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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枣庄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枣庄市城市管理局、枣庄市城市管理发展服务中心、枣庄市标准计量研究中

心、枣庄市城乡规划事业发中心、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山亭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峄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台儿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枣庄高新区综

合执法局、峄城区建筑业事务中心、滕州旺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枣庄物环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汇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枣庄市万景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继勇、鲍林、任聪、刘宇、王磊、杨明、徐艳、杨运明、王金兰、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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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谭杰、肖楠、杨菊兰、宋兆庆、张文壮、时骉、彭林、刘成龙、郭腾、赵涛、赵建、张明文、陈

敏、许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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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城市建设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园城市建设评价体系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评价内容和指标设定、评价方

法、以及部分指标释义及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区域内公园城市建设的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51328-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CJJ/T 91-2017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CJJ/T 91-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园城市 

将城市生态、生活和生产空间与公园形态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城市空间的生态价值、生活价值、

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和社会价值，全面实现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高品质城

市。 

3.2   

公园+ 

“公园+”是一种城市建设理念，强调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首先考虑公园的建设，然后在公园的基

础上增加其他功能和内涵，以推动城市的发展。针对新建城区，指对公园等绿色空间实施前置规划，

因地制宜就近配置并有序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休闲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和居民住宅等，打造美丽

宜居环境， 实现城市绿色空间与灰色空间的融合、叠加；针对老旧城区，以有机更新、老旧小区改

造、生态修复等为契机进行留白增绿、见缝插绿、修复建绿，补齐总量不足、品质粗劣等短板，促进

环境品质全面改善、区域功能完善、叠加和综合提升。 

4 基本规定 

4.1 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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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工作。 

4.2 评价体系要素及指标分类 

4.2.1 体系要素 

包括综合管理、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生活服务、安全韧性、特色风貌、绿色发展、社会治理八

个方面，各评价要素的评价内容应符合本文件第 5 章的规定。 

4.2.2 指标分类 

评价指标分为基础项和引导项两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基础项为必须评价的内容; 

b)引导项作为附加项为指引未来发展和提升方向。 

4.3 评价方法 

  本文件评价方法包括资料核查、实地踏勘、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 

5 评价内容 

5.1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b）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c）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d）《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e）城市绿线管理； 

f）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g）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h）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 

5.2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蓝绿空间占比； 

b）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c）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d）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e）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f）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苗木自给率。 

5.3 人居环境 



DB3704/TXX—20XX 

 3 

人居环境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公园体系规划建设； 

b）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c）公园绿地数量； 

d）公园绿地品质； 

e）绿道规划建设和管理； 

f）绿化环境； 

g）居住环境公园化； 

h）集中体现公园城市建设的城市片区。 

5.4 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b）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c）城市道路系统。 

5.5 安全韧性 

安全韧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b）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5.6 特色风貌 

  特色风貌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b）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c）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d）城市容貌； 

e）城市植物景观风貌。 

5.7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公园+”实施率； 

b）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 

c）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5.8 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b）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c）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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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等级评价 

 

6.1 初现级评价标准 

  6.1.1 初现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标准见表 1。 

表１ 初现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评价 

要素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指标 

分类 

综合 

管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符合附录Ａ中表Ａ.1的评价要

求 

基础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基础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础项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础项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础项 

6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础项 

7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基础项 

8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满分 10分）       ≥8.0 基础项 

生态 

环境 

9 蓝绿空间占比 ≥55% 基础项 

10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90% 基础项 

11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90% 基础项 

12 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50% 基础项 

13 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85% 基础项 

14 
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苗木 

自给率 
≥70% 引导项 

 

 

 

人居 

环境 

 

 

 

 

15 
公园体系规划

建设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 完成专项公园体系规划编制 基础项 

规划实施率 ≥70% 基础项 

16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0% 基础项 

17 
公园绿地 

数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 ≥13 基础项 

人均专类公园面积(㎡/人) ≥1.2 引导项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 ≥1 基础项 

18 
公园绿地 

品质 

公园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综合功

能、公园文化建设（满分 10分） 
≥8.0 基础项 

19 
绿道规划建设

和管理 

编制绿道专项规划 完成绿道专项规划编制 基础项 

城市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km) ≥1.0 基础项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60% 基础项 

