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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业”作为专业术语正式出现于 1970 年代，1996 年联合

国发展计划署（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将

城市农业定义为“以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为主要目的，采用集约方

式，利用自然资源和城市废弃物，在分散于城市或郊区各个角落的

土地和水体里种养各种农产品，并进行加工和销售的产业”[1]。在

此基础上，莫吉奥特（Mougeot） 在 2000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城市

农业：定义、形式、潜力、风险及政策挑战》（Urban Agriculture: 
Definition, Presence, Potentials and Risks, and Policy Challenges）中，

从行为活动、产品、位置、实施场地、产品目标群体和生产规模等

六个方面总结了城市农业的主要特点 [2]（表 1），亦可视为是对城市

农业自身内涵较全面的解析和描述。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展开了城市农业的相关研究和操作实践，

其中以北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城市农业的理解和实践较为深

入，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收效明显，对我国城市内部

空间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也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因此本文以此

为例，围绕城市农业的规划整合与管控策略展开探讨。

摘要 ：1980 年代以来，现代城市农业的研究和实践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展开，并在近年来开始影响我国的城市发展。本文围绕

北美地区城市农业的规划整合与管控实践，首先梳理了北美城

市农业规划整合与管控的主要特征与功效，其次从用地规划机

制、帮扶政策、环境管理控制三个方面解析北美城市农业的规

划整合和管控策略，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对应从增加规划弹性、

健全政策体系和强化环境管控三方面为我国城市农业的有效开

展提出建议。

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Urban Agriculture (UA) 
has become prevalent in the world since 1980s and star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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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农业特点类型和说明

特点 特点说明

行为活动特点 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供需点地域上的接近与快速的物质流动使其

较传统农业有着更强烈的空间关联性

产品特点 主要为人或家禽提供以食品为主的消费品，例如，谷物、根茎类

植物、蔬菜、芳香和药用植物、水果以及牲畜等，也生产部分装

饰或农用工业产品，例如蚕丝、烟草等

位置特点 可以为城市市区以内和市区边缘地段

实施场地特点 场地属性包含公有和私有 ；空间类型包含室外场地、建筑屋顶、

露台阳台和室内场地等

产品目标群特点 主要满足自我消费和附近市场消费人群

生产规模特点 规模往往较小，主要通过个体、家庭、中小企业或机构组织来完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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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美城市农业发展缘起

追溯北美城市农业的发展源头，城镇化进程常被视为推

动其近现代城市农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 20 世纪初

城市的发展和扩张，直接导致传统农业人口和农地的减少，

进而加剧粮食供给紧张和城市环境恶化，使得北美城市在发

展过程中不得不将城市和农业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进行整

合探讨。

以美国为例，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市快速发

展，1920 年代美国的城镇化率迈入 50% 大关 [3]，这一阶段

也正是北美城市农业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当时为了缓解粮食

供给压力等问题，美国政府鼓励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利用自己

的庭院来种植食物，并在二战中发展出了风靡一时并被誉为

“胜利农园”（Victory Garden）的城市农园形式。在 1942—
1943 年期间，这些“胜利农园”的蔬菜总产量约占到全美

国消费总量的 40%[4]。

但在二战结束后的 20 余年里，北美农业化生产技术高

速发展使得粮食供应充足，城市居民的农园土地被大量收

回用于城市建设，私家庭园和公共园地当中的植物种植也

从蔬果转变为装饰性绿化，城市农业在北美城市中开始被

淡化和忽略 [5]。直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随着环境和资

源问题开始日益严峻，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普遍共识。城

市农业的多重内在价值及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使其在北美城市当中逐渐重拾魅力，北美城市农业进入到

第二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对城市农业功能的关注也从

单一粮食生产演变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元化的功能诉

求（图 1）。

2  北美城市农业规划整合与发展的主要特征

2.1  依托城市农业的灵活性，推动城市空间节约集约利用

城市农业的灵活性体现在其对于操作土地面积门槛要求

较低，对于地块的形状、位置、气候条件并无严格限制。因此，

北美城市农业规划和管理鼓励在城市内部未利用或利用程度

不高的用地中寻找机会。可以发现，北美城市农业的大部分

空间载体都是城市当中闲置或低效使用的边角区域，例如社

区庭园、空地、废弃地和屋顶等，尽管这些用地地块单块面

积不大，用地质量欠佳，但用地总规模却能积少成多，对城

市空间节约集约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纽约市曾针对市区土地和空间做了一项关于城市

