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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城市规划领域的生态规划应该是针对城市规划学科

的核心 ——— 空间规划的生态化问题 ，并将研究的空间领域扩展到城乡空间 。 本

书分为 ８ 章 ，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角度出发 ，以生态学为主线 ，以城市规划学科的

空间资源配置职能为根本 ，融环境生态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经济生态 、空间景

观生态为一体 ，系统地探讨了适用于各空间层次的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 ；同时 ，

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对区域空间 、城市外部空间 、城市内部空间等不

同空间尺度的城乡发展机制和相对应的生态规划技术方法进行了研究 ；最后 ，探

讨了保障城乡空间生态规划得以实施的相应政策内容 ，其中涉及城市规划管理

机制与外部环境机制创新两个层面 。
本书可供全国城市规划 、城市科学 、环境科学 、生态学 、国土规划等设计 、管

理和研究部门的技术人员 、高等院校及政府决策部门的公务员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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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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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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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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重庆

ii 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序

随着我国城乡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环境的压力也空前加大 ，人
口 、资源 、环境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城乡规划的作用与重要性也愈显突出 。 面

对严峻的挑战 ，城乡规划必须从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才能适应形势

的发展 。
枟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枠一书的出版 ，就是在这一新的形势

下 ，应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城乡规划的一个新的尝试 。 作者在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 ，深切感受到以上的压力和责任 ，对城乡规划生态化这一命题情有独

钟 ，通过认真地学习城市规划和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并结合广州 、无锡 、常
州 、焦作 、达州等多项规划实践项目 ，开拓思路 ，对城乡区域空间 、城市外部空

间和城市内部空间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层面上的生态规划技术与方法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与探讨 ，建构了该书的写作框架 。 作者理论联系实际 ，善于学习 、勤
于思考 ，毕业后 ，在教学 、科研 、生产三者的结合上不断取得了新的成绩 ，并在

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 。
该书作为枟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枠之一 ，希望能对我国城市规划理论

与方法的创新有所贡献 ，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和启发 ，并希望作者以此为起

点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４ 日于重庆



前 　 　 言

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城市规划的核心 ——— 空间规划的生态化问题 ，研究的

空间领域涵盖了城市和乡村地域的城乡空间 。
从建设实践来看 ，目前我国建设事业兴旺 ，城乡建设生态化的需求日趋高

涨 。 相应地 ，城市规划事业正面临着多变的社会环境的挑战 ，规划工作的难度

也不断增大 ，而对于城市稀缺资源 ，城市规划更是需要扮演“保护神”的角色 。
但是在目前城市化高潮下 ，这类资源屡屡受到侵害 ，伪生态 、甚至破坏生态的

建设行为屡有发生 ，可以说 ，规划的合理性和实际调控能力尚需提高 。 各种建

设行为是人类发展的表征 ，但是无论是长江三峡巫峡段山地植被的破坏 、长三

角太湖的富营养化的现象 ，还是黄土高原裸露的土地 ，都在警示着人们 ，城乡

建设必须和生态环境建设协同 。 而要做到这一点 ，城市规划学科的生态化变

革是极其关键的 。
城市规划与生态学的结合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个热点 ，生态规划更

是频频出现在各种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中 。 由于两者的结合尚处于探讨阶

段 ，生态规划的运用目前尚不能与城市规划技术法规完全兼容 ，很多场合是以

专题研究或独立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的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生态规划在城市

规划建设领域作用的发挥 。 同时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 ，生态规划并不是城

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专用研究工具 ，在国土规划 、景观研究 、农业区划等领域也

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由于作用目标的不同 ，各领域对之使用和结果偏向

也大相径庭 。 规划建设领域必须抓住核心 ——— 空间规划的变革 ，才能使两者

得到更好的融合 ，才能谈得上城市规划学科的生态化革新 。
从生态学领域的切入点来看 ，除了自然生态学外 ，还有经济生态学 、文化

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等等 ，而本书一直贯穿系统生态学思维 ，选择了以自然生

态学为主体的主线 。
从城市规划的技术层次选择上看 ，由于微观规划领域的生态化必定涉及

生态工程和生态技术 ，目前尚不是本书的重点 ，所以本书主要侧重在宏观和中

观层次 ，尽量向微观层次延伸 。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枟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枠的基础上

