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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

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那么，什么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呢？由于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大量的

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导致各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可遗憾的是，这也

随之产生大量的垃圾，污染了环境，使得地球生态系统几乎

达到崩溃的边缘，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才是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回想人类社会进入 21世纪后发生的世界性自然灾害

吧。从伊朗古城巴姆的地震到苏门答腊岛的海啸，从西方的

“卡塔里纳”飓风到东方的“麦莎”台风，以及“非典”和“禽流

感”的造访。寻找事件形成的本质原因，多数情况下都是由

人类的行为因素造成的，因此人类必须反省自己的过失，处

理好人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重新规划我们

的家园。所以说，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途

径。

1生态城市建设的必然性

城市的主要载体以及活动主体是人，自然环境与生态

环境作为城市依托，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而使城市中各

项基础载体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每个载体都有其自身的发

展与运动规律，城市将人群与自然元素聚集在同一的空间

内，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使城市发展有了其自身

的独特意义，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民众的生存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现阶段，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城市中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城市中基础载体与构成要素进行重新

组建，能够使城市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目标。

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城市中的生态结构以及生

态特征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其构成元素为居民与环境，组

成的系统既有具有生态性也具有人工性，可以将其看作是

人类创新与自然环境复合成的有机系统。通常情况下，人口

密度较高的城市生产力也相对发达，物质资源丰富，产生着

大量的信息与商品；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社会环境以及

生态产生的问题持续加剧，从而会逐渐导致经济衰退、环境

污染等问题，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通过对物质资源以及城

市构成载体的重新组合，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使城市功能

得到正常发挥，因此，生态城市建设成为我国第四代城市发

展的主要方向。

2生态城市的特征

2.1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它不仅考虑到当

代人的利益，同时兼顾后代人的需要。现在的我们对资源的

过度利用，若不改善，资源的增长永远赶不上我们的索取，

最后，我们的后代因为资源的缺乏而走向灭亡，而生态城市

的建设，能让我们的资源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发展，这样才能

形成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2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生态城市的时代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大自然

不再是一味的索取和掠夺，并精心地维护大自然，修补人类

的无知而给地球造成的创伤。生态城市的时代进行了多样

性的重组，不仅是生物多样性，还包括更为复杂的城市文化

多样性、城市功能多样性、城市选择多样性等更广泛的内

容。只有这样，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才能和谐

地生活在一起。

2.3生态城市的国际性

若一个地区虽然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相邻

地区却在肆无忌惮地破坏着环境，这种破坏仍然会影响已

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地区。例如，2006～2007年的暖冬现

象使得北极和南极的冰川不断融化，出现大面积的冰川断

裂，严重影响了地球不同地区的正常气候。暖冬现象的出现

与人类向大气层大量排放 CO2的行为是直接有关系的，因

此欧盟、中国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限制向大气层排

放 CO2的公约，而作为 CO2 ― ―的最大排出国 美国却拒绝

在公约上签字。所以，实现全球化生态平衡不是一朝一夕、

一城一地的事情，需要全人类的努力。

3中国生态城市建设问题

生态城市建设是刻不容缓的，然而有三个大问题需要

我们了解并注意，它们分别是中国城市的水环境问题、中国

城市大气及气候问题、中国城市人口问题。其中，中国城市

的水环境问题非常严重。

在我国城市，水环境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水资源严重匮

乏、水患十分频繁、水资源污染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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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国的水资源问题。面对几乎达到崩溃边缘的生态系统，为

了建设我们以及后代更好的家园，我们必须认清现状，达成共识，建设生态城市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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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很少，只居世界第 6位，但中国有 13亿人口，人均占

有水资源仅为世界水平的 1/4，在世界排序中居第 121位。

由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加上水利工程还不完善，因此水患

时有发生。然而，分析水环境存在问题的成因，虽然有植被

的破坏、减少引地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等自然因素，然而人

为因素却不可忽略。想想植被的破坏与减少，不是人们只砍

伐不种植或少种植造成的吗？加之十几年前的森林大火所

造成的破坏，林业基础损失殆尽。而人为的浪费使本已紧张

的城市供水更是雪上加霜。城市洗车，家庭滴漏对水资源的

浪费情况让人触目惊心。有些批发市场给鱼池加氧，以保持

鱼的活性。但是这些个体经营者不是用泵加氧、循环用水，

而是任水哗哗地在脚下流淌。有些池子没有活鱼，自来水仍

哗哗地流着，谁也不去关水龙头。日积月累，这些会造成多

大的浪费呀。

4解决水环境问题的对策

(1)要在国人中建立起水的忧患意识，让节约用水、保护

水环境不受污染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2) 用法律约束人们

的行为方式；(3)加大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力度；(4)用科

学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节约用水。对于(2),(3),(4)我不想再多

说什么，而对于(1)我想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政府和其他机构

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在这方面，

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

德国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就领到了一册环保记事本，用

于记述孩子的环保活动。德国有 370多个森林幼儿园，即在

森林中搭建简易住房，让孩子们生活在大自然中，从小认识

大自然的奇迹，同时了解到自己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还

有，老师经常带他们去附近的森林里进行观察，了解鸟类栖

息的习惯及生活特点，并告诉孩子们鸟类在冬季寻找食物

的困难，要求孩子们带上一些坚果和面包等食物喂鸟等。这

些行为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如果国人都能这样发自内

心的自护大自然，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美好。

5未来生态城市建设的展望

中国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

题。城市化过程中，指导思想和目标不明确，致使城市生态

规划被忽视、被淡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统一管理，各单

位在扩展地盘时忽视了生态环境建设。由于某些城市产业

结构的升级改造跟不上城市建设的步伐，工业污染仍十分

严重。此外，城市居民的生态观念还没有深人人心，居民生

活垃圾污染也给城市生态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必

须逐步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更新思想观念，深化理论研究，

总结实践经验，实施明确目标，做好科学规划，完善管理体

制，协调监控环境，引进市场机制，吸引公众参与，营造生态

风尚，加强城区合作。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我国的生态

城市建设稳健有序地进行，尽管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只要

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幅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景象将会

展现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

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动力、以公众参与为手段，整

体推进生态城市建设。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必须建立政府

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新机制，以促进城市经济、社

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以后，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城市政

府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加强各种公

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社会生态的原则是以

人为本，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创造自由、

平等、公正、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原则保护和合理利

用一切自然资源和能源，提高资源的再生和利用，实现资源

的高效利用，采用可持续生产、消费、交通、居住区发展模

式；自然生态原则，给自然生态以优先考虑最大限度的予以

保护，使开发建设活动一方面保持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承

载能力内，建立一个具有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整体性、

区域性和结构合理、关系协调的生态城市。

6结语

我们现在正处于建设生态城市的道路上，尽管这条路

很坎坷、很曲折，但我们应该也必须朝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地

走下去。改善环境，建设生态城市，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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