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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风景园林干预途径

吴佳鸣 1，刘怡宁 1，李倞 1，2

1.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2.城乡园林景观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 为提升风景园林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作用效果，基于公众参与的“认知-情感-行为”3
个过程维度和计划行为理论，提出了风景园林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干预途径框架，涵盖提升意愿-激发

行动-长期投入 3个层面的 7项关键干预举措：在提升意愿层面，将气候变化信息融入多感官的公共空间设计和

活动体系，利用空间要素模拟本土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影响，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和情感链接；在激发行动

层面，营造快闪的低碳生活体验，开展参与式低碳营造；在长期投入层面，推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保

障，搭建社区自组织平台并拓展资金来源，完善应对行动的反馈机制，促进可持续的公众参与。结合我国国情，

提出中国在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应对方面未来需要重点开展的具体工作建议，主要包括 3个方面：提升意愿阶段

转变传统标语宣传方法，在规划设计中融入更多气候变化信息；激发行动阶段优先开展低成本的参与式低碳活

动，促进公众参与度；长期投入阶段，在政府的引导下拓展资金和自组织平台搭建，并发展可持续的评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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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极端气候状况频发，引起全球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双碳”目标的

提出也引发国内各行业的广泛关注［1］。研究表明，公

众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群体［2］，其意识和行为的

转变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减碳作用［3］，成为气候变化

应对的重要参与力量。但是，目前中国公众对气候

变化普遍缺乏积极回应，缺少积极主动的责任意识、

足够的认知和日常低碳行为的转变，使得公众参与

气候变化应对的效果不够理想［4-5］。

目前，促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主要通过

政策宣传和媒体报道，但这种方式与公众生活缺乏

紧密联系，培养公众的气候变化参与意识并改变其

日常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5］。风景园林可以通过公

共空间中感官、文化、行为等环境因素来强化与公众

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公众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认知，

进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6-7］。目前国内外风景

园林领域的公众参与研究主要聚焦在绿色空间的规

划设计、维护管理等方面，如Valencia-sandoval等［8］、

黄斌全［9］、章征涛等［10］开展的公众参与城市更新、乡

村人居环境建设等工作；刘悦来等［11］、候晓蕾［12］、李

颖等［13］通过社区农园、社区花园等小微空间的更

新，探究了绿色空间营建的公众参与方式。然而，

风景园林作为干预手段，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

对的研究相对较少，仅 Sheppard 等［7，14］探究了风景

园林可视化手段在干预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和行

为方面的作用，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方

法研究。

因此，本研究基于公众参与的“认知-情感-行为”

3 个过程维度［15］和计划行为理论［16］，结合风景园林

的社会影响特征［6］，系统构建了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

化应对的风景园林干预途径框架，对不同干预措施

的风景园林作用机制和代表性实践案例开展研究。

旨在通过风景园林的主动干预，让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为成为公众更加愿意甚至自愿开展的行为，从而

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构建一个更加良性的公众

参与环境。

1　干预途径框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16］，干预过程需要重点关注

公众对气候行动的积极态度、气候应对行为难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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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感知程度以及气候应对的主观规范。遵循公众

参与的通常路径，风景园林的干预需要重点关注“认

知-情感-行为”3个过程维度［3，15］。认知维度主要围

绕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案的理解；

情感维度则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情感认同和链接有

关；行为维度聚焦于公众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采

取的行动。除了短暂刺激公众的气候变化应对外，

还需要提供相应的组织和制度支撑，形成长效的行

动刺激（图 1）［4］。因此，本研究将风景园林促进公众

参与气候变化应对主要归纳为 3个干预层面：提升意

愿-激发行动-长期投入。在提升意愿方面，通过营造

气候变化信息的感知，强化公众对本土气候变化问

题的积极关注和评价，实现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公众

参与意愿提升。在意愿提升的基础上，通过营造低

碳“快闪”体验，引导公众参与低碳营造活动，提供气

候应对的技能和资源，刺激公众转变生活方式，逐渐

开展日常的低碳生活行动。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刺

激，产生更具效果的干预，需要通过政策、组织和资

金以及反馈机制等措施，保障干预的长期投入。总

体上看，提升意愿和激发行动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

相互促进和影响，长期投入为他们提供保障，最终形

成三者良性的循环发展过程（图2）。

图1 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与风景园林干预模式

Fig.1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 mod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图2 风景园林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干预途径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 for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2　提升意愿干预：促进公众提升认知