写作而成的 。 全书对区域空间 、城市外部空间 、城市内部空间等不同空间尺度

的城乡发展机制和相对应的生态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保障城

乡空间生态规划得以实施的相应政策内容 ，最后还对我国城市规划的生态化



革新趋势做了分析和预测 ，主要目的是在探讨城市规划生态化系统革新的可

能性和可行性 。
从笔者 １９９８ 年就读博士学位算起 ，对城乡生态规划的关注已经 ６ 年有

余 ，本书可以说是对这些年来笔者在这一领域思考的系统梳理 。 笔者在对一

些相关领域逐渐清晰和条理化的同时 ，深感需要研究和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 。
本书权作为阶段的总结和前进的起点 。

杨培峰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于重庆大学

vi 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提 　 　 要

城市规划学科的重点是对土地和空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 城市规划理论

在致力于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研究时必须引入生态规划的原理和方法 ，系统

地探讨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对空间建设的影响 。 因为土地和

空间资源不仅是一种社会 、经济资源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态资源 ；同时 ，城市

规划研究必须将区域内城市与乡村生态环境统筹考虑 ，因为城市本身只是一

个不完整的生态系统 。 本书中提出的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就是以城市与乡

村整体空间为背景 ，以各种城乡生态关系为依据 ，在经济理性 、社会理性等各

种规划理论的基础上 ，强调物质空间建设与自然生态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 ，期
望达到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背景下更好地实现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和谐的

目的 ；是从城乡互动过程角度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辨识 、沿用生态控制等

理论与手法 ，是对城乡空间资源进行配置的理论与方法 。
本书在对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研究中 ，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角度出发 ，以生态

学为主线 ，在研究城乡空间发展的组分 、机制及控制原理的基础上 ，拓展了生

态规划内涵 ，并以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资源配置职能为根本 ，融环境生态 、自
然生态 、社会生态 、经济生态 、空间景观生态为一体 ，系统探讨适用于各空间层

次的生态规划原理与方法 ；同时 ，书中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对区域

空间 、城市外部空间 、城市内部空间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乡发展机制和相对应

的生态规划技术方法进行了研究 ；最后 ，本书还探讨了保障城乡空间生态规划

得以实施的相应政策内容 ，其中涉及城市规划管理机制与外部环境机制创新

两个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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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hasis of the city planning subject is the reasonable scheme of land and

space resources ． Concentrated on the research ， some methods and ways about eco
planning must be introduced into city planning theories ． It will redound to systemati
cally study the influence on space construction directed by the ecosystem principles ．
Because land and space resources are not only social or economic resources ， but also
essential ecosystem resources ． The city itself is not a complete ecosystem system ． The
ecosystem of the urban and rural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gether ． On the back
ground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on the basis of the ecosystem relations and plan theo
ry （such as social or economical sense theory） ， the concepts of city and country eco
planning in this thesis emphasized on the space planning combinated nature ecosystem ．
It aime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on the back
ground of market economy ．The theory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 It applied itself to scheme the land and space resources with ecocyber
netics ．

Setting out from the angle of the city planning course ，this research regarded ecol
ogy as the main line and expanded ecoplannings meaning ．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about the city and country spatial composition ， the theory integrated with environment
ecology ，natural ecology ， societal ecology ， economic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basing on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city planning ． It discussed ecoplanning theory and
ways used in each space levels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se ， it researched the cau
sation of city and country development with different space scale ，and studied the cor
responding technoways about ecoplanning ．Lastly ， it approached some policies which
brought ecoplanning into effect ，also it was involved in city planning managing mecha
nism and exterior environ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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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综 　 　 述

一 、研 究 背 景

1 ．时代背景

　 　 当今社会是城乡快速演进的社会 。 从世界范围

看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有

了长足的进展 。 ２０ 世纪初 ，世界人口中只有 １５ ％ 居住

在城市 ，１９５０ 年这个比例仅增长至 ２０ ％ ，但到 ２０００ 年

全世界已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 ① ，这标志着崭新的“城
市时代”已经来临 ；在第三次信息革命推动下 ，资本和

劳动力在全球流动 、世界劳动地域重新分工 ，全球经济

中心出现促使全球城市开始呈现体系化和多极化并存

的态势 … … 这一系列重大变革直接影响到人类工作 、
生活等各个领域 ，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人居环境的建

设 。 我国刚刚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同样也面临

着城乡空间的剧烈变革 。 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

① 国外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趋势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 ，１９９９ 。



城市化应抓住历史提供的后发优势 ，在城乡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既要有现代化

设施 ，又要和大自然融合 ，力争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从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

的人居环境 ① 。

２１ 世纪又是生态的世纪 。 伴随着城市化在全球推进 ，人类在过去的 １００
年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达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平 。 生态问题已不能局限

