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Ecocity ：Theory and Design Approach

黄光宇 　陈 　勇 　著

Huang Guangyu 　 Chen Yong

中 德 合 作 大 众 汽 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有关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的专

著 。全书共分三篇八章 ，旨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与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人
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及其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从全新的生态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诠释生态城市 ，建构其理论框架与规划设计的方法
体系 。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和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生产实践和科研成
果 。

本书立论新颖 、观点鲜明 、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研
究价值 。可供全国城市科学 、环境科学 、城市规划 、设计 、管理和研究部门的
技术人员 、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政府决策部门的公务人员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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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光宇 ，１９３５年生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人 ，１９５９年毕业于重
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１９８６ 年聘任教授 ，任城市规划与设计
研究所所长 、建筑系副系主任 ，１９８９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为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科学院 、建设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资深会员 、常务理事 、城市生态规划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高校

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 ，先后受聘于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

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发表论文 １８０ 余篇 、出版专著 ３ 本 、教
材等编著 ５本 。

陈勇 ，１９７１年 ８ 月生 ，安徽省六安市人 。 ２０００ 年获重庆大
学（原重庆建筑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学位 。参加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研人） 、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资
助项目（主研人）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以及 ３０ 多项城市规划
设计工程 ，在学术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近 ２０篇 。 现在广
州市城市规划局工作 ，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建设
专业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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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枠总序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 。自 １８世纪产业革命以来 ，世界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水平 。但工业文明的沉重代价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危机 。全球性环境的
明显恶化和地球生命支持系统（the Global Life Support System）的退化 ，严重威
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

１９７２年 ６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枟人类环境
宣言枠中指出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 。”１９７１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唱
gramme）把城市列入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 ，提出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生态
方法来研究城市问题和城市生态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生态学理论的广
泛应用与生态城市 、生态社区的规划建设与研究 。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枟２１世纪议程枠和枟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枠 ，保护
和增进人类健康 ，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
１９９４年 ３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了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中国 ２１世纪人口 、环境
与发展白皮书） 。

１９９６年 ６月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报
告指出 ，到 ２１世纪初 ，全世界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 而中国政府
向大会提供的报告中指出 ，到 ２０１０年 ，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４５ ％左右 ，根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中国将在 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 ，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 ，国务院颁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枟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
划枠 ，对到 ２１世纪中叶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 。

２００１年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８０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
出 ：“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 、资源 、环境的关系 ，改善
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 ，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 。 努力开创生产发
展 、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给城市发展 、城市规划和城乡生
态环境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

当前 ，生态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全球 ，面对生态化 、全球化 、信息化的严峻挑



战与机遇 ，在中国加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 ，生态
胁迫与环境的压力愈加突出 。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城乡规划与建设中 ，努力
寻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不断改善城乡
居民的工作条件与生态质量 ，实现经济 、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和责任 。有感于此 ，我们
自觉地组合在一起 ，编写与出版枟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枠 ，旨在运用生态学
的观点 、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城市 、城市规划与建筑文化问题 ，以促进中国城乡
现代化与生态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生态学与
城市和建筑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必将对城市和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

影响 ，同时也必将大大拓展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领域 。
我们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关心和阅读它 ，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更希

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写作行列 。

枟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枠主编
黄光宇

２００２年 ４月 　重庆

ii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序

城市是人类主要的聚居地 。随着人口的增长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
城市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 ，这一趋势在 ２１世纪还将继续加强 。 城市
化一方面对社会经济 、交通 、生产以及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
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 ，消耗水平的不断增长 ，城市特有
的代谢功能正在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 ，并对人类的居
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高效 、安全和健
康文明的社会 ，生态城市的建设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 我国目前正
处在社会经济飞跃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 ，生态城市的建设正在全
国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这方面迫切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