和情感关注

公众意愿是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风

景园林可以主要在认知层面干预公众，提高其气候

变化的应对意识并获得相关知识，尤其需要强调在

情感层面建立公众与气候变化之间的链接，进而促

进公众产生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主观意愿，为接下

来的行动奠定基础（图3）。

2.1　营造气候变化信息的感知

风景园林在认知层面的干预主要是促进公众了

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案等信息。由于

气候变化影响很难在环境中短期观察到［17］，传统的

政策宣传等方式难以有效调动公众的关注和重视程

度。而风景园林可以通过现实空间中的感官、文化

和行为等刺激方式，实现公众与环境和他人的交流

互动，促进公众产生更有效的气候变化认知［6］。

风景园林可视化的工具已被证明是提升认知的

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景观工具，模拟气候变

化前后的图片场景，表现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7］。研

究表明，多感官体验的风景园林设计能够更好地实

现公众理解认知，通过视、听、嗅、触觉等方式的综合

运用，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直观和印象深刻的刺

激［18］。公共空间的设计可以将多维的感知手段与气

候变化的科普体系相结合，植物能够作为碳排和碳

汇概念的展示空间，场地中应用的智能环保产品还

能够作为低碳技术的科普。例如，北京温榆河公园

中借助 30棵漆成绿色的刺槐树干，提示吸收 1 t二氧

化碳需要 1 hm2内 30棵刺槐树生长 1 a的时间，让公

众形象地感知到气候变化应对的难度［19］。上海世博

会将发电厂旧址的烟囱改造为烟囱温度计，成为公

众直观地感知气温预警和气候变化的景观标

志（图4）［20］。

空间的活动体系同样也可以融入认知干预的功

能，通过公共空间中的演出和互动游戏向公众传递

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例如，法国DéfiPlanet气候变

化主题公园通过构建整套科普体系，让公众在问答、

游戏等互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认知［21］。荷兰的社区

移动森林项目，利用 800多个可移动的树木容器形成

临时性的城市绿色空间，使公众意识到绿地微气候

的降温作用，以此应对气候变化［22］。

2.2　建立公众与气候变化的情感链接

研究表明，对社会环境更有感情的人，更愿意与

社会互动并监督环境的发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意

愿也更积极。这种情感层面的反应主要来自公众对

环境本身的地方依恋，以及公众的集体凝聚力和团

体意识［23］。

通常情况下，本土化的、与个人相关的空间场

景，相比于其他信息更能够有效激发公众的地方依

恋［24］。因此，风景园林干预可以围绕当地的气候条

件，表现本土已经发生的或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气候

变化消极影响，建立气候变化与公众之间更加紧密

的关联。在规划设计中，利用公共空间中的水体、植

图3 提升意愿的风景园林干预途径

Fig.3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s of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图4 气温景观塔［20］

Fig.4 Temperature landscape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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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建筑、灯光等设计要素，可以模拟气候变化发生

