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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规划是基于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提出的

新概念，以环境保护为关键，以城市管理为方法，以可持续

发展为中心，以城市规划为背景，建立政府导向、公众参与

和市场推进新机制，建设社会和生态保持和谐的新型城市。

1 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1.1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

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

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1.2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

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

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

生关系得以协调。

1.3 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

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叉不对

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

调的发展。

1.4 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

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

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1.5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

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2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2.1 水污染问题

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污

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掉，致使水环境严重污染。

全国有监测资料的 12oo 多条河流中，850 多条受到污染，

在七大水系中，辽河、海河、淮河污染严重，全国 78％的河

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

2.2 城市大气质量严重恶化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逐步发展以及化石燃料的大量使

用，将粉尘、硫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资排人大气层，

使大气层严重恶化，导致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出现酸雨，给工

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2.3 垃圾泛滥成灾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废物，全国有 2／3 的

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不仅有碍雅观、侵占土地、传染

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强了水体、大气土

壤的污染。

2.4 噪声扰民现象普遍存在

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

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也很突出。

3 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对策

3.1 用科技创新改善涉及人居环境的有关领域

城镇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地，也是各类污染集中

的地区。建设规划工作必须围绕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研究

气象环境与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相互关系，努力控制城乡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污

染。在污水资源化、建筑节能、化学建材、建筑用钢、智能交

通、住宅产业现代化等影响和制约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改

善的几个关键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加强技术集成，加大技

术推广应用力度。

3.2 城市建设规划要具有特色性

中国城市建设文化走向。风情各异、不同特色的城市景

象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千人一面”的再造城市。高大的玻璃

幕墙建筑、点缀着假山、假石、喷泉、罗马柱的大广场，有着

各式各样路灯，加上中间绿化隔离带的大马路、穿行在城市

中的高架桥等，几乎成了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在趋同化的大

潮中，曾经熟悉的城市面孔，城市记忆已经被淹没。城市建

设并不等于城市表面形象的建设，高楼?大厦并不等于现代

化。照搬照抄、拿来主义，人有我也要有的城市建设思维只

会导致城市传统文化、城市特色的丧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

城市就缺少了灵魂和活力，没有特色的城市就没有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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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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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绿化建设大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

作。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城市中心区的绿地面积，提高城

市绿化水平。要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严格划定绿化用

地面积，科学安排绿化布局，加强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形

成乔、灌、花、草相结合，点、线、面、环相衔接的绿地系统。

推进城市绿化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从当地实际情况

出发。

4 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方案

4.1 提倡全民参与，提高生态意识。使人们向可持续发

展思想进行转变：从追求直接的近期的经济利益转向追求

间接地长期的经济效果；从追求单一的经济高效率状态转

向追求经济与生态兼顾的高效率状态，这些基本的认识上

的转变是进行生态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要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 赵运林，傅晓华.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透析城市生
态化[J].城市问题，2012，（02）.

[2] 孙铁珩，王道涵.论生态城市与建设的内容构架

[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3）.

的竞争力。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特

征、地质资源、物产资源、气候特征等等都是丰富多彩的，

这些就是独特的地理文化；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生活

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追求等人文精神内容也不尽相同，这

无不与当地的城市文化基因、传统个性都有着必然的密切

的联系，这些人文内容也就形成了当地的独特的社会文

化。

4.2 制定生态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并加强加强城

市间合作。城市间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之间不断地在

进行着物质、能量及信息等的交换，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特

别要强调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以期共同发展。

4.3 在规划中融人人性化元素。为方便居民考虑，城市

建筑物要限高；减少空中架线；人流、物流中转站应集中放

在一个区域；减少移动带来的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等。

4.4 以绿色城市为目标，以节约型城市为方向。要树立

节约观念，并融人城市规划中去；要从法规上完善对于城市

规划的监督，如有问题要追究规划施工单位责任；要最大限

度地进行能源循环利用，达到清洁生产的目标。

4.5 展现城市自己的特色。生态城市建设必须充分利

用自然生态基础，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建设生态城

市，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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