 

 
表１ 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续） 

 

 

 
20 绿化环境 

建成区绿地率 ≥40% 基础项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80% 基础项 



DB3704/TXX—20XX 

 5 

 

 

 

 

 

人居 

环境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75% 基础项 

立体绿化实施率 ≥10% 基础项 

21 
居住环境   

公园化 

园林式居住区达标率 ≥50% 基础项 

园林式单位达标率 ≥50% 基础项 

单位和住宅附属绿地中面向本单位

和宅区所有人开放、共享的绿地建

设情况 

因地制宜改建、新建单位附属

绿地和居住区附属绿地中的开

放共享绿地；具备条件的单位

附属绿地全部面向社会开放共

享，并与城市绿地有机融合成

网。 

引导项 

22 

集中体现公 

园城市建设 

的城市片区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个数 ≥10 引导项 

公园化功能区示范区个数 ≥5 引导项 

生活 

服务 

23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50% 基础项 

24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50% 基础项 

25 城市道路系统 

城市道路完好率 ≥98% 基础项 

城市道路照明装置率 100% 引导项 

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8.5 引导项 

安全 

韧性 

26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85% 基础项 

27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85% 基础项 

特色 

风貌 

28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90% 基础项 

29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0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1 城市容貌（满分 10分） ≥8.5 基础项 

32 
城市植物景观

风貌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编制 基础项 

乡土植物推广应用技术导则 

编制有生态园林工程建设中乡

土植物推广应用技术导则（或技

术指南），并附有适合当地环境

的乡土植物名录。 

引导项 

绿色 

发展 

33 “公园+”实施率 ≥30% 基础项 

34 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 ≥30% 基础项 

3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0% 基础项 

社会 

治理 

36 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80% 基础项 

37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80% 基础项 

38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100%；其中三级工以上占比≥

10% 
基础项 

 

6.1.2 初现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指标数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初现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数量 
 

评价内容 基础项数量 引导项数量 

综合管理 8 — 

生态环境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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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 13 2 

生活服务 3 1 

安全韧性 2 — 

特色风貌 4 1 

绿色发展 2 — 

社会治理 3 — 

6.2 基本建成级评价标准 

6.2.1 基本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标准见表 3。 

表3 基本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评价 

要素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指标 

分类 

综合 

管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符合附录Ａ中表Ａ.1的评价要

求 

基础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基础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础项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础项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础项 

6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础项 

7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基础项 

8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满分 10分）       ≥8.5 基础项 

生态 

环境 

9 蓝绿空间占比 ≥60% 基础项 

10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95% 基础项 

11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95% 基础项 

12 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55% 基础项 

13 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85% 基础项 

14 
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苗木 

自给率 
≥75% 引导项 

 

 

 

人居 

环境 

 

 

 

 

15 
公园体系规划

建设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 完成专项公园体系规划编制 基础项 

规划实施率 ≥80% 基础项 

16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5% 基础项 

17 
公园绿地 

数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 ≥14 基础项 

人均专类公园面积(㎡/人) ≥1.2 引导项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 ≥1.5 基础项 

18 
公园绿地 

品质 

公园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综合功

能、公园文化建设（满分 10分） ≥8.5 基础项 

 

表3 基本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续） 

 

19 
绿道规划建设

和管理 

编制绿道专项规划 完成绿道专项规划编制 基础项 

城市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km) ≥1.1 基础项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65% 基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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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绿化环境 

建成区绿地率 ≥40% 基础项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85% 基础项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80% 基础项 

