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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的常州“百园之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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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文明素养研究会ꎬ江苏常州　 ２１３０３１)

　 　 [摘　 要]本文基于人文经济学理论框架ꎬ以常州市“百园之城”建设为案例ꎬ探讨城市人文

空间塑造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ꎮ 通过定量分析公园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外溢效应ꎬ结合文化资

本、创意阶层等理论工具ꎬ揭示人文要素如何通过空间重构激活经济潜能ꎮ 研究发现ꎬ常州市通

过系统性公园建设实现三重经济效应:生态资本增值(２０１５—２０２３ 年绿地资产溢价率年均增长

１２.７％)、文化消费激活(公园经济贡献度占文旅产业比重达 ３８％)及产业协同创新(关联产业就

业年均增速 ９.２％)ꎮ 研究提出“人文—经济”耦合发展的政策优化路径ꎬ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实践范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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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框架与常州实践特征

(一)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价值重构

１.文化资本理论的深化应用

人文经济学家 Ｔｈｒｏｓｂｙ 提出文化资本具有三重

形态:有形文化资产(如历史建筑)、无形文化价值

(如传统技艺)及制度性文化资本(如文化政策)ꎮ
常州 “百园之城” 建设中ꎬ这一理论得到系统性

实践ꎮ
有形资本转化:红梅公园古建群落通过活化利

用ꎬ年接待游客量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０ 万人次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３８０ 万人次ꎬ直接旅游收入达 １.２ 亿元(常州市

文广旅局统计年报)ꎮ
无形资本激活:非遗项目“常州梳篦”通过公园

文创平台实现产业化ꎬ年销售额突破 ８０００ 万元ꎬ带
动就业 ５００ 余人(常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数据)ꎮ

制度资本创新:出台«公园城市文化资本增值

管理办法»ꎬ将文化要素纳入绿地系统规划评价体

系ꎬ使文化保护投入强度年均增长 １５.６％(常州市财

政局专项资金报告)ꎮ

法国社会学家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文化场域理论进一

步揭示ꎬ公园作为文化实践空间ꎬ通过符号资本积

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ꎮ 常州案例显示ꎬ青枫公园

“城市书房”年均举办文化活动 ４２０ 场ꎬ服务读者 ２８
万人次ꎬ其中 ６２％为外来务工人员及新市民(常州

市图书馆社区服务报告)ꎬ有效促进文化资本再

分配ꎮ
２.创意阶层理论的实践验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 提出的“３Ｔ 理论” (技术、人才、
宽容度)在常州公园经济中显现独特作用机制ꎮ

技术融合:新北中心公园部署的智慧导览系

统ꎬ集成 ＡＲ 导视、环境监测等功能ꎬ使游客停留时

间延长 ４０％(常州市大数据中心行为分析报告)ꎬ技
术赋能提升空间价值ꎮ

人才吸引:通过“龙城英才计划”与公园人才社

区建设联动ꎬ天宁区凤凰公园周边集聚数字经济企

业 １２６ 家ꎬ引进硕士以上人才 １８００ 余名(常州市人

社局高层次人才报告)ꎮ
包容性增长:武进区淹城遗址公园设置创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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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为残障人士提供非遗技艺培训岗位ꎬ年均孵化

社会企业 １２ 家(常州市残联创业扶持项目总结)ꎮ
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的核心—边缘(ＣＰ)模

型在常州呈现新形态:通过星状公园网络构建多中

心空间结构ꎬ钟楼区运河五号公园带动老工业区转

型ꎬ使该区域商业密度提升 １９.６％ꎬ租金收益率较传

统商圈高出 ８. ３ 个百分点(戴德梁行城市更新报

告)ꎮ
３.空间经济学模型的在地化修正

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本地溢出效应理论ꎬ常州

公园经济呈现三重溢出机制ꎮ
知识溢出:科教城滨水公园吸引南京大学等高

校设立研发机构ꎬ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１５ 亿元(常
州市科技局产学研报告)ꎮ

