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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拓展,城市游憩用地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受

制于游憩用地管理体制和规划实践滞后的局面,我国城市游憩用地研究还有待突破.通过对国内外城市游憩用

地相关领域的研究综述,找到国内城市游憩用地研究的薄弱环节和可能的研究方向.梳理了目前国内外游憩用

地管理的体制,归纳出了目前国内外城市游憩用地研究的５个内容:概念和内涵的探讨、理想模型的构建、城市

游憩用地需求的研究、城市游憩用地指标的研究和城市游憩用地的分布规律研究.通过对比发现,国内研究与

国外研究还有较大差距,尤其体现在理论构建、需求和指标研究方面.指出了国内游憩用地未来可能的４个研

究方向———指标体系、游憩需求、布局规律和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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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

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游憩逐渐被认为是城市必需

的基本功能,城市游憩用地是城市承载游憩功能的

土地利用类型,主体上与城市旅游用地相当,还包括

位于城市内部和城市郊区的各类休闲设施用地.城

市游憩用地对城市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城市游

憩用地构造了城市景观,彰显了城市文化,提供了游

憩机会,塑造了城市结构,维护了生态环境.鉴于游

憩空间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休闲游憩观念逐渐

普及,城市游憩用地管理问题得到了政府部门和来

自土地、地理、旅游、城市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休
闲游憩和旅游产业的存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用地管理

体制下,游憩用地的概念不清、范畴不明,类型又过

于细碎,游憩土地管理改革难以出台,更有价值的研

究难以继续.本文将对城市游憩用地管理体制和相

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总结国内外城市游憩用地管

理的制度、动态及手段,指出中国城市游憩用地管理

研究的新方向.

　　一、国内外城市游憩用地管理

　　１．中国城市游憩用地的管理

现阶段,我国城市游憩用地与游憩空间并没有

特定的管理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游憩用地规划,从近

年政府编制的各种规划来看,发改委的区域规划、国
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住建部门的城市规划与绿

地系统规划、旅游部门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都从

不同角度涉及城市旅游与游憩用地的问题,游憩用

地的重要性已达成广泛共识,城市游憩空间规划与

管理成为政府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也成为学界研

究的新领域.目前,我国城市游憩用地的管理呈现

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管理多头性.不但包括土地行政管理部

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还有建设规划、农业林业、水
利、文化和环保部门.各个部门之间各说各话,缺乏

沟通.旅游部门关注产业分布,重经济指标而轻产

业落地.建设规划部门从风景名胜区和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的角度进行游憩空间管理.水利部门的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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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林业部门的自然保护区、文化部门的文

保单位认定,都是从各自专业视角在各自行政职

责范围内开展工作.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导致的

结果是,重复挂牌的空间多,对游憩需求的整体

统筹不够.
第二,用地复合性.长期以来,我国游憩用地或

者称为旅游用地在土地规划中以“复区”的形式认

定,游憩用地在所有土地类型中地位很低,几乎被忽

略了.很多用地类型叠加了旅游休闲功能,比如耕

地、林地、文博用地,但是到底服务于城市游憩的用

地有多少呢? 在实践中很难认定.荒地、荒坡等无

法作他用的土地由于建设用地行政审批问题,也难

以进行旅游开发.可以说,在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

限制了游憩功能的开发.耕地、林地以及难以利用

土地的游憩发展是重要的利用方式,能够提高土地

的经济效益,缓解城市游憩空间的供需矛盾,促进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分类模糊性.城市游憩用地的统计口径

尚不明确.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休闲生活

方式受到城市居民认可,现在各城市尤其是旅游休

闲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开始着重考虑游憩需求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开展旅游用地专题研究的实

践.在旧版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① (GB/J１３７Ｇ９０)中,游憩用地分散于公共设施用

地、道路广场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几大类中,很难

按照城市用地标准进行分类统计,尤其对于具有公

共产品性质的公共游憩用地和受市场规律配置的商

业游憩用地难以区分(参见表１).可喜的是,这一

点商业游憩用地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５０１３７Ｇ２０１１)中已经解决.该标准中将博

物馆、文物古迹、体育场馆等列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商业游憩用地包括的餐饮、旅馆、演艺、
娱乐和康体用地均被列入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但