立体绿化实施率 ≥12% 基础项 

21 
居住环境   

公园化 

园林式居住区达标率 ≥60% 基础项 

园林式单位达标率 ≥60% 基础项 

单位和住宅附属绿地中面向本单位

和宅区所有人开放、共享的绿地建

设情况 

因地制宜改建、新建单位附属

绿地和居住区附属绿地中的开

放共享绿地；具备条件的单位

附属绿地全部面向社会开放共

享，并与城市绿地有机融合成

网。 

引导项 

22 

集中体现公 

园城市建设 

的城市片区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个数 ≥15 引导项 

公园化功能区示范区个数 ≥8 引导项 

生活 

服务 

23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55% 基础项 

24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55% 基础项 

25 城市道路系统 

城市道路完好率 100% 基础项 

城市道路照明装置率 100% 引导项 

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9.0 引导项 

安全 

韧性 

26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90% 基础项 

27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90% 基础项 

特色 

风貌 

28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95% 基础项 

29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0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1 城市容貌（满分 10分） ≥9.0 基础项 

32 
城市植物景观

风貌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基于规划指引建成乡土植物及

本地适生植物生产繁育基地。 
基础项 

乡土植物推广应用技术导则 

编制有生态园林工程建设中乡

土植物推广应用技术导则（或技

术指南），并附有适合当地环境

的乡土植物名录。 

引导项 

绿色 

发展 

33 “公园+”实施率 ≥40% 基础项 

34 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 ≥35% 基础项 

3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基础项 

社会 

治理 

36 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90% 基础项 

37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90% 基础项 

38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100%；其中三级工以上占比≥

15% 
基础项 

 

6.2.2 基本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指标数量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基本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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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基础项数量 引导项数量 

综合管理 8 — 

生态环境 5 1 

人居环境 14 3 

生活服务 3 1 

安全韧性 2 — 

特色风貌 5 1 

绿色发展 3 — 

社会治理 3 — 

6.3 全面建成级评价标准 

6.3.1 全面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标准见表 5。 

表5 全面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评价 

要素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指标 

分类 

综合 

管理 

1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机构  

 

 

符合附录Ａ中表Ａ.1的评价要求 

基础项 

2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能力 基础项 

3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 基础项 

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基础项 

5 城市绿线管理 基础项 

6 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建设 基础项 

7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 基础项 

8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满分 10分）       ≥9.0 基础项 

生态 

环境 

9 蓝绿空间占比 ≥70% 基础项 

10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100% 基础项 

11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100% 基础项 

12 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60% 基础项 

13 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90% 基础项 

14 
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

苗木自给率 
≥80% 引导项 

 

 

 

人居 

环境 

 

15 
公园体系规划

建设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 完成专项公园体系规划编制 基础项 

规划实施率 ≥85% 基础项 

16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90% 基础项 

17 
公园绿地 

数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 ≥15 基础项 

人均专类公园面积(㎡/人) ≥1.2 引导项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 ≥2 基础项 

表5 全面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指标分类 （续） 
 

人居 

环境 18 
公园绿地 

品质 

公园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综

合功能、公园文化建设（满

分 10分） 

≥9.0 基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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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绿道规划建设

和管理 

编制绿道专项规划 完成绿道专项规划编制 基础项 

城市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

(km) 

≥1.2 基础项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70% 基础项 

20 绿化环境 

建成区绿地率 ≥40% 基础项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90% 基础项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85% 基础项 

立体绿化实施率 ≥15% 基础项 

21 
居住环境   

公园化 

园林式居住区达标率 ≥65% 基础项 

园林式单位达标率 ≥65% 基础项 

单位和住宅附属绿地中面向

本单位和宅区所有人开放、共

享的绿地建设情况 

因地制宜改建、新建单位附属绿地和

居住区附属绿地中的开放共享绿地；

具备条件的单位附属绿地全部面向社

会开放共享，并与城市绿地有机融合

成网。 

引导项 

22 

集中体现公 

园城市建设 

的城市片区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个数 ≥20 引导项 

公园化功能区示范区个数 ≥10 引导项 

生活 

服务 

23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60% 基础项 

24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60% 基础项 

25 城市道路系统 

城市道路完好率 100% 基础项 

城市道路照明装置率 100% 引导项 

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9.0 引导项 

安全 

韧性 

26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100% 基础项 

27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100% 基础项 

特色 

风貌 

28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100% 基础项 

29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0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100% 基础项 