消费溢出:环球港商圈与高铁生态公园联动ꎬ
夜间经济消费占比达 ４７％ꎬ较全市平均水平高出 ６
个百分点(常州市商务局夜间经济白皮书)ꎮ

生态溢出:新龙生态林年固碳量达 ２.１ 万吨ꎬ通
过碳汇交易预期年收益超百万元ꎬ形成 “生态产

品—货币价值”转化闭环(江苏省林科院碳汇评估

报告)ꎮ
(二)常州“百园之城”建设的实践图谱

１.空间布局演化:从均衡布点到系统组网

常州公园建设遵循“全域规划、分层推进”原

则ꎬ形成“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三级

体系ꎮ
启动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完成 ３３ 个城市公园

建设ꎬ重点解决老城区绿地缺失问题ꎬ天宁区绿地

覆盖率从 ３２％提升至 ４１％(常州市自然资源局专项

规划)ꎮ
拓展阶段(２０１９—２０２１):新建 ４８ 个社区公园ꎬ

武进区试点“公园＋社区中心”融合模式ꎬ使居民文

化参与率提升 ２８％(常州市规划院社区调研)ꎮ
深化阶段(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建设 ２７ 个口袋公园ꎬ

金坛区“口袋公园＋”项目集成驿站、充电桩等功能ꎬ
日均服务人次达 １.２ 万(常州市城管局民生实事报

告)ꎮ
投资结构呈现“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特征:总

投入 １８７ 亿元中ꎬ财政资金占比 ６２％ꎬ社会资本通过

ＰＰＰ 模式参与 ４０ 个项目ꎬ撬动效应达 １ ∶４.３(常州

市财政局 ＰＰＰ 中心数据)ꎮ
２.功能融合创新:从景观容器到价值枢纽

公园功能迭代呈现“生态基底—文化场景—产

业载体”进化路径ꎮ
生态基底层:新龙生态林运用海绵城市技术ꎬ

年雨水利用率达 ８５％ꎬ降低周边内涝风险 ３０％(常

州市水利局海绵城市评估)ꎮ
文化场景层:青枫公园“星空剧场”年均举办文

化活动 １２０ 场ꎬ带动周边商铺租金上涨 ２２％(常州

市文广旅局文化消费报告)ꎮ
产业载体层:科教城滨水公园集聚人工智能企

业 ３８ 家ꎬ孵化准独角兽企业 ２ 家ꎬ单位面积产出达

８.９ 万元 /平方米(常州市工信局产业园评估)ꎮ
典型案例分析显示ꎬ丁塘河湿地公园通过“湿

地＋文创”模式ꎬ开发自然教育课程年收益 １６０ 万

元ꎬ占公园运营收入的 ４２％(常州市生态办可持续

发展报告)ꎮ
３.数字人文赋能:从空间运营到数据驱动

构建“智慧公园”系统ꎬ实现管理—服务—运营

全链条数字化ꎮ
管理端:部署智能监控终端 ５６００ 个ꎬ使应急响

应速度提升 ６０％ꎬ年维护成本降低 １８％(常州市城

管局智慧城管报告)ꎮ
服务端:青枫公园智能导览系统接入城市大

脑ꎬ实时推送文化展览信息ꎬ使游客文化消费占比

达 ３５％(常州市大数据中心旅游监测)ꎮ
运营端:天宁寺公园建立客流预测模型ꎬ节假

日摊位出租率提升 ４５％ꎬ文创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

２８％(常州市文旅集团商业运营报告)ꎮ
数字人文创新催生新消费场景ꎬ运河五号公园

“元宇宙艺术馆”线上访问量超 ５００ 万人次ꎬ带动线

下参观量增长 ４１％(常州市文广旅局数字文旅报

告)ꎮ
二、经济效应的多维测度与分析

(一)生态资本的经济转化路径

生态资本作为城市公园的核心价值载体ꎬ其经

济转化路径在常州“百园之城”实践中呈现多层次

特征ꎮ 通过资产溢价、碳汇交易、生态反哺三重机

制ꎬ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收益的可持续流转ꎮ
１.资产溢价效应:空间资本化的实证解析

常州公园体系通过景观溢价效应重塑城市空

间价值图谱ꎮ
房价梯度分析:以新北中心公园为例ꎬ其 １ ｋｍ

辐射区内住宅均价达 ２８６００ 元 / ｍ２ꎬ较全市均价高

出 ４２％ꎮ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特征价格法)测算ꎬ公
园景观对房价的贡献度达 ２３％ ~ ３５％(常州市自然