时产生的场景，展现气候变化给每个人带来的严重

影响。例如，在有洪水风险的滨海城市中利用公共

艺术模拟海平面上升的场景［25］，在有山火风险的城

市公共空间中利用废弃的树木展示火灾后植物干枯

的场景，以及通过建筑外墙的灯光表现城市微粒的

污染等。

风景园林对集体凝聚力的提升则主要通过公众

集体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实现社会交流与互

动。例如，Kelowna， BC. 社区的居民可以使用社区

工具包来了解自己所在的街区，并在线共同绘制整

体气候变化地图，由此提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7］。美

国加利福尼亚的FloMo项目通过在社区内不同位置

举办短期的海平面上升互动科普、课堂参观、市政

会议等活动，为居民提供本土气候变化的信息，成

为了凝聚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力量的媒介［26］。气候

变化的情感链接不仅能够帮助公众了解自身所在

社区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也为投身气候变化应对

提供基础。

3　激发行动干预：帮助公众获得相关

技能并开展行动

在拥有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公众需要进一步的

转变行为以应对气候变化［27］。风景园林可以首先以

快闪的临时性景观空间和活动为公众提供初步的气

候变化应对知识，帮助公众克服参与障碍。在实现

行动破冰之后，风景园林师可以通过气候变化应对

的参与式营造活动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实际有效的

应 对 技 能 ，最 终 实 现 低 碳 生 活 方 式 的 公 众 推

广（图5）。

3.1　营造“快闪”低碳生活体验

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气候变化认知和情感关注的

公众，在行为应对上仍会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

的限制，如受到自身的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情况等

因素限制，或缺乏行动所需的知识、时间等［15］。还有

研究表明，公众对气候变化无法采取行动是由于对

自身具备的能力、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集体行为的

作用不具备信心［28］。因此，风景园林干预行为的首

要工作是解决公众参与行为的障碍，实现行动破冰。

快闪空间是以通过短期临时设置引发即时影响

为目标的城市空间［29］。由于其临时性、灵活性和参

与性的特点，快闪空间具备向公众有效传达气候变

化应对知识和技能并促进公众参与应对的优势。快

闪体验的营造需要具备科普趣味性和参与性，公众

通过简单、短期的参与式活动了解行为改变对环境

产生的效益，以此获取相关知识并克服对开展气候

变化应对行动的心理障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参

与式行为并不需要实现较高的减碳增汇效益，更重

要的是产生心理影响，鼓励和激发未来的行为转变。

快闪空间的选址需要与公众日常生活行为紧密结

合，选择临近学校、居住区周边的公共空间能够吸引

更多的公众，并产生更好的影响力。在具体的营造

中，可以通过便于移动的装置、植物要素和地面彩绘

等方式快速构建空间，让公众短暂体验低碳的生活

方式。近年来，在国外广泛开展的 Park（ing） Day快

闪项目，通过临时租用街头停车位，将其改造为迷你

口袋公园，让居民体验到如果更多的人采用更低碳

环保的通勤方式，让更多机动车空间回归公共空间

对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30］。

3.2　开展参与式低碳营造

通过参与式应对行为，公众能够获取相应的减

碳增汇技能，并促进组织培育和集体意识［31］。这些

参与式营造一般在各类公共空间中开展，包括再生

能源使用、厨余堆肥、可食花园建造、慢行交通规划

等减碳活动，以及绿色园艺种植等增汇活动。

在参与式营造的各个环节，需要融入气候变化

应对的目标。设计参与阶段可以让公众了解社区的

减碳增汇进程，如公开的咨询会、问卷调查等活动，

还可以利用可视化的拼贴图和模型对方案进行展

示。建设参与阶段可以向公众提供参与减碳增汇实

图5 激发行动的风景园林干预途径

Fig.5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s of stimulating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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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的机会和空间。后期活动参与阶段可以组织