农业发展潜力的调查，调查显示在城市内部具有潜力可被

发展为城市农业的土地总面积约有 370 多 km2，具有潜力开

展城市农业的屋顶面积有 19.87 km2。以纽约市 2010 年的城

市农业园中蔬菜单位面积产量（产量约 5.86 kg/m2）估算 [6]，

如若能将这些潜力用地中的一半用来开展城市农业并进行

蔬菜种植，即可基本满足纽约自身的日常蔬菜消费需求

（表 2）。

2.2  依托城市农业的收益性，创造大量社区就业机会
从土地使用收益的角度来看，闲置的空地和屋顶在城

市中通常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社区庭园的建设和维护通

常还需数额不小的经济和人力投入。而城市农业所带来的可

观经济效益实际上推动了此类场地和空间的高效利用。调查

显示，如在美国的社区庭园当中发展城市农业，每 1 美元投

入可获得价值 6 美元的蔬菜和水果产出，而如果选择合适的

种植作物和技术，城市农业可为种植者带来每英亩 9 万美元

（每平米约 22 美元）的毛利 [7]。

因此，在北美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城市农业常被视

为增加居民收入，创造社区就业机会的一项重要途径得以

鼓励发展。以底特律为例，城市农业一年创造了超过 2 亿

美元的经济收入和近 5 000 个城市就业机会 [7]。另外，规划

和实践结果也显示，城市农业一方面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丰

• 改善健康和营养
• 改善食品安全
• 增强社区活力
• 增强地区对于食品系统的控制
• 提供儿童教育机会
• 创造城市游憩机会

环境

• 改良废弃物管理
• 改进微气候
• 降低食品相关的运输
• 增加食物品种多样性

经济

• 创建就业机会
• 改善居民收入
•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带动副产品加工产业

城市
农业

图 1  现代城市农业的功能和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 整理绘制

表 2  纽约市具备城市农业发展潜力的土地使用类型面积表

土地使用类型 面积（hm2）

私有空地 1 345

公共空地 471

社区庭园 35

开放空间 13 147

纽约房管局下辖绿地 486

地面停车场 439

绿色景观街道 24

私有庭院 21 156

总计 （另有私人拥有的 503 个地块的公共空间也被

列入发展潜力类型，但未被列入总面积）

37 10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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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交流沟通契机，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儿童提供亲近自然

和学习教育的场所，使得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以增加，

强化了其对新居民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社区

地产增值。

2.3  依托城市农业的地域性，降低食物价格与运输能耗
城市农业的粮食生产首先保障本地社区的食品供给。由

于北美城市的市场中很多食品过于依赖外部供给，其较高的

运输和经营成本将会导致食品价格上升。这也将会对低收入

群体的食物购买和日常消费造成压力，进而导致这部分人群

对某些健康必需食品的摄入不足，产生营养和健康问题。因

而在北美国家进行城市农业规划发展过程中，依托中低收入

人群所在社区来鼓励城市农业发展常被作为一项重要措施，

其既能加强该类社区群体食物自我供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城市食品价格。

另一方面，在食物运输能耗方面，2001 年皮罗格（Pirog）
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国家常规粮食网络系统当中，超市中

的食物由农场到普通消费者所需经历的平均输送距离约为

2 400 km。与之相反，本地食物到达本地市场的平均距离为

72 km[8]，仅占前者输送距离的 3%。因此，利用城市农业来

增加本地粮食供给比重，大幅降低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的能

耗也成为很多北美城市制定城市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

之一。

2.4  依托城市农业的生态性，促进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城市农业的生态效能有助于城市局部地段小气候的改

善。很多北美城市还专门制定了鼓励发展屋顶农业种植的政

策，以达到调节建筑室内温度、降低建筑能耗的目的。同时，

在北美沿海城市通过发展大面积的屋顶庭园和城市农业场地

能够有效收集雨水，从而减轻北美沿海城市排水管网压力，

进而减低雨洪季节城市管网雨污水溢流（combined sewage 
overflow）概率和总量，为城市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此外，如果通过针对性的设计和管控，城市农业还能有

效将污水、生活废物、农业副产品等材料进行资源化循环再

利用 [9]（表 3），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3  北美城市农业的规划整合与管控的具体策略

3.1  城市用地规划机制调整
在美国，区划条例（zoning codes）管理着城市土地使用，

而很多城市的区划条例颁布于 1950 年代，当时的倾向是将

城市和农业功能进行分离，形成独立的城市和农业地区 [10]。

但发展现代城市农业，需将城市和农业进行重新整合，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给予城市农业正当合法的规划地位，做到