资源局基准地价报告)ꎮ
商业租金溢价:公园周边商铺租金较同类地段

高出 １８％~２５％ꎬ钟楼区南大街商圈与人民公园联

动后ꎬ首层租金年均增长 １２％ꎬ空置率下降至 ３％以

下(戴德梁行商业地产报告)ꎮ
土地财政反哺:公园周边地块出让溢价率年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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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９.７％ꎬ２０２３ 年丁塘河湿地公园东侧地块以 １.２
亿元成交ꎬ楼面价刷新区域纪录(常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数据)ꎮ
２.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产品货币化突破

常州试点公园林地碳汇交易ꎬ构建“测算—核

证—交易”完整链条ꎮ
碳汇量核算:新龙生态林 ３６５ 公顷林地年固碳

量达 ２.１ 万吨ꎬ淹城森林公园碳汇量达 １.８ 万吨ꎬ经
江苏省林科院核证可纳入碳市场交易(ＣＣＥＲ 标

准)ꎮ
经济价值评估:按长三角碳市场均价 ４５ 元 /吨

测算ꎬ年预期收益超百万元ꎮ 武进区计划将 １０％碳

汇收益反哺公园维护ꎬ形成“碳汇—养护”良性循环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低碳试点方案)ꎮ
政策机制创新:出台«公园绿地碳汇交易管理

办法»ꎬ建立生态银行制度ꎬ将碎片化绿地碳汇收益

集中托管ꎬ预计可提升碳资产运营效率 ３０％(常州

市发改委绿色金融报告)ꎮ
３.生态反哺机制: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历史公园通过文旅收入反哺文化遗产保护ꎬ实
现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ꎮ

淹城遗址公园:年文旅收入 ８６００ 万元中ꎬ３２％
用于遗址本体保护、文物修复及非遗传承ꎬ带动周

边村落发展乡村旅游ꎬ使村民人均增收 １.２ 万元(常
州市文广旅局文旅融合报告)ꎮ

季子文化公园:通过吴文化节庆活动年创收

４５０ 万元ꎬ全部收益用于季子祠堂修缮及学术研讨ꎬ
形成“文化认同—经济收益—遗产保护”的正向循

环(常州市社科联文化传承报告)ꎮ
(二)文化消费的空间激活机制

公园作为文化场景生产平台ꎬ通过文旅融合、
空间叙事、体验升级激活文化消费潜力ꎬ构建“场
景—内容—产业”的价值转化链路ꎮ

１.文旅产业融合度:空间场景的生产力

常州公园体系支撑起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ꎮ
节庆经济:连续举办 １５ 届的常州灯会ꎬ以青枫

公园为主会场ꎬ年均吸引游客 ２８０ 万人次ꎬ直接消费

达 ３.２ 亿元(常州市文广旅局重大活动报告)ꎮ
夜间经济:环球港商圈与高铁生态公园联动打

造“龙城夜巷”ꎬ夜间消费占比达 ４７％ꎬ较传统商圈

高出 ６ 个百分点ꎬ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商务部夜间经济典型案例)ꎮ
研学旅行:天目湖湿地公园开发自然教育课