枟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枠是一部系统论述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与方法的专著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山地城市规划和工程实践 ，多次取得突破
性成果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又开始从事生态城市方面的理论研究 ，并将理论应
用于一系列实际规划项目中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 １９８７年完成的乐山城市
总体规划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绿心环形城市结构方案 ；为 １９９２年世界环发大会
（巴西·里约热内卢） ———建筑师大会提交的论文和生态城市规划参考方案均
获得了国际建筑科学院的高度评价 。 ９０ 年代以来 ，这一理论已应用到海口 、
广州 、无锡等多项城市规划中 ，同时发表了多篇关于山地城市和生态城市的学
术论文 。在黄光宇教授的指导下 ，陈勇博士完成的学位论文使黄光宇教授的
学术理论得到了充分发挥 。本书是在上述多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
高和完善 ，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 。这是一部系统性的论著 ，它涵
盖了从生态城市的基础理论 、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并列举了
多个案例进行说明和验证 ，具有系统性 、先进性 、前瞻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 。

城市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多个相邻学科相互渗透 、相互融汇的一个崭新的
分支领域 ，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我深信这部专著的出版 ，不
仅对我国城市在 ２１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确定正确的城市建设目标和管理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 ，同时在学术上也有一定的创新 ，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生
态学体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前 　 　 言
枟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枠一书 ，是我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先后主持中德合作大众汽车基金资助课题 ：居住与城市发展（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山地生态特点与山地城镇结构形态 （批准号
５８９７８３４６） 、生态城市新概念及其设计方法（批准号 ５９２７８３２３）和国家教委博士
点学科专项基金课题 ：生态城市设计技术系统（批准号 ９４６２００１）等课题研究与
实践试点基础上的理论提炼和总结 ，旨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与适应生态文明
时代的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及其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试图从全
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诠释生态城市 ，建构其新的理论框架与规
划设计的方法体系 。

引起我对生态学的关注是从研究山地城市开始的 。由于山地城市生态条
件的复杂性 、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点 ，使我对学习生态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和强烈的愿望 ，并深受教育 。 在上述长达 １５余年的课题研究和教学 、生产
实践的过程中 ，得到了校院领导的帮助和指导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部山地城
镇与区域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老师 、同学们的热情
支持与全身心地投入 ，他们是 ：黄天其 、刘建荣 、毛鹤琴教授 ，谢正鼎 、张晋钟 、
罗书山 、况平 、林光奕副教授 ，黄耀志 、吴建川 、余柏椿 、杨惜敏 、赵万民 、周德
里 、周铁军 、许柏坚 、董世永 、张进 、吴云辉 、赵旭 、曾卫 、陈双 、李和平 、严爱琼 、
姜洪庆 、邢忠 、杨柳 、蔡云楠 、张继刚 、田玲等 。在调查研究与规划试点工作中 ，
四川 、海南 、广西省建委 、万源县 、富川县 、岑溪县建委 、乐山市 、北海市 、广州
市 、重庆市建委 、规划局和规划设计部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配合 ，在此谨致
衷心地谢意 。

感谢当年在万源官渡新镇落户 、日夜忙碌在建设工地上的农民兄弟们 ，他
们不仅积极参与了规划设计 ，并且积极投入了建设与修建的全过程 。 他们在
实施国家星火计划 、脱贫致富 、建设生态新家园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愿望和团
结互助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动和激励了我们 。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敬爱的老师 ，９６ 岁高龄的唐璞教授 ，是他在
８０岁高龄时 ，以莫大的热情远渡重洋 ，参加在伦敦召开的第 １６届国际建协大
会并宣讲我国的“星火计划”和官渡山区集镇规划建设研究的成果 ，更值得庆
贺和鼓舞的是在新世纪伊始的时候 ，他还荣获了英国皇家科学院荣誉博士学
位的殊荣 。



在这里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贯关心 、支持 、帮助我们的吴良镛和齐康教
授 ，李德华 、陶松龄教授 ，李文华 、宋永昌教授 ，董鉴泓 、陈秉钊 、刘滨谊教授 ，王
如松 、王祥荣和俞孔坚教授等 ，他们的帮助和赐教使我得益匪浅 。

我的主要合作者和撰稿人陈勇博士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心力 ，整理汇总我
们的研究成果 ，并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和我一起进行了全书的修改
与补充 。没有他的努力和智慧 ，恐怕本书今天仍不能和读者见面 。 本书的出
版也是参与课题研究的众多教师 、同学和上述地方规划主管部门的领导 、工程
技术人员以及出版社集体劳动的结晶 。