目前还没有广泛接受的游憩用地统计指标,造成了

如此结果:一方面,旅游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

总体规划的衔接不畅,旅游规划难以落地;另一方

面,在城市发展中,人均的住宅用地、绿地都有相关

的指标可以参考,但是人均的游憩用地指标还很难

确定.游憩虽为城市的重要功能,但在各类法定规

划中,游憩功能难以合理布局.
表１　基于城市用地新国标的商业游憩用地分类

中类 小类 与之对应的游憩用地类型 与之对应的旅游产品类型

商业设施用地(B１)
零售商业用地(B１１) 旅游商店用地 旅游纪念品商店、旅游购物商场

餐饮业用地(B１３) 餐饮业用地 各类餐厅、酒店、农家餐馆

旅馆用地(B１４) 旅馆用地
星级酒店、度假村、青年旅舍、招待所、较大型的
民俗村、各类营地

商务设施用地(B２)
艺术传媒产业用地
(B２２)

旅游演艺的制作和管理用地 没有直接对应旅游产品

康体娱乐用地(B３)

娱乐用地(B３１) 旅游剧院、露天电影院、大型游乐设施
用地

实景演出场所、旅游演出舞台、汽车影院、为游客
服务的影院、大型游乐场、水上乐园的陆地部分

康体用地(B３２)
单独设置的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溜
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
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高尔夫球场、赛马场、滑雪场、跳伞场、溜冰场、摩
托车场、卡丁车场、射击场、水上运动项目涉及的
陆地项目

　　第四,权属复杂性.虽然城市用地标准发生变

化,但是土地权属依旧是困扰城市游憩用地布局和

管理的难题.旅游休闲空间建设中,大量涉及农业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问题[１Ｇ２].我国土地的双轨制

管理长期存在,城市郊区以集体所有制土地为主,规
模有限,产权不清,容易产生纠纷.目前我国处于农

村土地改革的探索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农村

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
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游憩开发是大都市郊区集体

土地的重要利用方式,必须探索一条能够协调各方

利益的空间发展之路.
多头管理、地位不高、分类不明、产权不清是目

前我国城市游憩用地管理的特征,不仅限制了游憩

用地的科学布局和有效管理,也制约了科学研究的

开展,给相关领域的研究带来诸多实际困难.比如,
在研究游憩用地的时空演变时,更多的学者只能采

用强调土地自然属性的用地分类方法[３Ｇ４],与游憩发

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２．国外游憩用地的管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各地区政府通过游憩用

地规划来管理游憩用地.与中国的管理方式主要有

如下不同.一是,存在自上而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
欧美国家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整个国家

的游憩用地管理.国家公园管理局并不受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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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该机构对公园范围内的空间有绝对的管理权.
因此,纳入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的空间都可以作为游

憩用地来对待,在范围上非常明确.二是,有专门的

城市游憩规划体系.在美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
英国等国家,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很多都市地区

都根据游憩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原理编制了游憩用地

规划.由于对游憩空间的重视,不少国家在土地利

用分类中将甚至游憩空间作为单独的土地利用类

型.三是,更加注重游憩用地的功能.虽然按照面

积计算,我国的公共型游憩用地也占了较高比例,甚
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其中大部分区域并不是有

效的游憩用地,缺乏设施配套,实际上,对游憩设施

的调查在我国几乎是空白.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游

憩规划时,会对露营地、垂钓地、健身道等游憩设施

的数量、空间分布和使用频率进行详细调查.
(１)美国的游憩用地管理.美国的公园与游憩

用地在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土

地利用规划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组成了国家公园体

系,由隶属于内务部的国家公园局统一管理.国家

公园是特殊用地的一种,可划分为自然区、文化区、
开发区与特殊利用区四大功能分区.１９４１ 年美国

内务部公布了一份对国家公园体系与游憩空间研究

报告[５],其中对各州旅游用地面积进行了统计,将旅

游用地分为３个等级:国有、州立和本地所有用地.
具体类型有森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土壤保护区、
国家公园及各级公园、遗产纪念地、郊野公园和各级

公园廊道.这份官方报告详尽地总结了游憩活动需

求特点和游憩空间规划准则,是美国早期对游憩空

间理论和方法的总结.美国各地公园与游憩规划的

首要工作是核算游憩用地的人均指标,根据规划协

会规定的标准来衡量游憩用地配给是否合理.在规

划的用地核算中,除了划分由国有土地到地方拥有

土地的体系,对各级别的游憩用地也有细节的分类.
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已经将许多理论在游憩

空间的规划中进行实践.１９７７ 年在制定威斯康辛

州游憩空间数量标准时,将游憩空间进行了分类[６].
根据范围大小将公共游憩地分为区域性的、半社区

性的、社区性的和邻里单位性的.并且将各种游憩

活动由微观到宏观分为３类,规定了每一子类型由

公共和商业提供的比例.在１９７１年,华盛顿会议首

次确定的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院的土地利用分类方

案中,将公园用地作为与城市建设区并列的土地利

用方式,给予足够的重视.