于某个城市或乡村个体 ，而是成了涵盖整个城乡系统的地区问题乃至全球问

题 。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 ，联合国环发大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已得

到各国赞同 ，生态理念迅速地被贯彻到各个层面和各个行业 ，并把可持续发展

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 。 我国生态文化底蕴深厚 ，又是新时代中生态

文明倡导和执行最积极的国家之一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胜利实

现 ，不仅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唯一正确模式 ，而且将是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② 。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现在生态环境仍在加剧恶化 ，生态危机成了城乡发

展的瓶颈 ，生态建设任重道远 。
从我国建设事业所处的实际状况来看 ，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体

制转轨 、西部大开发等各种机遇和挑战交融的历史时期 。 而且我国地域差别

巨大 ，各地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生态禀赋各异 ，建设中的生态问题也

各不相同 。 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的规划建设不可能是单一的发展类型和发展

模式 ，应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城市（镇）的具体条件 ，来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

生态化发展策略 ，并创建各种特色 、多种类型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发展模

式 。 在这种形势下 ，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建设就有着重大的现实

意义 。 其中城市规划有责任 、有必要运用生态学原理 、方法去辨识城乡系统中

的各种生态关系 ，深入分析各种生态问题 ，通过空间资源配置的手法 ，强化自

然生态特色 ，减少生态破坏造成的影响 ，从而达到促进人与环境和谐的目的 。

2 ．学科背景

从科学的发展动态看 ，２１ 世纪已成为了生态学的世纪 ，生态学已成为解

决一切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一般科学方法 。 生态学给各学科的结合提供了

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 。 目前 ，各学科发展的生态学化趋势日趋明显 ，冠以“生
态”名词的学科已不下 １００ 余门 。 可以说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它的

生态学化和各学科与生态学的结合 。
同时 ，人们开始对城市规划学科进行反思 ，认为过去和现在指导专业理论

①

②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第一版）５２ ～ ５９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９ 。

陈秉钊 、吴志强 ，建筑与城市 ，２０ 届世界建协大会论文集 ，１９９９ ，２１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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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发展的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规划科学观念 ，是追求完全客观

地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科学性” ，在生态上表现为许多规划成果是违背生态

原则的甚至是反生态的 。 针对该问题 ，学术界针对城市规划学科和生态学的

结合正展开热烈地讨论 ，并进行了相关实践 ，但总的看来 ，研究尚属初步 ，还未

出现完整 、规范的体系 。

二 、问 题 提 出

城市规划是实现经济 、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根本目的是通

过对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建设适合人类的栖境 。 其中 ，对城乡

物质空间系统的规划一直是城市规划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学科发展至今 ，
城市规划已建立了适合于各空间层次的理论 、方法以及规划法规 、技术规范 。
而生态规划则不同 ，更多地体现为生态理念和土地用途相对应的资源利用方

式的结合 ，被广泛地运用到国土 、环境科学 、城市规划等各个领域 ，是通过生态

理念渗透到规划的各个层次来展现其作用的一种方法体系 。
在努力拓展学科自身外延之时 ，必须注意生态规划楔入城市规划各层次

的有效性 。 本书认为 ，城市规划学科在致力于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时应

引入生态规划的原理 、方法 ，系统地探讨生态理念指导下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

对空间建设的影响 。 城乡空间生态规划是规划理论创新概念的表述 。
首先 ，本书认为这种尝试具有可能性 。 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以空间规划为

主体 ，是对人类理想聚居方式的研究 ；生态规划则从单方面自然生态到全方位

的“泛”生态皆有涉足 ，是以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为基础的学科或方法 ，其
中亦涉及到人类聚居环境的研究 。 两者都是基于某一目标体系对现状改进的

设想 ，同时两者以公众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取向亦大致相同 ，这为城市规划中引

入生态规划理论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
城市规划学科在其空间规划的本质向社会 、经济规划延伸或过渡的同时 ，

空间范围亦从仅就城市内部空间的研究扩展到区域空间层次 ，涵盖了城市与

乡村全部的聚落空间 。 与之对应 ，目前我国已开始着手从立法的角度讨论枟城
乡规划法枠代替枟城市规划法枠的可能性 。 而生态规划从一开始就强调各种生

态关系的系统性 、关联性 ，提倡城乡一体地研究可能存在的自然流 、经济流和

社会流 ，以此奠定社会经济活动最适宜的自然基础 。 而且 ，从生态学观点看 ，
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生态系统 ，只有与周边区域与乡村环境统筹考虑