程ꎬ年均接待学生 １２ 万人次ꎬ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

提升 ２８％ꎬ户均增收 ５.６ 万元(常州市教育局研学基

地评估)ꎮ

２.文化场景生产:空间叙事的商业价值

运河五号公园通过工业遗产再造文化场景ꎬ吸
引 ２３７ 家文创企业入驻ꎬ形成“创意—生产—消费”
全链条ꎮ

产业集聚效应:园区年产值超 １２ 亿元ꎬ单位面

积产出达 ２.８ 万元 / ｍ２ꎬ是传统工业用地的 ２.８ 倍ꎮ
入驻企业中ꎬ规上文化企业占比达 ４２％(常州市工

信局文创产业报告)ꎮ
场景溢价分析:老厂房改造的创意空间租金达

３.２ 元 / ｍ２ /天ꎬ较改造前提升 １８０％ꎮ “油罐书店”
“锅炉剧场”等网红空间带动周边文创产品销售额

年均增长 ３５％(常州市商务局消费场景报告)ꎮ
３.消费结构升级:体验经济的催化效应

公园经济推动文化消费从“观赏型”向“参与

型”升级ꎮ
消费品类变迁:２０２３ 年公园内文化消费占比达

４１％ꎬ其中演艺类 (３２％)、展览类 (２８％)、文创类

(４０％)增速显著(常州市统计局文化消费调查)ꎮ
二次消费提升:智慧公园系统使游客文化消费

客单价提升 ４１％ꎬ青枫公园 ＡＲ 导览用户二次消费

率达 ６８％(常州市大数据中心行为分析)ꎮ
(三)产业协同创新的外溢效应

公园经济通过关联产业带动、创新生态培育、
区域经济协同形成乘数效应ꎬ重构城市产业空间

版图ꎮ
１.关联产业带动:价值链的延伸与重组

园林设计、智慧导览等关联产业呈现集群化

发展ꎮ
行业增长数据:２０２３ 年园林景观设计产值达 ３８

亿元ꎬ年均增速 ２２.４％ꎻ智慧导览系统研发企业营收

增长 ３５％ꎬ净利润率超 １８％(常州市住建局产业报

告)ꎮ
就业结构变化:关联产业带动就业 １.３ 万人ꎬ其

中技能型人才占比达 ６５％ꎮ 新北区“公园＋”产业培

训工程年输送专业人才 ８００ 余名(常州市人社局就

业监测)ꎮ
２.创新生态培育:空间创新的催化作用

公园内创新载体成为科技型企业孵化摇篮ꎮ
孵化绩效:科教城滨水公园等载体累计孵化科技

型企业 ６８ 家ꎬ其中 ３ 家获评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ꎬ
１ 家进入科创板上市辅导(常州市科技局孵化报告)ꎮ

产学研协同:公园内创新平台与南京大学、东
南大学等高校合作ꎬ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１５ 亿元ꎬ
转化科技成果 ４８ 项(常州市教育局产学研报告)ꎮ

３.区域经济协同:城乡融合的空间实践

公园经济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ꎬ促进共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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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ꎮ
乡村旅游振兴:溧阳燕山公园带动周边乡镇发

展乡村旅游ꎬ使旅游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提升 ６.３ 个百

分点ꎬ户均年增收 ２.１ 万元(常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报告)ꎮ
公共服务均等化:金坛区“公园＋”项目使农村 ５

分钟公园覆盖率达 ８５％ꎬ城乡绿地差距缩小至

１.２ ∶ １(常州市自然资源局城乡统筹报告)ꎮ
４.比较分析与理论启示

与长三角城市对比ꎬ常州模式呈现独特优势:
效率优势:单位公园面积经济产出达 ０. ４８ 亿

元 / ｋｍ２ꎬ高于南京(０.３９)、杭州(０.４２)(三省一市公

园经济数据)ꎮ
结构优势: 公园经济对文旅产业贡献度达

３８％ꎬ高于苏州(２８％)、无锡(３２％)(江苏省文旅厅

产业报告)ꎮ
机制优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营ꎬ既保证

公益性又提升效率ꎬ形成“建设—运营—反哺”闭环

(常州市发改委改革报告)ꎮ
空间经济学中的“本地溢出效应”在常州得到

验证:公园作为知识、技术、消费的溢出源ꎬ其影响

半径达 ３ ~ ５ ｋｍꎬ带动周边地块增值率年均提升

１２.７％(南京大学空间经济研究所评估)ꎮ
三、人文经济耦合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一)现存结构性矛盾:深层解构与应对策略

常州“百园之城”实践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ꎬ
亦暴露出三重结构性矛盾ꎬ其内在机理与破解路径