(２)其他国家的游憩用地管理.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２５日开始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② 中,游憩

用地也处在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２部分:第一部

分是居民点用地大类中的休闲区;第二部分是受特

殊保护用地大类中的自然保护用地、休闲用地、历史

文化用地亚类.英国土地法体系中土地保护方面的

法案值得关注.其有两大内容:第一是对自然历史

土地的保护,第二是对城市绿带的保护法案.日本

的国土分类起源于１９１９年,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７０年进

行修订,将全国土地分为五大地域:都市地域、农业

地域、森林地域、自然公园地域、自然环境保全地域.
其中都市地域中包含风景游憩用地,自然公园地域

是专门为了保存自然景观与提供居民游憩的土地利

用方式[７].即使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在土地利用规

划中也十分重视游憩用地规划[８].虽然国外在游憩

用地管理方面有较好的实践,但由于国外与我国的

城市发展形态、社会经济水平、文化背景以及人地关

系等方面有较大不同,如国外研究考虑需要土地私

有权益和公共空间的关系[９],国外的实践经验难以

直接用于我国的游憩用地管理的实践.

　　二、国内外游憩用地研究动态

　　 一直以来,国内外对游憩用地的关注热度不

减,在城市游憩模型空间模型、游憩空间决策、游憩

用地总量与指标、环城游憩带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

探讨,更新了很多新观点、新认识,并取得了有益的

进展.

１．基于概念和内涵的探讨

在我国旅游研究者、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实践

者不约而同地关注了游憩用地问题.游憩用地是居

民进行旅游与休闲活动进行的场所,具有功能的复

合性和综合效益.游憩用地往往不是专门的旅游活

动用地,还兼具自然保护、风景名胜、宗教文化活动、
农业生产等多种功能,同时发挥经济效益、文化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国外游憩用地管理体制,
典型的如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有明确的管理

机构和层级关系,管理的效率高.而在我国游憩用

地多头管理的背景下,研究者和规划者对游憩用地

或更进一步的旅游用地有如下的争论焦点:如何定

义游憩(旅游)用地[１０Ｇ１３]、如何分类进而进行用地统

计[１４Ｇ１８]、如何进行有效的规划管理[１,１９Ｇ２１].学者们

虽大都认为游憩用地应包含所有涉及到游憩活动的

用地,但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分类统计体系.游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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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涉及要素很多,尺度不一,大到整座山林、整片

农田、整条水系,小到一个度假村、饭店、停车场,用
地使用强度有差异,简单统计一个规模数字并不能

说明实际问题.学者们针对这种尺度不一的用地类

型开展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讨论,但达成的共识却很

少,以致更有意义的用地空间分布、用地影响因素、
用地优化配置等研究无法开展.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有的学者提出首先应该分辨出游憩用地的公共

属性和商业属性,再进行进一步分类,是对城市游憩

用地进行的尝试性分类[１７].

２．城市游憩用地布局的空间理想模型

城市游憩空间的理想模型是游憩用地研究的理

论基础.土地利用理想模型的研究源于城市规划中

大师的“规划理想”,这是一个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

过程.其结果可应用于城市建设的实践,也可应用

于游憩空间的管理实践.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开

始对都市周围的游憩空间及圈层进行统计和研究.
之后,游憩机会谱(ROS)开始成为游憩空间分布的

研究焦点.ROS的方法将城市空间按照到访的机

会划分为几个类型,每个类型的游憩用地使用强度、
建设密度、设施类型、交通配置标准均有不同.美国

户外游憩资源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一种六分 ROS:按
照游憩机会分类最常见的是美国郊野游憩资源评价