才能实现各种生态流的循环与生态平衡 ，这与城市规划作用对象扩大化趋势

相符 。 相近空间尺度亦为生态规划介入城市规划理论创造了共同的物质平

台 ，并提供了统一的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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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城市规划理论这种拓展存在着必然性 。 城市规划的主要职能是对

城市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土地资源不仅是城乡居民生活 、生产等活动的载

体 ，而且也是众多自然生态因子的载体和相互作用的场所 。 但凭借传统城市

规划理论方法无法彻底了解土地资源所赋予人类的全部属性 ，其中缺乏系统

生态的观念作为空间规划指导思想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 。 在如今环境恶化加

剧的现实面前 ，我们不能不反思规划理念与方法上的苍白无力 ，甚至怀疑是否

与生态化存在背离 。 而生态规划对土地利用的作用 ，麦克哈格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言明 ：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下或多数

无害条件下对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 。 以自然生态为基础 ，以系统

生态为思想体系的生态规划的引入是目前空间规划摆脱困境的契机 。
从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趋势看 ，从单一物质形态研究向社会经济生态

综合研究初见端倪 ，从作为一门专门工程技术向政府行为和社会运动演进也

在讨论之中 ，城市规划的研究对象越来越被视为复杂的巨系统 。 如何解构如

此复杂系统的各种生态关系以便为空间规划提供科学 、有力的依据 ，一直是传

统城市规划感到力不从心的地方 。 而生态规划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依据生态

控制论原理去调节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 ，提高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要
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各种技术的 、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法去实现

因地制宜地持续发展 ，其任务是辨识系统中各种局部与整体 、眼前与长远 、环
境与发展 、人与自然的矛盾冲击关系 ，寻找调和这些矛盾的技术手段 、规划方

法和管理工具 。 把生态规划引入城市规划是从系统 、动态和多维的角度研究

城乡空间发展规律的一种有效拓展 。

三 、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相关研究

1 ．国外研究状况

　 　 城乡空间的生态规划作为一种新的观点及方法 ，对之的研究尚十分缺乏 ，
但其学术思想背景却有较长的历史 。 如英国莫尔的“乌托邦”（１６ 世纪） 、霍华

德的“田园城市”（１９ 世纪） 、Unwin 的“卧城”（１９２２ 年） 、Corbusier 的“光明城”
（１９３０ 年） 、Wright 的“广亩城”（１９４５ 年）等都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哲理 。

公认生态学渗入城市规划源于 １９ 世纪末叶以 George March 、 John Powell
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 、规划工作者及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 ，他们的工

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 。
２０ 世纪初 ，生态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基础学科 ，开始呈现与城市规划 、景

园 、系统工程等学科的全方位融合趋势 。 以 Geddes 、Park 和 Wirth 等人为首的

学者利用生态学原理在城乡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奠定了生态规划的基础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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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des 的枟城市开发枠（１９０４ 年）和枟进化中的城市枠（１９１５ 年）两本专著 ，将生态

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城市中 ，作为生物学家的 Geddes 也被称为传统区域规

划与城市规划的先驱思想家之一 ；相关实践有芝加哥学派中两名成员景观设

计师 Jens Jensen 与生态学家 Henry Cowles 携手探索如何在不断扩展的城市中

保护自然景观 。
规划专家 Maekaye 和 Mumford 等强烈建议将区域规划与生态学联系起来 ，

认为“人类生态学关心的是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 ，区域是环境单元 。 规划是描

绘影响人类福祉的活动 ，其目的是将人类与区域的优化关系付诸于实践 。 因

此 ，区域规划就是生态学 ，尤其是人类生态学” 。 后来 ，McHarg ， Steiner 及

Young等继承了这一观点 ，将生态规划称为人类生态规划或应用人类生

态学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 ，国际社会对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给予了广泛的

关注 ，以枟增长的极限枠 、枟寂静的春天枠等著作为代表 ，国际上掀起了基于生态

基础上的人类理想栖息环境研究的热潮 ，生态学与规划学科融合日趋加快 。
１９６９ 年 ，McHarg 的 Design with Nature 就是这方面的力作 ，他成功地提出了一个

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研究框架 ，其因子叠合的生态规划方法被称之为

McHarg 法 ，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同年 ，Crowe 提出了景观规划概念 ，Odum 进一