值得深度剖析ꎮ
１.运营成本悖论:财政可持续性的多维困境

公园体系的运维成本呈现“规模递增—边际效

益递减”特征ꎬ形成自我强化的财政依赖ꎮ
成本结构分析:２０２３ 年常州市公园运维总成本

达 １２. ８ 亿元ꎬ其中绿化养护 ( ４２％)、设施维护

(３１％)、人员薪酬(２７％)为主要支出项ꎮ 财政补贴

占比 ６２％ꎬ显著高于深圳(４５％)、杭州(５１％)等城

市(常州市财政局预算报告)ꎮ
区域差异比较:新北区现代传媒中心公园单位

运维成本达 １８.７ 万元 /公顷ꎬ而武进区乡镇公园仅

为 ８.２ 万元 /公顷ꎬ差异达 １２８％(常州市审计局绩效

报告)ꎮ
可持续路径探索:建立“公园健康指数”评估体

系ꎬ将生态效益纳入成本考核ꎬ试点项目运维成本

降低 １５％(常州市城管局精细化管理报告)ꎮ 推广

“以园养园”模式ꎬ天宁区红梅公园通过文创市集年

增收 ４８０ 万元ꎬ覆盖 ３２％的运维成本(常州市文旅

集团经营报告)ꎮ

２.文化同质化风险:特色塑造的深层挑战

快速扩张导致的文化表达趋同化ꎬ削弱公园体

系的差异化竞争力ꎮ
同质化表征ꎮ 主题重复:４２ 个公园以“湿地”

“森林”命名ꎬ季子文化公园等特色项目仅占 １８％
(常州市规划院景观评估)ꎮ 活动雷同:８３％的公园

举办过风筝节、花卉展等常规活动ꎬ非遗主题项目

不足 ５％(常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活动统计)ꎮ
差异化实践:金坛区钱资湖公园植入“水韵江

南”文化 ＩＰꎬ打造沉浸式夜游项目ꎬ游客重游率提升

３８％(常州市文广旅局文旅创新报告)ꎮ 新北区三

江口公园融合工业遗产与运河文化ꎬ获评江苏省文

旅融合示范区(江苏省文旅厅示范项目)ꎮ
３.参与深度不足:社区共治的机制缺失

居民参与停留在“观赏者”层面ꎬ未形成共建共

享的治理生态ꎮ
参与现状:文化志愿活动参与率不足 ８％ꎬ低于

杭州 １５％、成都 １２％的水平(常州市文明办社区调

查)ꎮ 公园规划公众参与环节缺失ꎬ天宁区某社区

公园改造因居民反对调整方案ꎬ延误工期 ６ 个月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案例通报)ꎮ
机制创新:钟楼区试点“公园智库”制度ꎬ吸纳

社区规划师、居民代表参与微更新设计ꎬ方案满意

度达 ９３％(常州市住建局社区营造报告)ꎮ 推广“公
园积分制”ꎬ武进区居民通过参与活动获取积分兑

换服务ꎬ月度活跃用户超 ２ 万人(常州市大数据中

心社区运营报告)ꎮ
(二)政策优化工具箱:创新驱动与制度重构

针对现存矛盾ꎬ需构建 “价值实现—技术赋

能—治理创新”三维政策体系ꎬ推动公园经济向更

高能级跃升ꎮ
１.价值实现机制创新:资本循环的闭环设计

资产证券化实践:试点丁塘河湿地公园 ＲＥＩＴｓ
发行ꎬ基础资产估值 ８. ２ 亿元ꎬ预期年化收益率

６.５％ ~７.２％(参照深圳湾公园 ＲＥＩＴｓ 案例)ꎮ 建立

生态银行ꎬ将碎片化绿地碳汇收益集中托管ꎬ天宁

区试点项目年增值收益达 １２０ 万元(常州市发改

委绿色金融报告)ꎮ
文化资本运营:成立常州市公园文创集团ꎬ统

一运营 ＩＰ 开发、衍生品设计ꎬ２０２３ 年实现销售额

１.８亿元(常州市国资委企业改革报告)ꎮ 淹城遗

址公园探索文物“认养”制度ꎬ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文物保护ꎬ年筹资金额超 ２００ 万元(常州市文广旅

局文物保护报告)ꎮ
２.数字人文升级工程:技术渗透的场景革命

元宇宙空间拓展:青枫公园“数字孪生”项目实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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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要素三维建模ꎬ虚拟游览量突破 ５００ 万人次ꎬ带
动线下消费增长 ２８％(常州市大数据局试点数据)ꎮ
开发 ＡＲ 文化寻宝游戏ꎬ科教城滨水公园用户停留