委员会的六分法,将旅游用地分为高密度游憩地区、
普通户外游憩区、自然环境区、奇特风光区、原始地

区和历史文化点[２２].直至今日,利用 ROS进行游

憩用地管理仍是研究的热点.１９６６年,Clawson&
Knetsch提出了空间利用者指向地域、中间地域和

资源指向地域三种利用类型,形成城市游憩用地配

置的３个圈层模式③ .１９６９,前苏联景观学家罗多

曼在对大都市郊区土地利用景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了城市郊区游憩用地配置的理想模式———自然公园

配置的“极化生物圈模式”④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西方国家兴起一场绿道运动,该运动的理想是:
在城市之中修建生态廊道来沟通城市建成区与郊区

的大块开放空间,最终形成城市游憩用地的基本

骨架[２３].
国内的旅游学者在游憩用地理想模型探索代表

的有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结构研究[２４];大城市郊区

旅游用地的距离衰减规律:景区由市区到远郊,用地

越来越粗放,类型依次变化;杨新军等提出的城市旅

游产品地理分异规律[２５];吴承忠等提出了海港型大

都市半环带旅游模型[２６];张立明等提出郊区游憩用

地的多层环状分布[２７];王润等提出北京郊区游憩空

间类型的分异模型[１７].游憩用地布局模型的提出,
多基于大城市土地利用现状的经验总结,也有的源

自于理想模式并未有实践证实.这些模型为城市游

憩用地的配置提供了总体思路:按照游憩机会衰减

的用地管理模式、重视城市郊区的游憩用地集聚区、
构建联结市中心到郊区的绿道系统等,这些思路在

我国的各类用地规划实践中已多有体现,例如«北京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中对绿色空间

的规划体现了绿道的思想,我国正在逐步探索的国

家公园体系则体现了 ROS中按照不同游憩机会的

土地分类管理思想.

３．城市游憩用地需求研究

需求与供给是游憩用地研究的两个方面,游憩

需求是游憩用地存在和不断增长的根本动因,是游

憩用地研究的切入点,也是游憩用地配置规模的最

根本依据.游客监测在旅游用地规划中意义重

大[２８].在游憩用地评价与预测以及游憩空间选择

研究中,需求的数量(游憩人口总量)与特征(年龄、
收入、居住地、游憩目的、游憩感受、场景依赖)成为

重要的参考依据,也有研究直接以人口数量作为游

憩空间预测的指标[２９].此外,需求研究着重考虑距

离与出行成本对游憩需求的影响[３０Ｇ３３],可达性分析

是重要的研究手段.关于游憩需求的综合研究揭示

了游憩需求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多基

于多因素回归而实现.Curry等研究了英国乡村休

闲中的游憩需求,指出价格、其他货物的价格、收入

和休闲偏好是影响休闲需求的因素,进而影响乡村

的土地利用[３４].２００８年 Martinez等在研究国家公

园的游憩需求中,发现旅行成本和花费与过去五年

的旅游行为相关[３５],他们又在２０１２年研究了休闲

需求的影响因素,发现居住距离、收入和休闲产品的

特征与休闲决策显著相关[３６].距离衰减规律是需

求对游憩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不仅由于旅行费用

增加,而且反映了替代性产品的增加[３７].国内对游

憩用地与需求关系的研究非常少,但是学者们认同

在进行游憩用地预测时,需要考虑当地居民和外来

游客双方面的需求[１３,１６].

４．城市游憩用地指标研究

在城市游憩用地管理实践中,首要的工作是评

价游憩用地的分布、数量与质量.国外尤其是美国

开展得比较早.Marcouiller等在进行威斯康辛综

合户外游憩规划中对游憩设施进行了的分类: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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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设施分为１０大类１４８小类[３８],从而进行城市游

憩用地统计.这种分类方法融合了面状与线状的游

憩空间,沟通了公有与私有的游憩空间,公有游憩空

间计算面积,而私有的游憩空间计算数量(高尔夫球

场以洞为单位,度假村以床位为单位),从而衡量游

憩供给的数量情况.数量研究是游憩用地研究最基

本的内容[３９].２００９年,Marcouiller等人总结了游

憩空间数量需求计算中的研究方法[３８].单一的人

均公园指数(这里是指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

公园)最早使用于１９世纪初,到现在依然是游憩用

地的重要指标[４０],最流行的指标为每千人拥有的游

憩用地数量[４１Ｇ４２].这些指标多用于制订游憩供给标

准[５,４３Ｇ４４].鉴于我国城市游憩用地地位不高,没有

被官方认可的权威分类方法,我国明确进行用地规

模统计与预测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采用的是典

型类型统计法,也是避免了对游憩用地分类的争论,
如进行休闲度假游憩用地规模探讨选取了高尔夫球

场、度假村与主题公园用地作为代表[４５].