31 城市容貌（满分 10分） ≥9.5 基础项 

32 
城市植物景观

风貌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基于规划指引建成乡土植物及本地适

生植物生产繁育基地。 
基础项 

乡土植物推广应用技术导则 

编制有生态园林工程建设中乡土植物

推广应用技术导则（或技术指南），

并附有适合当地环境的乡土植物名

录。 

引导项 

绿色 

发展 

33 “公园+”实施率 ≥50% 基础项 

34 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 ≥40% 基础项 

3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基础项 

社会 

治理 

36 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100% 基础项 

37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95% 基础项 

38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100%；其中三级工以上占比≥20% 基础项 

 

6.3.2 全面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指标数量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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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全面建成级公园城市建设评价的基础项和引导项数量 
 

评价内容 基础项数量 引导项数量 

综合管理 8 — 

生态环境 5 1 

人居环境 15 4 

生活服务 3 2 

安全韧性 2 — 

特色风貌 5 1 

绿色发展 3 — 

社会治理 3 — 

7 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公园城市建设评价内容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见附录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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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评价内容的评价要求、内容、范围、程序和时效 

 
 

表A.1 综合管理评价的评价要求、范围、程序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级 

范围 

评价 

程序 
评价时效 

1 

城市园林

绿化管理

机构 

①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的要求，设立相应的机构； 

②依照法律法规授权有效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城市绿

化管理

机构 

核查上

报资料 

评价期适时 

评价 

2 

城市园林

绿化科研

能力 

应满足以下任意一项要求： 

①具有以城市园林绿化的研究、成果推广和科普宣传为

主要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 

②近三年(含评价期当年度)具有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推广

的园林科研项目。 

城市科

研机构

或科研

项目 

3 

城市园林

绿化维护

专项资金 

城市园林绿化维护专项资金投入应能满足城市各类绿地

的正常维护。 城市维

护资金 

以评价期上

一年度末的

统计数据为

准 

4 

《城市绿

地系统规

划》编制 

①《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由具有相关规划资质的单位

编制，经政府批准实施； 

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与

之相协调； 

③当《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规划期限低于评价期，应

视为没有满足本项评价。 

城市 

规划 
评价期适时 

评价 

5 
城市绿线

管理 

应按要求划定绿线，绿线的管理和实施应符合《城市绿

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2号)和其他相关标准的规

定。 

城市规

划区 

查阅相

关文件 

6 

城市园林

绿化制度

建设 

①制定城市园林绿化各项制度； 

②城市园林绿化制度应包括绿线管理、园林绿化工程管

理、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公示制度以及控制大

树移栽、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义务植树等工程和技术管

理制度。 

城市管

理制度 

查阅相

关文件 

评价期适时 

评价 

7 

城市园林

绿化管理

信息技术

应用 

应满足以下任意两项要求： 

①建立城市园林绿化数字化信息库； 

②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信息发布与社会服务信息共享平

台； 

③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信息化监管体系。 

城市管

理信息

技术 

核查上

报统计

资料并

实地 

调研 

8 

城市园林

绿化满意

度 

①按照附录B中表B.1规定进行满意度调查和满意度总分

(M)计算； 

②被抽查的公众不应少于建成区城区人口的千分之一。 

城市公

众满意

度调查 

核查上

报统计

资料 

以不早于评

价期一年之

内的满意度

调查 

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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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生态环境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蓝绿空间占比 市域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2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3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4 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实地踏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5 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实地踏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6 
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

地适生植物苗木自给率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表 A.3 人居环境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注：1.公园绿地品质评价按附录Ｂ中表Ｂ.2 规定进行。 

2.涉及专家评分的指标，专家组成员均不少于5人，且包含所有相关专业。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公园体系 

规划建设 

编制公园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2 规划实施率 

3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4 

公园绿地 

数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5 人均专类公园面积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6 10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实地踏

勘 

7 
公园绿地 

品质 

公园服务设施完善率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8 公园绿地综合功能 

9 公园文化建设 

10 

绿道规划建设

和管理 

编制绿道专项规划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11 城市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 

12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13 

绿化环境 

建成区绿地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14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15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16 立体绿化实施率 