最后 ，我要由衷地感谢我亲爱的妻子袁文琼女士和我心爱的女儿黄剑 ，由
于她俩的全力支持 、鼓励和帮助 ，才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
研究工作中去 。

黄光宇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于重庆大学

vi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提 　 　要

本书旨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与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

模式及其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试图从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角度来诠释生态城市 ，建构其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 。

全书共分三篇 ：基础理论篇 、规划设计篇和建设管理篇 。
基础理论篇首先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城乡聚居的整体的角度 ，对人类聚

居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综述 ，旨在找出人类聚居从自发生态思想
到自觉生态意识的演变规律和深层次的价值观趋向 ，从而导出建设生态城市
的历史必然性 。同时对生态城市的时空定位 、本质内涵 、基本特点以及它的结
构功能 、运行规律与机制等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并提出生态城市的创建标准和
目标系统 ，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 ，从而建构生态城市基础理论体系的框架 。

规划设计篇在对传统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生态
价值观的生态整体规划设计方法 ，并对其在生态城市的空间形态 、土地利用 、
功能区 、生态支持系统 、市政设施系统和建筑及其环境设计等方面的物质环境
规划设计和社会文明发展规划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同时结合课题实践和案
例进行了分析 ，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技术方法 ，从
而建构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体系的框架 。

建设管理篇提出了实现城乡生态化 、建设生态城市的战略构想和实施步
骤以及生态城市的管理手段与措施 。分析了中国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提出了中国建设生态城市的总体思路 、政策建议和对策措施 。

作为结语 ，本书最后提出了构建生态城市（规划）学的知识体系和对城市
规划教育进行创新的建议 ，以积极应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时代要求 ，推动人类住
区的可持续发展 。



ABSTRACT
The book is to grope for the new mode of the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s which

goes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China and adapts to the eco唱civilization age ，
furthermore ，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planning and design theories and methods ． The
book ，with effort to introduce and interpret the ecocity ideas from a brand new angle of
ecological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 establishes a new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method system of the ecocity ．

The book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Basic Theory ，Planning & Design and Con唱
struction & Management ．

Part I ：Basic Theory ．Viewing from an overall angle of the human society devel唱
opment and the urban & rural settlements ，a brief retrospection is firstly conduct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human settlements so as to find out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deep唱level orienta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from ecological
spontaneity to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cognition ，thus to educe the historical in唱
evitability of the ecocity ．Furthermore ，a thorough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time唱
space orientation ，essential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city ，as well as
its structure ， function ，operating laws and mechanism ，etc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teria and the objective system for creating the ecocity ，as well as a comprehens唱
ive index system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theoretic system on ecocity is thus built up
and formed ．

Part II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s ， the methodology of ecologically integrated plan唱
ning and design deriving from the eco唱value system is put forward ，and explorations are
conducted on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hysical planning & design （e ．g ． spatial form ，
land utilization ，functional area ，eco唱supporting system ，municipal utilities system ，ar唱
chitectural and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social civilization
for the ecocity ．Meanwhile ，with the projects practice and cases study some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operable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ecocity ．So the framework of the eco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 system is to
be built and takes shape ．

Part III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on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an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o realize the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ization
and to build up the ecocity ．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唱management ， the book gives
some advice about the ecocity management ．After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chal唱
lenges faced with the eco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proposals are further raised regard唱
ing the overall conception ， policy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co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
Finally the book gives rises to suggestions on crea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ecocity （planning） science and reforming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so a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constructing the ecoci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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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桘１３ 　研究工作流程图 １８９…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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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桘２７ 　坡度分析图 ２０４…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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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城市化与人类住区发展 １… … … … … … … … … … … … … … … … …
　 　 １ ．城市化及人类住区走向 １… … … … … … … … … … … … … … … …
　 　 ２ ．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发展困境 ２… … … … … … … … … … …
二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４… … … … … … … … … … … … … … … … … … …
　 　 １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４… … … … … … … … … … … … … … … … … …
　 　 ２ ．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５… … … … … … … … … … … … … … … … … …

