。运用此模型时亦需兼

顾风景园林其他方面的综合价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的主要问题，分

析提炼出观念、机制和能力三方面的8项紧迫需

求，并提出9项应对策略，构建理论模型，为现

阶段我国风景园林行业在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大

背景下与时俱进、发掘新机遇提供参照系和行动

框架。本行业需立足本国国情，全面梳理运作机

制、工作模式和产品服务中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和支持双碳目标的环节及过程，并付诸行动；

同时也应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学协会、教育、

科研等主体深度沟通与合作，共同开拓风景园林

行业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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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双碳目标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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