５．城市游憩用地及设施的分布规律研究

游憩用地与游憩设施的分布规律与空间决策是

游憩用地研究的落脚点.找到影响游憩用地布局和

属性变化的因子,可揭示城市以及郊区的游憩用地

时空演变机制,最终得出城市游憩用地的分布规律,
从而应用于游憩用地规划与管理.１９７４年,LunＧ
dgren研究加拿大城市外围度假别墅区的圈层化及

其外推模式,他发现第二住宅一般有固定的分布位

置[４６].１９７０年,纽约州的综合户外游憩规划给出了

游憩用地的选址公式[４７].１９７７年,博拉对城市郊区

的旅游地按照承载力进行划分,并从城市规模、户外

游憩行为和旅游目的地类型三方面进行特征描

述[４８].以上两种游憩用地布局规则在国内旅游地

规划中应用广泛.１９７９年,Greer等提出游憩性土

地利用随着离开客源地距离的变化的一般模式,他
们认为 游 憩 性 土 地 利 用 呈 现 距 离 衰 减 规 律[４９].

１９９６年,Yeh等总结了 GIS对游憩设施空间选址分

析中的因素与方法,指出需求要素、人口密度、土地

开发建设可能性以及自然环境条件均是重要影响因

子[３９].２００７年,Margaret等人指出游憩空间布局

存在市场价值高的地区和自然价值高的地区[５０].

２００９年,Gaughan等研究了 Angkor盆地旅游发展

带来的森林变化,指出供养游客、旅游用地开发、人
口增加是森林变少的原因,而旅游发展也会带来森

林景观的优化[５１].２０１１年,Kytzia等指出在旅游土

地利用中,游客的经济影响,住宿密度和床位密度是

影响旅游土地经济效益的因素[５２].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非常重视游憩用地分布的

影响因素和时空演变机制.早在２００５年,刘家明等

得出滑雪场的空间区位受制于客源市场、区位条件、
山势、水源和交通条件[５３].２０１３年,李玏等认为城

市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应选择在交通、市场、土地资源

充足的地域[５４].２０１０年,王润等总结出北京郊区三

种游憩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公共型游憩空间是资

源指向,商业型游憩空间受市场、环境、交通等因素

控制,附属型游憩空间则与农业和林业发展密切相

关[１７].２０１２年,王建英等利用 GIS对旅游用地进

行微观选址研究[４].旅游用地与其他用地的转变也

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２００５年,王敬贵等利用

遥感影像资料,研究了昌黎黄金海岸的旅游用地变

化规律,林地、滩涂、沙地等类型变成了旅游区用

地[３].２０１１年,席建超等对野三坡苟各庄村进行土

地利 用 研 究,发 展 旅 游 发 展 改 变 了 农 村 用 地 格

局[５５].２０１０年,赵莹雪研究了珠海市旅游用地的演

变和来源类型[５６].

　　三、国内相关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的
研究方向

　　虽然城市游憩用地的意义重大,但长期以来的

土地管理观念和体制的惯性使得我国城市游憩用地

研究难有突破性进展.
(１)城市游憩用地研究目前达成的共识较少.