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人类聚居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 ９… … … … … … … … … … … … … …
一 、古代 、中古聚居的生态自发 １０… … … … … … … … … … … … … … … …
二 、近代聚居的生态失落 １４… … … … … … … … … … … … … … … … … …
三 、现代聚居的生态觉醒 １９… … … … … … … … … … … … … … … … … …
四 、当代聚居的生态自觉 ２９… … … … … … … … … … … … … … … … … …
五 、我国近现代聚居生态思想变迁 ３１… … … … … … … … … … … … … …

第二章 　生态城市的理论阐释 ３５… … … … … … … … … … … … … … … … … …
一 、生态城市理念解析 ３６… … … …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城市概念的时空定位 ３６…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与其他城市辨析 ４１… … … … … … … … … … … … … … …
二 、生态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５１… …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城市的本质内涵 ５１…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特征 ５６… … … … … … … … … … … … … … … … … … … …
三 、生态城市的结构及其运行 ５８…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城市的结构构成 ５８…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的运行 ５９… … … … … … … … … … … … … … … … … … …
四 、生态城市创建标准及目标系统 ６２… … … … … … … … … … … … … …
　 　 １ ．社会生态标准 ：文明 ６３… … … … … … … … … … … … … … … … …
　 　 ２ ．经济生态标准 ：高效 ６３… … … … … … … … … … … … … … … … …
　 　 ３ ．自然生态标准 ：和谐 ６４… … … … … … … … … … … … … … … … …
五 、生态城市综合指标体系及评价 ６５… … … … … … … … … … … … … …
　 　 １ ．生态城市综合指标体系 ６５…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的综合评价 ７１… … … … … … … … … … … … … … … … …

本篇小结 ７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划设计篇

第三章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理论 ７９… … … … … … … … … … … … … … …
一 、对传统城市规划的回顾与反思 ８０… … … … … … … … … … … … … …
二 、着眼于生态整体规划设计方法 ８２… … … … … … … … … … … … … …
　 　 １ ．生态整体规划设计的基本思想 ８２… … … … … … … … … … … … …
　 　 ２ ．生态整体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 ８５… … … … … … … … … … … … …
　 　 ３ ．生态整体规划设计的原则 ８６…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生态城市物质环境生态整体规划设计 ８９… … … … … … … … … … …
一 、城 －乡空间的生态整体规划 ９０… … … … … … … … … … … … … … …
　 　 １ ．区域城 －乡时空格局 ９０…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９３… … … … … … … … … … … … … … … …
二 、土地利用的生态整体规划 ９８… … … … … … … … … … … … … … … …
　 　 １ ．土地开发度分析 ９９… … … … … … … … … … … … … … … … … … …
　 　 ２ ．土地适宜度分析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３ ．土地承载能力分析 １０８… … … … … … … … … … … … … … … … …
　 　 ４ ．土地开发度 、土地适宜度与土地承载能力分析的综合运用