名正言顺。因此，近年来纽约、克利夫兰、西雅图等城市都

通过修改区划法规和区划条例的方式，在制度上为城市农业

的土地使用行为提供保障。

对区划法规和条例的调整措施包含在总体上界定城市

农业的行为种类，规定允许或禁止开展城市农业活动的地

区。同时，提出城市农业导则来确保城市农业的土地使用与

周边地段土地使用能够协调统一。例如， 2009 年威斯康辛

州的麦迪逊（Madison）市对区划法规完成修订，并准许四

类城市农业土地使用行为的开展，包含：耕作（cultivation）、
动物养殖（animal husbandry）、社区庭园（community 
garden）和市场庭园（market garden）。区划条例还更新了

已有的“农业区”（agriculture district）的内容规定，并新

增了 “城市农业区”（urban agriculture district）的用地类

型。而 2009 年在布鲁明顿（Bloomington）市议会则通过

“统一开发条例”（Unified Development Ordinance）修正

案中，除明确规定允许城市农业和社区庭园两类种植行为

可以在居住区内开展外，还对城市农业形式作出界定，即

“城市农业包括但不局限于后花园、容器庭园、可食用的

景观种植、住区温室、草药园、屋顶庭园、浆果园、蔬菜

庭园及其他行为。”[7] 有了规划政策的兼容，城市在区划编

制和操作时，可通过扩大准许城市农业土地使用的地区范

围、制定长期土地租赁制度、订立城市农业使用标准、准

许居民在居住地周边出售自种植物、制定城市农业实施导

则和建立城市农业审批制度等多种措施来鼓励城市农业的 
发展 [10]。

3.2  城市农业帮扶政策制定
除了在城市规划管理当中保障城市农业的基本地位之

外，鼓励促进城市农业活动也受到北美国家政府的关注，其

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帮助有潜力从事城市农业活动的人群

获得城市农业生产的土地。因为从事城市农业的潜在人群

中很多收入水平都不高，加之城市当中用地资源的稀缺性

表 3   温哥华对于城市农业当中的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利用的分期战略

阶段 目标

阶段一 实现厨房和花园废物的肥料化利用

收集雨水并用于灌溉

阶段二 以社区为基础来完成对于固体废弃物的肥料化利用

灰水再利用

通过发展屋顶温室来充分利用屋顶热量

有机废物全部肥料化利用，不再由城市来搜集

阶段三 建成生态产业网络

将当地太阳能污水处理系统与食品生产进行整合

屋顶温室对于暖气粉尘、工业和洗衣店废物废水热量的再利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9]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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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地价昂贵，使得这部分人群很难直接获得开展城市农业

所需的土地。因此北美国家通常会在政府支持下，建立某

些协作组织或专门机构通过制定和设计有针对性的土地协

议或制度将来帮扶种植者解决该类问题。例如，在加拿大

就曾经提出过一项“临时占有许可”（Temporary Occupancy 
Permit）制度，这一制度能够帮助城市农业生产方和土地

拥有方之间建立起法定的租赁关系，进而推动城市农业行

为朝着稳定化和正规化方向发展。同时，该制度还能够激

励城市农业生产者进行稳定长期的投入，并不断提高生产 
效率。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城市农业的开展，北美国家还出

台了一系列经济帮扶政策。其中，有的城市会给城市农业

的配套工程提供一定额度的直接财政补助，例如，芝加哥

在过去 10 年一直对屋顶绿化和种植工程提供一定额度的

经济补贴 [7]。另外，很多北美城市还将公共土地当中的废

弃地和空地以较低价格租赁给城市农业生产者以鼓励城市

农业的发展。美国西雅图市就发起了名为“P-Patich” 的
社区庭园项目。政府通过社区发展管理部（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将各种土地资源整合在一起，通过低租金和

直接补助等鼓励措施发展出了 75 个社区庭园，为 4 400 位

种植者提供服务，取得了政府和社区居民双丰收的效果 [11]。

另外，通过采用降低申请和行政审批费用、为城市农业活动

的开展提供低息贷款等经济手段也常被用来鼓励城市农业 
发展。

3.3  环境管理控制机制建立
在城市农业的管理上，北美国家城市土地在批准开展城

市农业之前往往要经历环境评估和场地修复，以确保从事城

市农业生产土地的安全性。在美国，鉴于很多城市农业的地

块都存在着土地污染风险，2011 年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发布了《棕地与城市农

业：过渡时期的园艺安全实践导则》（Brownfileds and Urban 
Agriculture: Interim Guidelines for Safe Gardening Practices），
其中详细罗列了在城市地块当中开展城市农业活动所要面临