17 

居住环境 

公园化 

园林式居住区达标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18 园林式单位达标率 

19 

单位和住宅附属绿地中面向本

单位和宅区所有人开放、共享

的绿地建设情况 

资料核查、实地踏

勘、专家评价 

以不早于评价期

一年之内的满意

度调查结果为准 

20 集中体现公 

园城市建设 

的城市片区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个数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实地踏

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21 公园化功能区示范区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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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生活服务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2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3 

城市道路系统 

城市道路完好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实地踏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4 城市道路照明装置率 

5 路网密度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表 A.5 安全韧性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2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表 A.6 特色风貌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2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3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城市规划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4 城市容貌 城市建成区 
实地踏勘、   

专家评价 
评价期适时评价 

5 

城市植物景观风貌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市域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6 

乡土植物推广 

应用技术导则 

  注：1.城市容貌评价按附录Ｂ中表Ｂ.3 规定进行。 

2.涉及专家评分的指标，专家组成员均不少于 5 人，且包含所有相关专业。 

 

表 A.7 绿色发展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

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公园+”实施率 市域 资料核查、实地踏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2 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 市域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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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适时评价 

 

表 A.8 社会治理评价内容、范围、方法和时效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 评价时效 

1 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实地踏勘 
评价期适时评价 

2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城市建成区 

3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城市建成区 资料核查 
评价期上一年度

末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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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满意度调查及综合评价表 

 

表B.1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表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的调查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表 B.1 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 

9.0 分 
～ 

10.0 分 

8.0 分 
～ 

8.9 分 

7.0
分 
～ 

7.9
分 

6.0 分 
～ 

6.9 分 

小于 

6.0 分 

1 绿地数量 
您对本市绿地的面积

和数量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1 0.25 

2 绿地质量 
您对本市绿地的景观

效果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2 0.20 

3 绿地使用 

您对本市公园的服务

设施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3 0.15 

您对本市公园步行到

达的方便性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4 0.15 

您对本市公园的管理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5 0.15 

4 环境质量 

您对本市的空气质量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6 0.05 

您对本市的水体质量

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7 0.05 

5 满意度总分 M 1.00 

  注：M= M1×0.25＋M2×0.20＋M3×0.15＋M4×0.15＋M5×0.15＋M6×0.05＋M7×0.05 

表B.2 公园绿地品质评价表 

公园绿地品质的评价应符合表 B.2 的规定。 

 
表 B.2 公园绿地品质评价表 

 

调查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 9.0 分 

～ 
10.0 分 

8.0 分 
～ 

8.9 分 

7.0 分 
～ 

7.9 分 

6.0 分 
～ 

6.9 分 

小于 

6.0 分 

1 公园服务 

对当地公园、绿道、庭

院绿地等设置总量是

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1 0.20 

对公园绿地中座椅、凉

亭等服务设施是否满

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2 0.10 

对公园绿地的卫生保

洁、安保和售卖等管理

服务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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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公园绿地品质评价表 （续） 
 

2 综合功能 

对公园绿地的景观效

果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4 0.10 

对公园绿地的科普教

育功能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较不 

满意 
不满意 M5 0.10 

公园绿地中健身体育

器材是否充足 
充足 

比较充

足 
一般 

较不 

充足 
不充足 M6 0.10 

公园绿地的应急供水、

供电、通道，以及标识

等应急避难设施是否

完善 

完善 
比较 

完善 
一般 

较不 

完善 
不完善 M7 0.15 

3 文化建设 公园绿地是否能展示

当地城市文化特色 
可以 

比较 

可以 
一般 

不太 

可以 
不可以 M8 0.15 

４ 评价总分 M 1.00 

注：M= M1×0.20＋M2×0.10＋M3×0.10＋M4×0.10＋M5×0.10＋M6×0.10＋M7×0.15＋M8×0.15 

 

表B.3 城市容貌评价表 

  城市容貌的评价应符合表B.3的规定。 

 

表B.3 城市容貌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评价 

分值 
权重 9.0 分 

～ 
10.0 分 

8.0 分 
～ 

8.9 分 

7.0 分 
～ 

7.9 分 

6.0 分 
～ 

6.9 分 

小于 

6.0 分 

1 公共场所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M1 0.30 

2 广告设施与标识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M2 0.30 

3 公共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M3 0.20 

4 城市照明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M4 0.20 

5 评价总分 M 1.00 

  注：M= M1×0.30＋M2×0.30＋M3×0.20＋M4×0.20 

 