１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 ．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与土地利用生态整体规划 １１１… … … … … …
三 、功能区的生态整体规划 １１２… … … … … … … … … … … … … … … … …
　 　 １ ．居住区生态整体规划 １１２… … … … … … … … … … … … … … … …
　 　 ２ ．工业区生态整体规划 １１８… … … … … … … … … … … … … … … …
　 　 ３ ．农业生产区生态整体规划 １２０… … … … … … … … … … … … … …
四 、生态支持系统的生态整体规划 １２１… … … … … … … … … … … … … …
　 　 １ ．生态支持系统功能 １２２…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支持系统规划原则 １２４…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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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生态支持系统规划策略 １２５… … … … … … … … … … … … … … …
五 、市政设施系统的生态整体设计 １３１… … … … … … … … … … … … … …
　 　 １ ．道路交通系统 １３１… … … … … … … … … … … … … … … … … … …
　 　 ２ ．给水排水系统 １３６… … … … … … … … … … … … … … … … … … …
　 　 ３ ．能源供应系统 １３９… … … … … … … … … … … … … … … … … … …
　 　 ４ ．固体废物的管理 １４２… … … … … … … … … … … … … … … … … …
六 、建筑及其环境生态整体设计 １４４… … … … … … … … … … … … … … …
　 　 １ ．结合自然设计 １４５… … … … … … … … … … … … … … … … … … …
　 　 ２ ．结合“３R”设计 １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３ ．结合人文设计 １５２…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生态城市社会文明发展规划 １５５… … … … … … … … … … … … … … …
一 、生态城市物质文明 １５６… … … …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生产模式 １５６… … …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消费模式 １５９… … … … … … … … … … … … … … … … … … …
二 、生态城市精神文明 １６０… … … …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价值观 １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伦理观 １６２… … … … … … … … … … … … … … … … … … … …
　 　 ３ ．生态美学观 １６３… … … … … … … … … … … … … … … … … … … …
　 　 ４ ．科学教育生态化 １６５… … … … … … … … … … … … … … … … … …
三 、生态城市的制度文明 １６６…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课题实践及案例研究 １６８… … … … … … … … … … … … … … … … … …
一 、课题实践研究 １６９… … … … … … … … … … … … … … … … … … … … …
　 　 １ ．官渡山区集镇综合示范点规划与设计 １６９… … … … … … … … …
　 　 ２ ．乐山绿心环形生态城市规划研究 １７６… … … … … … … … … … …
　 　 ３ ．广州科学城土地利用生态规划 １８５… … … … … … … … … … … …
　 　 ４ ．GIS与北海市园林绿地生态适宜度分析 ２００… … … … … … … … …
　 　 ５ ．海口府城样板小区规划设计 ２１０… … … … … … … … … … … … …
二 、案例研究 ２１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 ．澳大利亚哈利法克斯（Halifax）生态城规划与开发 ２１５… … … … …
　 　 ２ ．中国滕头村发展模式 ２２６… … … … … … … … … … … … … … … …
　 　 ３ ．丹麦太阳风互助社区 ２３２… … … … … … … … … … … … … … … …

本篇小结 ２３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管理篇

第七章 　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策略 ２４１… … … … … … … … … … … … … … … … …

目 　录 xiii



一 、生态城市建设战略与途径 ２４１…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模式选择 ２４１… … … … … … … … … … … …
　 　 ２ ．实现城乡生态化的策略与措施 ２４３… … … … … … … … … … … …
　 　 ３ ．生态城市建设的战略构想与步骤 ２４５… … … … … … … … … … …
二 、生态城市的管理 ２４７… … … … … … … … … … … … … … … … … … … …
　 　 １ ．生态管理 ２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 …
　 　 ２ ．生态城市管理方式与手段 ２４９… … … … … … … … … … … … … …

第八章 　中国建设生态城市对策 ２５１… … … … … … … … … … … … … … … … …
一 、中国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挑战 ２５１… … … … … … … … … … … … … …
　 　 １ ．中国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２５１… … … … … … … … … …
　 　 ２ ．当前我国城乡建设的误区 ———伪生态建设 ２５６… … … … … … …
二 、中国建设生态城市的思路与对策 ２６０…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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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一 、城市化与人类住区发展
1 ．城市化及人类住区走向

　 　据史载 ，世界城市发展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 城
市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城市是由于手工业与商
业的产生和发展而从一般的村落居民点中分化出来

的 。城市形成后居民点也产生了分化 ，在人口的空间
分布上呈现两种主要形态 ：人口集中的城市和人口分
散的乡村 。这两种主要形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悠
久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 。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 ，城市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城
市数量少且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
也很低 ，城市化现象不显著 ，乡村是人类主要住区形
式 。

２００ 多年前的工业革命 ，使城市走向迅速发展的
道路 ，世界人口加速向城市集中 ，即世界人口城市化 ，
它与工业化并列发展着 ，城市数量越来越多 ，其规模也



越来越大 。 １７８０ 年世界上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３ ％ ，到 １８５０ 年已达到
６ ．４ ％ ，过了 ５０年 ，到 １９００年已上升至 １３ ．６ ％ ，而在 １９５０年时已高达 ２８ ．２ ％ ，
１９８０年又上升到 ４２ ．４ ％ ① 。可见 ，工业革命以来的 ２００多年里每隔 ５０年世界
城市化水平就翻一番 。而今天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 ，城市化程度最高 ，大多
在 ７０ ％ ～ ８０ ％以上 ，新加坡国已实现了完全城市化（１００ ％ ） 。据联合国人居中
心预测 ，到 ２０００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 ５０ ％ ，２０５０年为 ６１ ％ ，世界正向“城市世
界”方向发展 ，２１世纪将成为真正的城市化世纪 。 城市作为人类主要的聚居
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