的污染威胁和应对途径，并提出了一套环境检测治理和管控

流程，涉及到以往土地使用分析、土地取样检测、检测结果

阐释、风险管理和实施等五个步骤 [12]（图 2）。
部分城市还成立特定的环境技术支持和协助组织为城市

农业的开展提供环境安全保护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例如，底特律成立了一个名为“庭园资源项目协作组织”

（Garden Resource Program Collaborative）来为其成员提供

免费的环境检测服务 [7]。由于城市土地存在较大的被污染风

险，如果被检测出来的土地污染风险较高，修复后也不适合

食物种植，那么考虑种植非食用的装饰性植物或者采用隔离

容器从外界运输干净土壤来进行种植也会成为该地块发展城

市农业的重要选项。

此外，城市农业的环境管控还涉及到对农业活动有可能

产生的噪声、气味和粉尘等干扰因素的控制。在纽约的区划

条例中明确提到，城市农业的开展应以不牺牲和影响周边土

地正常使用为前提，这也要求规划管理部门在进行区划时对

于地块周边环境以及地块内部适宜开展的城市农业活动类型

和内容进行合理引导。

4  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导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并带来

了严峻的粮食供给安全问题。与北美主要国家对比，我国城

镇化率在相对较低的同时，人均农业用地面积分别为美国和

加拿大的 7.3% 和 4.6%[13]（表 4），在人均粮食消费量方面仅

为美国的约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进程也给我国

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迫使决策者和社

会大众对城市土地的合理使用方式进行反思，并对城市可持

图 2  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提出的城市农业环境检测、管理和控制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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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况

风险较
低情况

表 4   中国与美国、加拿大人口与农业用地资源比较

国家

人口密

度（人 /
km2）

人均土

地（亩）

人均农业

用地（亩

/ 人）

农业用

地比重

（%）

人均城市用

地（m2/人）

城镇

化率

（%）

美国

（2000）
  30.7   48.8 20.3 41.7 1 095.2 77.7

加拿大

（1996）
    3.0 495.2 32.2   6.5 — 76.5

中国

（2006）
137.6   10.9     1.48 13.5    105.5 44.9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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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途径进行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发展城市农业也

被视为应对当前我国城市问题的对策之一，并在北京、上海

和深圳等城市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和探索。但与北美国家相比，

我国的城市农业发展实践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暴露出一

些不足，例如，实践地段多集中在城郊地区，发展灵活性不

足，管理和帮扶机制欠缺等。因此，通过研究分析北美国家

城市农业的发展经验，也能为我国城市农业的规划和实践改

进提供良好的借鉴。

4.1  增加规划弹性，兼容城市农业有序发展
我国目前的用地规划和使用策略总体上是采用空间上分

离城市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方式。城区内部的土地使用，主

要则是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来进行逐级

落实。由于其延续了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分离的思路，使

得城市在编制用地相关规划时，基本难以兼容种植养殖等农

业土地使用行为。

从北美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城市农业本身具有较大的

灵活性、自发性和适应性，同时其发展与社区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因此，在规划技术层面，发展城市农业并不一定要

专门为其预留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这也与城市农业活动的

灵活性特点以及我国当前土地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不符。收

效更好的手段通常是在土地使用规划中，为“城市农业”土

地使用活动预留一定的弹性，例如在制定诸如居住用地或城

市绿地等类型用地图则时，能够兼容 “城市农业”行为的存

在和发展，以此为城市农业行为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规划保障

和依据，同时，设置相应的配套设施，为城市农业的发展创

造条件。

4.2  健全政策体系，鼓励城市农业规范发展
在城市内部地区，城市农业的空间载体很大一部分是

城市建设用地，行为主体则以城市居民为主，这些因素决定

了对城市农业用地的使用管理将与普通农用地的使用管理有

明显差别。因而，如果要促进和规范城市农业行为，应首先

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来明确城市农业的土地使用管理方式，并

结合城市农业的用地特征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建构出完整的

管理和操作机制，其中应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获取、维持和收

回制度、土地使用规范、违章处罚制度等内容。根据北美国

家的经验，城市农业的土地使用通常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且

常混合在居住、公园、商业等类型用地当中，因而采用针对

性的管控方法和用地形式将成为推动城市农业发展的又一关

键，例如采用非永久性、混合使用等用地形式。

另一方面，还应结合城市农业的潜在操作和经营主体，

制定出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其中主要涉及到土地获取帮扶、

经济帮扶和技术帮扶三个方面。土地获取帮扶主要可通过用

地政策倾斜、建立专门机构或组织来完成 ；经济帮扶则主要

通过税率优惠、财政补助等手段实现 ；技术帮扶则需通过设

置专门的技术咨询部门或通过成立家庭、社区或学校等民间

协作团体等途径来达成。

4.3  强化环境管控，保障城市农业健康发展
安全是城市农业发展的前提，这在我国当前的时代发展

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土地污染和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近