 
 

 
 

 
 

 
 

 
附 录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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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部分指标释义及计算方法 

 

C.1 蓝绿空间占比 

C.1.1 指标解释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植被覆盖土地与水体面积（km2）之和占城市规划区总面积（km2）的百分比。

包括城市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农林用地和水域面积。 

C.1.2 计算公式 

%100
++

=
城市规划区面积

水域面积农林用地面积地面积城市规划内城市各类绿
蓝绿空间占比  

C.2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C.2.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保护、恢复、建设湿地面积占建成区湿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C.2.2 计算公式 

   %100=
积建成区内城市湿地总面

市湿地面积建成区内实施保护的城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C.3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C.3.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组团之间净宽度不小于 100 米的生态廊道长度（km）占城市组团间应设置的净宽度不小

于 100 米且连续贯通的生态廊道长度（km）的百分比。建成区内组团是指具有清晰边界、功能和服务

设施完整、职住关系相对稳定的城市集中建设区块，每个组团规模不宜超过 50 平方公里或 50 万人

口。生态廊道是指在城市组团之间设置的，用以控制城市扩展的蓝绿空间。 

C.3.2 计算公式 

%100
100

100
=

道长度米且连续贯通的生态廊宽度不小于城市组团间应设置的净

米的生态廊道长度度不小于建成区内组团之间净宽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C.4 破损山体、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C.4.1 指标解释 

  包括破损山体生态修复率和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2 个指标。破损山体生态修复率指城市规划区内的

破损山体经生态修复到至少覆绿的面积（km2）占城市规划区内破损山体总面积（km2）的比例。废弃

地生态修复率指经修复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并可再利用的废弃地面积（km2）占城市规划区内废弃地总

面积（km2）的比例。 

C.4.2 计算公式 

%100=
总面积城市规划区内破损山体

破损山体面积城市规划区内已修复的
破损山体生态修复率  

%100=
面积城市规划区内废弃地总

可再利用的废弃地面积经修复达到相关标准并
废弃地生态修复率  

C.5 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C.5.1 指标解释 

  考核说明：纳入自然岸线统计的水体是指在满足防洪、排涝等水工（水利）功能基础上，岸体构

筑形式和所用材料均符合生态学和自然美学要求，岸线形态接近自然形态；滨水绿地的构建本着尊重

自然地势、地形、生境等原则，充分保护和利用滨水区域原有野生和半野生生境。纳入统计的水体，

应包括《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被列入 E 水域的水体。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水巷、码头和历史名胜公

园的岸线可不计入统计范围。岸线长度为河道两侧岸线的总长度。 



DB3704/TXX—20XX 

 18 

C.5.2 计算公式 

 
%100=

水体岸线总长度

体岸线长度符合自然岸线要求的水
率河道等水体岸线自然化  

C.6 生态园林工程项目中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苗木自给率 

C.6.1 指标解释： 

  城市规划区内园林绿化项目中本地及同等气候条件的周边区域所生产乡土植物苗木使用量（万

株）占苗木使用总量（万株）的百分比。按照《枣庄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2022-2035 年）》要

求，加大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生产、繁育，重视乡土植物和本地适生植物推广应用，控制外来物

种入侵。 

C.6.2 计算公式 

 
%100=

量（万株）工程项目中苗木使用总城市规划区内园林绿化

（万株）乡土植物苗木使用总量条件的周边区域所生产

气候工程项目中本地及同等城市规划区内园林绿化

土植物苗木使用率园林绿化工程项目中乡  

C.7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C.7.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hm2）占居住用地总面积（hm2）的百

分比。5000m2 及以上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按 500 米服务半径测算；400～5000m2 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按

300 米服务半径测算。 

C.7.2 计算公式 

 
%100=

建成区居住用地总面积

用地面积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建成区公园绿地活动场
半径覆盖率公园绿地活动场地服务  