我国城市化道路自建国以来几经起伏 ，速度较慢 ，但改革开放以来 ，高速
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我国城市人口在 １９４９ 年（建国初期）
为 ５７６５万人 ，到 １９８０年增加到 １９ １４０万人 ，同期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由 １０ ．６４ ％增加到 １９ ．３９ ％ ，城市数量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１３６座发展到 １９８０年的 ２２３
座 ② ；到 １９９８年底 ，城市人口总数达 ３７ ３３８万人 ，城市数量已增至 ６６８座 ，全国
城市化水平达到 ３０ ．４ ％ ③ 。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 ．M ．Northam）总结
世界各国城市化历程及其规律 ，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 ３０ ％ 以后 ，将
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可见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２１ 世纪
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 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显而易
见 ，城市化进程会加速发展 ，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 。据预测到 ２０１０年 ，我国城
市化水平将达到 ４５ ％ 。 ２１世纪中叶中国大多数人口将聚居在城市中 。

2 ．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发展困境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城市化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教育水平的提
高 、普遍健康状况的改善和更多地获得社会服务 ，以及文化 、政治与宗教参与
联系在一起的 ④ ，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 城市
化促进了人口 、产业向城市集聚 ，其中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文化政治活动频繁 ，
这种集聚效应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 ，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但同时造成城市不
断向外扩张 ，城市规模急剧扩大 ，城乡间的发展也失去平衡 ，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和种种危机 ，在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所有人类住区中 ，都已出现危险的信
号 ，人类住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

工业革命以来 ，城市中人口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 、生产和消费高度集中 ，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成倍增长 ，排出废物也随之倍增 ，“城市是在破坏自然 、损

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Habitat II） ，人居宣言（ the Habitat Agenda） ，伊斯坦布尔 ，１９９６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１９９８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１９９９ ．６ ．１ 。
包宗华 ，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城市建设 ，第 ４７ ～ ５６ 页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１９９５ 。
鲍世行主编 ，城市规划新概念新方法 ，第 ２５０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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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自然中逐渐扩大起来的 ，城市的各种活动及其产生的废弃物质在继续破坏
城市及其周围的自然和自然环境” ① ，资源耗竭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城
市发展带来的“必然”附属物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发展 ，这些问题由城市
地区向乡村地区蔓延 ，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 ，从区域向全球扩展 ，形
成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如臭氧层损耗 、温室效应等） ，即所谓的第二代环境问
题 ，它的规模和性质对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影响以及解决的难度等都大大超越
第一代环境问题 。 “现代技术由于轻率和不加思考地应用科学知识或技术设
施 ，已经损坏了环境和降低了它的可居住性”（L ．芒福德 ，１９６９） ，正如有歌所
唱 ：“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 ，那一片片文明糟踏过的海洋和天地” ，而
使“现在的一片天是脏肮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 。 地球
村中人类及其他生命的生存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 ！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但“当工业文明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时 ，由不同的国家 、民族和历史形成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
失 ，在全球化的文明演进中 ，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从没有像今天那么雷同和千
篇一律” ② 。城市魂的失落而引发的“文化危机” 、“特色危机”同样是困扰着人
类住区发展的又一大问题 。

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经济近乎指数增长 ，却忽视了人类自身
的发展 ，人类自身未能实现同步发展 。工业化 、现代化加深了人的异化及社会
异化 ，人成了技术的奴隶 、机器的附庸 ，为机械和物质所支配 ，同时城市的高速
发展和高节奏的生活方式 ，给人们的心理上也造成了很大压力 ，导致许多人精
神上的压抑 ，甚至崩溃 。人们虽然在丰富的物质条件下生活 ，但社会问题 、精
神问题 、道德问题 、心理问题 ，如贫富悬殊 、人际关系冷漠 、价值观混乱 、道德沦
丧 、精神空虚颓废 、吸毒犯罪等层出不穷 ，社会系统内部各因素非但无法整合 ，
而且愈加紊乱 。人创造了城市 ，却失去对城市的控制 ，在城市中逐渐丧失自
我 。