年来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重大问题。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

达 1 200 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 [14]。

与一般污染土地使用不同，对城市农业而言，土地污染

既会危害种植者自身安全，还将危害众多食品消费者的健康。

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中的污染土地位置、污染面积及其污染程

度等情况不明，因此在我国发展城市农业的同时，既需建立

完备的城市污染土地调查与信息搜集机制，也需建立严格的

环境管控机制。其中，城市污染土地调查与信息搜集机制，

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城市污染土地或疑似污染土地上开展城市

农业活动的风险。环境管控机制则能对城市农业活动的整个

过程进行严格监管，为城市农业活动和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提

供保障，当中既涉及到种植土地本身污染物的检测、治理修

复、管理控制，也涉及到城市农业活动对周边环境干扰影响

的评估、引导和管控。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城市设计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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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伏尔认为，不平凡的事情主导了我们的文学、历史、哲学，

以致于我们总是规避日常生活，对世俗的东西嗤之以鼻。实

际上，正是日常生活，世俗的文化，书写着历史，改变着社

会的未来。把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的感性世界分化分开，本

身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应该研究日常

生活。把哲学研究与经济学和文学批判联系起来，把抒情的

遐想与严格的论战结合起来。无论他是在讨论运动项目、家

里的花园、乡村、卓别林，还是宗教，列斐伏尔都是在构造

一个生活经历网络，探索工作和闲暇，白日梦与节日庆典中

对立面的边界，从而考察控制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和制

度，以及异化所发挥的作用。当然，在《概论》中，列斐伏

尔所说的那个“异化的日常生活”是前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

异化，工业化的、社会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破坏了桃花源

式的日常生活的平衡。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

（1961）的主题是“消费社会”，分析高度分化的和官僚体

制控制下的消费社会。在这一卷里，列斐伏尔不再强调前现

代社会的那种桃花源式的日常生活，而是强调语言、符号对

日常生活参照物的腐蚀，进而让消费控制了日常生活。所以，

第二卷的目标是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批判掩盖日常生活

矛盾的现代社会。例如，他批判了当时法国展开的新城规划

和建设，如穆朗、拉克这类新城或新居住区。他认为，“规

划师把这类新城的日常生活条件简化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

同时，竭力去‘组织’新城，但是，新城的日常生活丧失了

深度，仅仅留下了平凡和琐碎。公寓大楼常常被建成了“生

活机器”，居住区是维持工作之余生活的一台机器。功能决

定每一个对象，每一个对象都减至成一个标志；新城指定一

件事和禁止另一件事；新城体现行为模式；新城影响行为模

式。实际上，每一个城镇详细规划都隐藏着一个日常生活计

划。无论清晰与否，城镇详细规划都涉及到人的、生活的和

世界的整个观念。在我们的新城里，项目或计划都是明显的。

日常生活发现人们像打包一样对待日常生活：一个巨大的机

器抓住劳动者工作之余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像商品一

样包装起来。人们与群体隔离开，人们相互之间也隔离开，

每一个人都住在他那个盒子里，这种现代性安排了他们的反

反复复的行为举止。这种现代性还削减了许多基本的行为举

止。”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发展

日常生活的原理）》（1981），的目标是，通过揭示现代性与

日常生活的关系，现代性的危机和技术现代主义的断言，辩

证地分析日常生活的变化，那些还在延续，那些中断了，交

换价值及其类似的东西主导了现代社会，进而证明终究会爆

发一种革命。列斐伏尔在这一卷里所要阐明的基本观点是，

在最世俗的日常生活里，蕴涵着新事物的萌芽。

另外，列斐伏尔使用形形色色的城市现象去证明他的日

常生活的批判哲学，这样，列斐伏尔还写了三本关于城市的

专门著作，《城市文选》（Writings on Cities），《城市革命》

（The Urban Revolution）和《迈向愉悦的建筑》（Towards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列斐伏尔的

“城市三部曲”。

2009, (4).
[14] 国家环保总局 : 中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相当严峻 [EB/OL]. [2009-05-

21].  [2014-04-12].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6-07/18/
content_484964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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