C.8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C.8.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绿道两侧 1 公里服务范围（步行 15 分钟或骑行 5 分钟）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hm2）占

总居住用地面积（hm2）的百分比。绿道是指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成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

绿色开敞空间, 以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廊道。 

C.8.2  计算公式 

%100
1

=
建成区居住用地总面积

住用地面积公里服务范围覆盖的居建成区绿道两侧
率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  

C.9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C.9.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主干道道路绿地率应大于 20%；城市其它道路绿化覆盖率应符合 GB/T 51328-2018 中

12.8.2 规定。 

C.9.2 计算公式 

%100=
建成区道路总长度

的路段长度之和建成区道路与绿化达标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C.10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C.10.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城市次干路、支路的林荫路长度（km）占城市次干路、支路总长度（km）的百分比。林

荫路是指绿化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的人行道、自行车道。 

C.10.2 计算公式 

 
%100=

道总长度建成区步行道、自行车

度之和的步行道与自行车道长建成区达到林荫路标准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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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 

C.11.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单位）的数量（个）占建成区内居住区（单位）总数量（个）的百分

比。 

C.11.2 计算公式 

 
%100=

）总数量（个）建成区内居住区（单位

（单位）的数量（个）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
达标率园林式居住区（单位）  

C.12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个数 

C.12.1 指标解释 

  公园化生活街区示范区是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单元类型，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生活性片区，有

美丽、舒适、宜人的室外景观环境，具有小游园绿地、屋顶花园等充足的绿色共享空间，还有方便、

齐备的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如超市、家政、阅读学习、游艺、健身等等），既能体现出公园城市特

征，又有温度与活力。示范区应当具备：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8 平方公里，片区内绿地和开放空间的

占比原则上达到 40%，人均公园绿地、广场和小区集中绿地的面积不低于 5.5 平方米/人，推广多元

化的绿化手段和新技术。 

C.13 公园化功能区示范区个数 

C.13.1 指标解释 

 公园化功能示范区是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单元类型，其主体功能定位为产业、文化、体育、商

业服务、旅游、行政办公等，以美丽、舒适、宜人、公园一般的室外环境和可以共享的绿色空间促进

主体功能的有效提升，让购物者、办公人员、游人等犹如在公园里办公、购物、休闲、旅游。示范区

应当具备：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25 平方公里；片区内绿地和开放空间的占比原则上达到 40%，历史

文化街区不低于 25%；推广多元化的绿化手段和新技术；具有良好开放性，面向游客和市民开放共

享；可承载城市生活、就业、文化、休闲等方面功能。 

C.14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C.14.1 指标解释 

 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

修缮过程中所产生得渣土、弃土、弃料、余泥及其他废弃物。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是指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量（t）占建筑垃圾产生总量（t）的百分比。 

C.14.2 计算公式 

 
%100=

）建筑垃圾产生总量（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量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t

t  

C.15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C.15.1 指标解释 

 园林绿化垃圾是指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枯枝、落叶、草屑、花败、树木与灌

木剪枝及其他植物残体等。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主要是指采取生物处理、有机覆盖物加工、生物

质燃料制备，或其他适宜本地实际情况的处理技术和模式。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是指园林绿化

垃圾资源化利用量（t）占园林绿化垃圾产生总量（t）的百分比。 

C.15.2 计算公式 

 
%100=

）（园林绿化垃圾产生总量

）用量（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

t

t  

C.16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C.16.1 指标解释 

  建成区达到《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导则》设施要求的防灾避险绿地数量（个）占纳入城市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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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体系全部防灾避险绿地数量（个）的百分比。防灾避险绿地设施主要包括应急供水、供电、通

讯、垃圾储运、消防设施、通道，以及集散场地等。 

C.16.2 计算公式 

 
%100=

量（个）的全部防灾避险绿地数纳入城市防灾避险体系

绿地数量（个）建成区达标的防灾避险
达标率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设施  

C.17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C.17.1 指标解释 

  依据《枣庄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22-2035 年）》在建成区内已建成的防护绿地面积占建成区