城市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对传播人类文化的贡献 ，仅次于文字
的发明 ，世界文明的主要成就与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 “城市是这样一种场
所 ，即具有市民权利的市民在这里过一种文明的生活 ，… …表示出人类的社会
组织和人的生活方式所达到的最进步的状况”（F ．吉伯德 ，１９５３） ，“人们为了生
活来到城市 ，为了活得更好而居留于城市”（亚里士多德语） ，可本来是文化象
征的城市现在却成了不文明的地方 ，损害了市民的健康 。 上述 “环境危机” 、
“文化危机” 、“特色危机” 、“社会危机” 、“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都是困扰当

①

② 杨东平 ，城市季风 ，第 ２１５ 页 ，北京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６ 。
［日］中野尊正等著 ，孟德政等译 ，城市生态学 ，第 ３ 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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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类住区健康 、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 ，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类住区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

二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1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世界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将成为地球上一个重要系统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 ，对全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 、乡村 ，
地区与地区的分隔线将变得不再分明 ，人类的未来将呈现的是一幅以城市为
主体的画面 。当前城市爆炸性地和持续地增多 ，解决上述种种危机为人类提
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挑战 ，因为“城市未来将决定的越来越多的不仅是国家的
未来 ，而且是整个星球的未来” ① 。 城市必须是可持续的 、具有效率的 、安全
的 、健康的 、具有人性的 。

建设高效 、公正 、健康 、文明的城市社会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探求更
加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和人类聚居模式 ，已成为当前各国政府 、国际机构 、学
术团体共同面对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面向未来的一个崭新的人类聚居概念和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研究备
受关注 。生态城市研究成为城市科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世界前沿和热点课题
之一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确立 ，对其研究更加受到普遍关注 。我
国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就开始涉足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 。 但大都从本学科
（如生态学 、环境学 、城市规划学等）的专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虽然研究涉及
的内容比较丰富 ，但各学科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更深 、更广的系统研究 ，
缺乏对生态城市理论 、技术方法的横向整合 。 而国外的生态城市研究更注重
针对现实城市发展问题提出具体的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 。纵观国内外生态城
市研究 ，大都局限于建立在传统价值观上的传统科学研究范式 ，并且未能将城
与乡作为人类住区的一个整体 ，而是就城论城 、就事论事式的研究 ，是一种侧
重于城市局部或某一问题的微观层次研究 ，缺乏从宏观 、综合的角度进行系统
研究和整体把握 ，而且其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也较模糊 ，多停留在表面的描述 ，
缺乏深入剖析 ，造成人们认为“生态城市”就等同于“花园城市” 、“环境优美的
城市”的现象 。因此 ，迫切需要对生态城市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深入研究 。

本书是作者对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先后主持的研究成果的理论提
炼和概括总结 。这些课题包括中德合作大众汽车基金资助课题 ：居住与城市
发展”（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山地生态特点与山地城镇

①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在 １９９６ 年世界环境日（６ 月 ５ 日）发表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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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态 （批准号 ５８９７８３４６） 、生态城市新概念及其设计方法 （批准号
５９２７８３２３）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学科专项基金课题 ：生态城市设计技术系统（批
准号 ９４６２００１）等课题 。本书试图超越原有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认识论 、
方法论的局限性 ，在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角下 ，从人类文明及其聚
居发展史的广度和人 自然的整体角度来探究生态城市 ———未来人类住区（城
乡）发展新模式 ，以正确把握生态城市的本质内涵 ，并比较系统 、深入地研究生
态城市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以促进人 自然和谐 、协调的人居环境的建设 。 同
时试图构建生态城市基础理论及其规划设计技术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以丰
富和完善城市科学内容 。