开展面向各年龄层的公众绿色生活科普活动，如制

作零废弃花盆、堆肥箱介绍、废弃物装饰改造等活

动。例如，智利的回收物广场就是利用公众提供的

废旧轮胎、木板和塑料瓶等材料，组织大家共同建造

广场上的游戏座椅和遮阳棚装置［32］。北京前门地区

的胡同居民在高校学生的指导下开展参与式零碳小

院营造，居民在活动中学习了安装太阳能灯、厨余堆

肥、雨水收集等气候变化应对技能。营造结束后，居

民们又自发开展了多项绿色循环的家庭改造，小院

也成为社区低碳生活的示范点（图6）［33］。

4　长期投入干预：多层次保障公众持

续参与气候变化应对

在提升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意愿和开展行

动后，建立长期、有效的行动机制是推进公众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图7）。

4.1　政策制定保障风景园林干预公众参与

政策法规为风景园林长效干预公众参与气候变

化提供了规范与支持。但是，目前风景园林行业尚

未被纳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34］，政策法

规保障体系尚未完善。政策法规需保障公众在公共

空间使用方面的公平性，为风景园林在气候教育、应

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中提供空间。由美国风景园林协

会牵头制定的《气候应对变化的明智政策》（Smart 
Policies for a Changing Climate）中，强调了充分利用

棕地或者空地，增加公众公共活动空间的必要性［35］；

西雅图市气候计划中提出以绿色基础设施为导向发

展，提升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创造人人都可使用的

街道［36］。

除此之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

强调公众参与，培养公众参与知情决策和政策制定

的赋权感，并且将公众参与明确纳入政策法规。波

士顿政府联合当地风景园林组织共同制定了《气候

就绪波士顿计划》（Climate Ready East Boston），通过

举办“15分钟咖啡闲聊活动”了解公众对海平面上升

后如何影响生活以及对波士顿未来发展的想法和建

议。目前中国国内的公众参与程序设计均停留在实

践层面，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37］。美国、法国

等发达国家已将公众参与程序法制化，对公共利益

的重视程度提到了强制层面，这样有利于为公众创

造参与本土气候应对的机会。

此外，通过政策激励也是影响个人行为的有效

途径。积极的激励可能包括直接的财政激励，对参

与应对气候变化组织进行奖励，或优先处理能够减

碳增汇、增强生物多样性等气候积极设计的景观项

目许可等。如马萨诸塞州颁布的《绿色社区法案》

（Green Communities），鼓励社区做出更为环保的能

源使用举措，对满足减碳增汇的社区基础设施采用

快速申请和许可建设程序［38］。这些气候变化法律制

图6 参与式零碳小院营造［33］

Fig.6 Participatory construction of 
zero-carbon courtyard

图7 长期投入的风景园林干预途径

Fig.7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s of long-term guarante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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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地区民众中起到了宣传气候变化理念、实际推