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旅游规划实践者均发现

城市游憩用地是城市空间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决

各专业领域问题时,多数采用自创的游憩用地统计

方法,缺乏沟通的桥梁.笔者建议游憩用地统计体

系建立时,应充分考虑与城市建设用地分类标准和

全国土地分类标准的衔接,做好公共型游憩用地(类
似公共产品)与商业型游憩用地(建设用地和游憩设

施占地)等不同尺度用地类型的区分,并识别出真正

有效的城市游憩用地范围.
(２)重空间范围而轻使用.对游憩用地的空间

总量能够根据用地类型有所估计,但实际上,这种总

量并非有实际意义的游憩用地.大部分的游憩用地

被林地、绿地、河流等自然景观覆盖,无法提供游憩

设施.
(３)重供给而轻需求.城市游憩用地供给是从

政府管理者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游憩需求则是从

８９



第３期 王　润 等:国内外城市游憩用地管理与研究动态 　

市场经济的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游憩需求研究在国

外已经开展了５０余年,但国内相关研究刚刚涉及定

性层面,并未进行国外已经成果较多的用地需求影

响机制研究.最后,城市游憩用地的配置研究还有

待深入.在实践中,城市游憩用地的配置还比较随

意;在理论研究中,城市游憩用地配置的指标和规律

性结论较少,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围绕各种游憩设

施的空间分布规律,缺乏统一整体的思考,如用地的

分布、用地配置的影响因素、用地的具体指标等方面

都需要进一步深化.
鉴于前文所述,我国城市游憩用地研究还需继

续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拓展.首先,要做的

工作是建立城市游憩用地统计指标体系,确定科学

合理的人均游憩用地指标,尤其是承载游憩设施的

用地指标,以开展游憩用地的案例研究,指导规划实

践.其次,应该更加重视游憩需求对城市游憩用地

的影响,探寻城市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城市生

活方式转变与城市游憩用地发展和演变的关系,探
寻游憩需求的特征、时效、变化对城市游憩用地区位

和规模的影响.再次,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更深一步

地探讨城 市 游 憩 用 地 的 布 局 规 律,提 取 空 间 因

子.最后,应系统分析我国城市游憩用地发展变

化的内外部驱动力,探寻城市游憩用地的优化配

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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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DomesticandOverseasResearchonUrbanRecreationalLand

WANGRun１,２,HUANGKai１,２,ZHU He３

(１．CollegeofLandscapeArchitecture,BeijingUniversityofAgriculture,Beijing,１０２２０６;

２．Beijing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ofRuralLandscape
PlanningandDesign,Beijing,１０２２０６;

３．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

ChineseAcademyofScience,Beijing,１００１０１)

Abstract　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expansionofurbanfunction,theroleofurbanrecreaＧ
tionallandisincreasinglyimportant．However,themanagementsystemandplanningpracticesofrecreaＧ
tionallandlagbehind,studyofurbanrecreationallandisstillawaitingabreakthrough．Thispaperfirstly
reviewsthecurrentdomesticandrecreationalland managementsystem,basedonwhich,theauthors
sumsupthecurrentdirectionof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infivedomains:theconceptandcontent
ofrecreationalland;constructionoftheidealmodelofurbanrecreationalland;urbanrecreationalneeds;

urbanrecreationallandindicator;thedistributionofrecreationallandandfacilities．Resultsbycomparing
the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showthatthereisalargegap,especiallyseeninthetheoreticalconＧ
struct,needsandindicatorsresearch．TheconclusionisthatpossiblefuturedirectionsofdomesticrecreaＧ
tionallandresearchareindicatorsystem,recreationalneeds,distributionrulesandcontributingfactors．

Keywords　landuse;recreationalland;tourismland;urbanrecreation;recreational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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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reaswithlowlocationquotientandlow marketshareledbyHubeiandAnhuiprovinces．MeanＧ
while,industrialducklayoutinChinaisalsoshowingthreepillarsofthesituation,that’s,threecoreinＧ
dustriescirclesdominatedbyShandong,Jiangsu,Guangdonareformed．Inaddition,regionaldifferences
aboutlocationquotientandmarketshareinChina’sduckindustryaresobig,whichhasasignificantposＧ
itivecorrelationwiththeregionaleconomicaggregateGDP,industrialscale,technologyandpolicyinput,

industrializationlevel,andaweaknegativecorrelationwiththeconditionofwaterresources．ConsequentＧ
ly,thispaperproposesthatfirstly,thedevelopmentoffourtypesofareasshouldfosterstrengthsandcirＧ
cumventweaknessesandactivecooperationbetweenregionsshouldbepromoted;secondly,layoutof
threecoreindustrycirclesshouldbehighlightedandindustrialmanagementshouldbeactivelypushed
forwardandcommunicationandexchangesshouldalsobestrengthened;finally,theoveralldevelopment
ofChina’sduckindustryshouldbecarefullyplannedwiththecombinationwithindustrial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andcauses．

Keywords　locationquotient;marketshare;industriallayout;Spearmancorrelationcoefficient;

industrial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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