2 ．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城市正在急剧地变化着 ，而人们仍然一成不变地用已经过时了的陈旧观
念来考察和解决城市中的问题 ，总是企图把某些部分孤立起来单独考虑 ，头痛
医头 、脚痛医脚 ，而从不想到要从整体入手来考虑 ，把注意力只集中于城市问
题的症状上 ，而不去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 。 “所有城市型住区和乡村
型住区 ，作为人类生活的地域空间 ，其本质上是属于同一类事物 ，它们都是‘人
类住区’（Human Settlements） 。在所有人类住区之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互相联
系 ，它们都是整个人类住区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道萨迪亚斯 ，C ． A ．
Doxiadis ，１９６９） ，“城市与乡村彼此融合为一体而各为构成所谓区域单位的要
素 ，… … ，因此我们不能将城市离开它们所在的区域作单独的研究”（雅典宪
章 ，１９３３） ，因此应当把城市看作是一个高度联系的亚系统（Sub唱system） ，把城
市和乡村在内的广域性的“人类住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 ，从系统 、整体角度
加以研究和建设 。但目前往往把城市从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来 ，作为一个独立
的事物来对待 ，这样就忽略了不同规模的城市住区之间 、城市住区与乡村住区
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 ，这样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城市演变的规律 。 应
当把人类住区 ———城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从自然 、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
技术等各个方面 ，全面地 、系统地 、综合地加以研究 。 只有通过对人类住区整
体的 、融贯的研究 ，方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规律 ，从而才有可
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

工业社会的传统城市 ，由于其问题的积累 、叠加和严重化 ，已很难从原有
工业城市理论 、方法 、模式中找到答案 ，也即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思想 、手
段等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就需要我们有所超越 ，有所创新 ，使得
在传统城乡中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本书研究方法的根本理论依据是基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提供了科学认识的新的理论思维方式
和研究方法 ，强调整体性 、动态性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即三大思想原则 。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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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要求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关系 ，将研究对象和它存在的环境看作一个有
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 ，而不能孤立地把对象从环境中分割抽离出来 ，达到分
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整体论的研究 ；动态性要求把对象当成一个复杂的自组
织的动态过程来认识 ，在运动变化中求秩序 ；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性则要求研
究人在自然的内部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对话 ，而不是站在自然之外对自然加以
描述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整体关系的表现 。

当前人类住区的种种危机实质上表现为人与社会（社会危机） 、人与人（道
德危机） 、人的心灵（精神危机） 、人与自然（环境危机 、资源危机）及不同文明
（文化危机）之间的冲突 ，这些危机本质上是“人 自然” ① 系统的发展问题 ，因
此只有从人 自然系统整体 、有机统一和动态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和研究 ，才有
可能使研究引向深入 。

城市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所以也就不能只按自然科学的观点
加以研究 ，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范围内 。而生态城市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质 ，研
究内容必然要涉及多种学科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 、融贯方法 ，
加强城市（规划）学 、生态学 、社会学 、经济学 、建筑学 、园林学 、地理学 、环境学 、
系统科学 、哲学 、美学 、伦理学等相关学科融合 、交叉应用 。研究还采用系统方
法 ，运用整体性网络思维 ，从人 自然系统 、从全球系统 ，即从更大的循环系统 、
更广的时空范围来考察 、认识和把握生态城市理念及其规划设计方法 。 同时
注重把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把历史 、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 ，使研究工
作不至于停留在空洞的理论而富有生命力 。

正是基于这些研究方法 ，本书首先对人类聚居规划建设实践理论和思想
的发展进行简要的回顾和综述 ，旨在找出人类聚居生态思想的演变规律和深
层次价值观取向 ，站在历史的高度 ，把握城市和乡村发展的趋向与脉络 ，来理
解和论述生态城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生态城市的时空定位 、内涵特征 、空
间模式等 ，并融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等理论探究生态城市运行规律和机制 ，提出
着眼于生态城市的生态整体规划设计方法 ，以及生态城市的创建和建设管理
模式等 。

① 这里用“人 自然”来表示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 、人的精神以及自然各要素间相互作用 、
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 ，而不是仅仅指人与自然这个层次 。

６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