步提出了生态系统模式 ，把生态功能与相应的土地利用模式联系起来 ，提出了

规划结合生态思想的概念与方法 ；德国科学家 Vester 及 Von Hesler 将生态规划

与系统规划和生物控制论相结合 ，建立了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灵敏模型（ sensi
tivity model） ，该模型的重点是城乡系统结合与功能的时间动态研究 ；１９８２ 年由

McHarg 发表的 Natural Design 进一步阐述了 McHarg 的生态规划思想 ，探讨了

在城市生态平衡基础上如何建立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方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左右 ，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得到进一步的融合 ，在理论和

实践方面都有诸多新的成果 。 １９８１ 年 ，苏联生态学家 Yanistky 将生态城市设

计和实施分为三种知识层次和五种行动阶段进行研究 ；MAB 报告（１９８４ 年）提
出了生态城规划的 ５ 项原则 ：① 生态保护策略 ；② 生态基础设施 ；③ 居民生活

标准 ；④ 文化历史保护 ；⑤ 将自然融入城市 。 Sustainable Cities （Bob Walter ，
１９８５）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im Van der Ryu ，１９８６） ，Green Cities （ Gorden ，
１９９０）等著作均较系统地探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和生态化途径 ；１９９１ 年

契斯佳科娃总结了俄罗斯城市规划部门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工作 ，提出了

城市生态环境鉴定的方法原理及保护战略 ，并用于指导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管

理 ；同年 ，Smyth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Ventura County）制定可持续发

展规划时 ，提出“可持续性规划的生态规划六项原则” ；１９９３ 年英国城乡规划

协会中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发表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ment ，提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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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能源 、污染和废弃物等环境要素管理纳入各层次的空间发展规划 ；
Peter Katz 于 １９９４ 年发表 The New Urbanism 一书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城市社

区的生态营建等方面进行研究 ；１９９６ 年的联合国人居大会上制定的人居环境

议程也用城市生态学观点表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 “将社会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相融合 ，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内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发展政策

和生态格局 ，减少环境压力 ，促进有效的和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水 、土 、气 、
生 、林 、能） 。 为所有居民 ，特别是贫困和弱小群体提供健康 、安全 、殷实的生活

环境 ，减少人居环境的生态痕迹 ，使其与自然和文化遗产相和谐 ，同时对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Leo
nard Ortolano ，１９８４） ，The Ecological City and the City Effect （Franeo Arbhibuej ，１９９７）
等著作从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结合的角度探索适应生态理念的规划方法 。

2 ．国内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至今仍保留了独立文化系统和古老文化传统 ，与自然和谐的生

态节制思想和“天人合一” 、“象天法地”的系统整体辨识方法形成了特有的中

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也形成了指导中国古代城乡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技术

方法 。 早在战国时代 ，魏国的李俚 、秦国的商鞅等进行了将山林 、草地 、农垦

地 、城邑 、低地 、水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规划的实践 ，对城乡空间整体的生

态建设思想散见在枟禹贡枠 、枟周礼枠 、枟管子枠等名著之中 ，较多地反映了我国古

代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资源承载力协调进行城市布局 、趋利避害聚落选址等人

居环境建设思想 。 风水是在古时哲学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支配下 ，为了选择与

建造城市 、村落 、住宅等生活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环境认知思想与方法体系 。 若

抛弃其具体操作的技术方法 ，究其内涵 ，现代生态学家处理人与自然的方式甚

至越来越与风水说中的古代中国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相吻合 。
近年我国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 ，从生态学

入手的研究成果有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５ 年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进行的“应用可能满

意度评价 ：东城分区的城市生态现状和规划研究” ；１９８４ 年马世骏 、王如松发

表了枟城市生态规划初步探讨枠论文 ；１９８６ 江西省宜春市进行了我国首个生态

市建设试点 ；１９８８ 年王如松在其博士论文枟高效和谐 ——— 城市生态调控原则

和方法枠中提出创建生态城的生态调控原理 ，强调生态规划应是实现生态系统

的生态平衡 ，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生态规划方法 。 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有

枟城市生态经济研究方法及实例枠（周纪伦等 ，１９９０） 、枟城市生态调控的决策支

持系统枠（杨邦杰等 ，１９９２） 、枟城市生态调控方法枠（王如松等 ，２０００） 、枟生态与环

境枠（王祥荣 ，２０００） 、枟生态城市建设的原理和途径枠（吴人坚等 ，２０００）等 ，对应

的实践有宜春 、张家港 、扬州 、日照 、襄樊 、马鞍山 、四平 、温州 、十堰等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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