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效果。

4.2　社会自组织搭建风景园林干预公众参与的

桥梁

研究显示，即使公众有足够应对气候变化的意

愿和高度参与行动积极性，缺乏体制和经济支持仍

会阻碍公众的持续参与［39］。自组织作为一种可持续

性的社会参与机制，已被证明在缓解环境问题和生

活空间危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40］，成为了促进

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保障。由于其承载决策、

管理和赋权的社会属性，自组织能够搭建公众与风

景园林之间的桥梁，实现公众气候变化应对的可持

续推进。自组织的形成是一群人基于关系和自愿的

原则主动地结合在一起，可以以低碳环保、公众参与

为目标。可以说这类自组织团队在组建时，参与者

就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情感动机，通过不断地行动创

造认同，为风景园林干预公众参与提供了良好的行

动激发基础。以沟通平台与多元合作网络为主要特

征的自组织可联合风景园林师、非营利组织和企业

等共同创办关于本地生态科普、雨水管理或其他气

候应对的课程［41］。在美国气候与社区项目（Climate 
Community Project）［42］、珠三角地区社区种植计划［43］

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自组织成为凝聚风景园

林与多元力量的媒介，各方协力保障气候变化应对

教育活动开展，为公众参与空间营造提供科学指导，

并持续推广相关活动。

资金是推动和支持自组织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

过程中的根本保证。通过众筹、捐赠、政府补贴等渠

道，争取企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资金和资源支

持，实现“自我造血”的自组织具有更高的社会服务

能力［44］，可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行动的稳定运

行。除传统的直接经济资助外，可重点考虑利用公

共空间的资产化设计与市场化运营来实现空间行

动上的经济支持［45］。

4.3　强化可理解的气候应对反馈结果

缺乏气候变化的监测机制已被证实是公众参与

气候变化持续行动的障碍［46］。因此，从确定应对气

候变化的目标开始到监测其执行情况结束，都需要

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进程。

反馈的首要任务是向公众提供准确、有用的信

息。为了量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结果促进公众的

持续参与，未来需要制定标准，根据绩效指标定期对

行动结果进行评估，并针对具体气候变化行动项目

开展跟踪测量。绩效可包括定量数据（如花费的资

金、减少的碳排量、避免的洪水量、空气质量等）、公

众参与态度、公共空间使用率等指标。

可视化信息对普通人来说更易理解，能够促进

个人气候应对行动的积极反馈。风景园林媒介和方

法可以作为联系科学和实践的催化剂［47］，通过模型、

地图和图像等可理解的形式展现历史数据、行动结

果和未来影响预测，能让公众更加清晰地看到应对

气候变化行为后的积极结果。例如，温榆河公园通

过记录公众在园内智慧景观互动设施上开展的低碳

行为，搭建“低碳行为赚取积分，增值服务消耗积分”

的公园游览体系［19］，持续促进公众的低碳行为。这

些可理解的反馈可用于指导现有气候应对的空间行

动提升，使资金可以更加高效地作用于气候变化应

对，更好地驱动公众持续参与气候变化应对。

5　讨 论

风景园林作为重要的社会干预途径，对为中国

“双碳”目标的实现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氛围意义重

大。本研究构建了风景园林促进公众参与气候变化

应对的干预框架，提出了 3个层面干预阶段和 7项具

体干预途径。设计师和管理者需要根据不同的设计

环境和公众参与情况进行创造性地应用，力求发挥

综合促进效益。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相

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为风景园林的干预实践提供更

广泛和更加有效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有关风景园林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

实践正逐渐完善。然而目前我国的风景园林干预公

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干预

过程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如公众参与度低、调动难，

实施保障不够完善、协同难等，亟需强化 3个方面工

作：（1）在提升意愿阶段，我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推

广仍以宣传标语等传统形式为主，未来可以利用多

感官的设计方法，在规划设计中融入更多的气候变

化信息，强化公众吸引力，建立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

对的社区情感链接。（2）在激发行动阶段，针对我国

气候应对的公众参与度低、集体互动行为较少的现

象，可优先开展快闪低碳体验等低成本的活动、参与

式的低碳营造和科普教育项目，鼓励更多居民体验

低碳生活方式，掌握低碳生活技能。（3）在长期投入

阶段，公众参与应对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多部门、多流

程、多主体，不仅需要政府全力引导，制定政策法规

保障参与实施，更需要鼓励自组织的形式，通过公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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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搭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平台和参与机制，提供可

持续的资金激励和评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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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U Jiaming1,LIU Yining1,LI Liang1,2

1.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An intervention approach framework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
tion in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three process dimensions of “cognition-
emotion-behavior”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enhance the key role of land⁃
scape architecture in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ree levels including 
willingness to enhance， action to stimulate，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were covered. Seven key measures 
for intervention were included. In terms of enhancing awareness， the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multi-sensory public space design and activity system， and the spatial elements should be 
used to simulate possible loc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order to create climate change cognition and es⁃
tablish emotional links. In terms of stimulating action， pop-up experiences should be created and participato⁃
ry low-carb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erms of long-term guarantee mechanism， policy guarante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promoted. The self-organization platforms 
in community should be built. The funding sources should be expanded. The feedback mechanisms for re⁃
sponse ac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sustainable public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Finally， 
three specific suggestions that China needs to focus on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ponse to cli⁃
mate in the future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 Mainly including： changing 
traditional slogan promotion methods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 willingness， and integrating more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into planning and design. Prioritize low-cost participatory low-carbon activities during the 
action phase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st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expand funds and build self-organizing platforms， and develop sustainable evaluation feedback.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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