内防护绿地规划总面积的比例。 

C.17.2 计算公式  

 
%100

2

2

=
）总面积（建成区内防护绿地规划

）绿地面积（建成区内已建成的防护
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

hm

hm
 

C.18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比重 

C.18.1 指标解释 

  编制有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面积（km2）占城市重点地区总面积（km2）的百分比。城市重点地区

包括：⒈城市核心区和中心地区；⒉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地区；⒊新城新区；⒋重要街道，包括商业

街；⒌滨水地区，包括沿河、沿湖地带；⒍山前地区；⒎其他能够集中体现和塑造城市文化、风貌特

色，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 

C.18.2 计算公式 

 
%100=

城市重点地区总面积

地区面积编制有城市设计的重点
率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管控  

C.19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C.19.1 指标解释 

  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名录，按照名录和保护要求实施保护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数量

（个）占纳入名录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总数量（个）的百分比。 

C.19.2 计算公式 

 
%100=

价值的公园总数量纳入公园名录具有历史

价值的公园数量求实施保护的具有历史按照公园名录和保护要
护率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  

C.20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C.20.1 指标解释 

  包括古树名木保护率及古树名木后备资源保护率 2 个指标。古树名木保护率指城市规划区内普查

后建档挂牌、实施合理保护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棵）占普查后确认的古树名木总量（棵）的百分

比。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级，国家一级古树树龄 500 年以

上，国家二级古树 300～499 年，国家三级古树 100～299 年。名木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的中外历代名人、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国家级名木

不受年龄限制，不分级。古树后备资源是指城市绿地中树龄 50（含）～99 年的乔灌木（包括木本花

卉）。 

C.20.2 计算公式 

%100=
认的古树名木总量城市规划区内普查后确

并存活的古树名木数量档挂牌、实施合理保护城市规划区内普查后建
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

木总量认的古树后备资源的树城市规划区内普查后确

树后备资源总量档挂牌并合理保护的古城市规划区内普查后建
古树后备资源保护率  

C.21 “公园+”实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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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1 指标解释 

  市域范围内“公园+”实施区域面积（km2）占“公园+”规划区域面积（km2）的百分比。 

C.21.2 计算公式 

 
%100

+

+
=+

”规划区域面积市域范围内“公园

”实施区域面积市域范围内“公园
”实施率“公园  

C.22 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 

C.22.1 指标解释 

  绿色生态建设主要指政府、企业或个人进行的生态修复、生态建设、生态培育等活动，包括土壤

修复、河流治理、公园绿地建设等，这些投入会因生态价值的增加而带动经济价值增加。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和环境保护年鉴中获取数据，并建立专项的数据收集评估信息平台，实时监控数

据。 

C.22.2 计算公式 

%100GDP =
增加值城市

增加量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
增长的贡献对绿色生态建设相关产业

GDP

GDP  

C.2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C.23.1 指标解释 

  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

均降雨量（mm）与年均降雨总量（mm）的比值。 

C.23.2 计算公式 

%100%100 −=
）全年总降雨量（

）全年外排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mm

mm

 
 

C.24 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营考核达标率 

C.24.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数字化管理平台公开指标数（个）与指标总数（个）的比值与指标公开率的乘积。其中

有面向全社会公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指标公开率记为 100%，单位、机构等有内部数字化管理平

台，指标公开率记为 50%。 

C.24.2 计算公式 

%100=
数数字化管理平台指标总

标数数字化管理平台公开指
营考核达标率数字化管理平台规范运  

C.25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C.25.1 指标解释 

  建成区内具有良好的园林环境、较完善的设施，具有游憩、生态、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

的公园中，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园数量（个）占公园总数（个）的百分比。历史名园、动物园、植物

园等特殊的专类公园不列入本指标评价范围。 

C.25.2 计算公式 

    %100=
建成区公园总量（个）

（个）建成区免费的公园数量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率  

C.26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C.26.1  指标解释 

  园林绿化工程中持证人员数量（人）占该工程技术工种上岗人员总数量（人）的百分比。 

C.26.2 计算公式 

 
%100=

员总数量（人）该工程技术工种上岗人

员数量（人）园林绿化工程中持证人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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