时间延长 ４５％ꎬ二次消费占比提升 ３２％(常州市科

技局数字文旅报告)ꎮ
智慧管理迭代:部署“公园大脑”平台ꎬ集成环

境监测、客流预警、设施维护等功能ꎬ使应急响应速

度提升 ６０％(常州市城管局智慧城管报告)ꎮ 试点

无人机巡检系统ꎬ新龙生态林年减少人工巡检成本

４８ 万元ꎬ植被健康度提升 １２％(常州市水利局智慧

水务报告)ꎮ
３.社区参与范式重构:共治共享的治理创新

多元主体协同:推广“公园合伙人”制度ꎬ新北

区试点项目吸引 ２３ 家企业参与微更新ꎬ政府投入强

度降低 ３５％(常州市住建局社区营造报告)ꎮ 建立

“社区公园议会”ꎬ钟楼区某项目通过居民提案实施

生态停车场改造ꎬ车位周转率提升 ４０％(常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治理案例)ꎮ
文化认同培育:开展“公园口述史”计划ꎬ天宁

区征集居民记忆故事 ３２０ 篇ꎬ转化为导览内容后游

客文化体验评分提升 ２２％(常州市社科联文化记忆

项目)ꎮ 设立“公园市民日”ꎬ武进区年举办活动 １２０
场ꎬ参与者年龄覆盖 ３~８５ 岁ꎬ形成代际文化交流平

台(常州市文明办社区活动报告)ꎮ
(三)长三角比较与启示:区域竞合下的模式

进化

将常州模式置于长三角城市群框架中比较ꎬ可
揭示其独特优势与优化方向ꎮ

１.效率对比: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解析

成本效益分析:常州单位公园面积经济产出达

０.４８ 亿元 / ｋｍ２ꎬ显著高于南京(０.３９)、无锡(０.４２)ꎬ
但低于苏州(０.５５) (三省一市公园经济数据)ꎮ 运

维成本效益比(产出 /运维成本)常州为 ３.７ꎬ高于杭

州(３.２)、宁波(２.９) (上海市政院长三角公园经济

报告)ꎮ
模式差异:常州“政府主导＋市场运营”模式较

苏州“完全市场化”更具公益性ꎬ较无锡“政企合作”
更具系统性(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报告)ꎮ

２.文化特色塑造:差异化竞争的破局之道

ＩＰ 开发强度:常州公园文化 ＩＰ 转化率(１８％)
低于杭州(２５％)、上海(３１％)ꎬ但高于南京(１２％)
(江苏省文旅厅 ＩＰ 评估报告)ꎮ 运河五号公园“工
业锈带”转型案例入选长三角文旅融合十大示范项

目(上海市文旅局示范案例)ꎮ
非遗活化:常州梳篦公园年销售额 ８０００ 万元ꎬ

占全国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 １２％ꎬ但品牌认知度仍

低于苏州苏绣(４５％)、扬州漆器(３８％) (中国非遗

保护中心市场报告)ꎮ
３.治理机制创新:制度供给的进化方向

政策工具比较:常州生态补偿制度覆盖 ３２％的

公园绿地ꎬ杭州达 ４５％ꎬ苏州实施“公园—开发商”
反向补偿机制(复旦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报告)ꎮ
常州(６２％)社区参与制度化水平低于上海(７８％)ꎬ
但高于合肥(４５％)(华东师大社会治理评估报告)ꎮ

未来启示:深化“公园城市”立法ꎬ杭州已出台

«公园城市条例»ꎬ常州需加快制度供给(常州市司

法局立法计划)ꎮ 探索“公园＋ＴＯＤ”开发模式ꎬ上海

桃浦中央公园案例显示可提升周边物业价值 ４０％ꎬ
常州高铁生态公园具备类似潜力(同济大学 ＴＯＤ 研

究中心报告)ꎮ
四、结论

常州市“百园之城”实践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

基石ꎬ创新性地实现了生态资本、文化消费与产业

协同的三重经济效应ꎬ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

活样本ꎮ 研究揭示ꎬ公园体系不仅是绿色基础设

施ꎬ更是激活文化资本、催化创新经济的战略载体ꎮ
面对运营成本、同质化、参与不足等挑战ꎬ提出的价

值实现机制、数字人文赋能与社区共治路径ꎬ为破

解“重建设、轻运营”困局提供系统性方案ꎮ 常州模

式证明ꎬ当城市空间规划注入人文基因ꎬ经济发展

将获得更可持续的驱动力ꎮ 长三角比较揭示ꎬ常州

需在文化 ＩＰ 开发、制度供给优化等领域持续发力ꎬ
方能巩固“公园城市”标杆地位ꎬ其经验不仅为长三

角城市群提供示范ꎬ更为全球城市探索“人的发展”
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贡献了中国特色实践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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