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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述城市生态规划的发展历史, 探讨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科学内涵和编制

内容, 以上海为例进行城市生态规划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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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

的阶段。城市建设和经济开发正以前所未

有的规模展开，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一

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存在不少注重

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环境效益和城市

形象的行为，盲目照搬，千城一面，缺乏远

景规划。因此，如何避免将城市发展建立

在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缺乏城市设计的

基础上，减少“生态负债”，是我国在新一

轮城市建设热潮中所必须避免的。在这样

的形势下，探讨城市的生态规划尤为重要。

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与进展

    虽然国际上正式提出城市生态规划概

念的时间还不长，但其学术思想的探讨却

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提出过“理想国”的设想，古罗马建筑师

维特鲁威 （M.Vitruviius）在《建筑十书》

中总结了希腊、伊达拉里亚和罗马城市的

建设经验，对城市选址、城市形态与规划布

局等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把对健康、生活的

考虑融汇到对自然条件的选择与建筑物的

设计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阿尔伯蒂、

费拉锐特、斯卡莫齐等人师承维特鲁威，发

展了“理想城市”的理论。16 世纪英国摩尔

（T.More）的“乌托邦”，18 世纪～19 世纪傅

立叶的“法郎基”，欧文（Rowen，1852）的

“新协和村”，西班牙索里亚（A.Soria，1882）

的“线状城”等设想中都蕴含有一定的城市

生态规划哲理[1～4]。

    19 世纪末，以玛希（Geoge Marsh ）为

代表的生态学家和规划工作者的规划实践

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5][6]。玛希（1864）

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

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鲍威尔（Powell，

1879）在规划实践中指出，要制定法律和

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霍

华德（E.Howard，1898）的“田园城”， 柯布

西埃（Le Corbusier ，1930）的“光明城”，

恩维（R.Unwin，1922）的“卧城”，赖特（F.

Wright，1945）的“广亩城”等工作丰富了

生态规划的内容。后来的芝加哥大学人类

生态学派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均进一步强

调了发展要与自然相协调；美国景观生态

学家麦克哈格（McHarg，I.L.）在20 世纪

60 年代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下或在

多数无害的情况下,对土地的某种用途进行

的规划[7]。直至20 世纪80 年代，包括日本

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生态规划仍

大部分倾向于土地的生态利用规划[5][8][9]，

笔者在1995 年、1998 年提出，从区域和城

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

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生态规划

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是以生态学

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

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辩识、模拟、

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

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

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

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地发展[1]。从

以上学者的论点可以认为，生态规划的目

的是：从自然要素的规律出发，分析其发

展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确定人类如何进

行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有效地开发、利

用、保护这些自然资源要素，促进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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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使得整个

区域和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规划的内涵、目标与内容

    现代城市是一个多元、多介质、多层

次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各层次、各子系统

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城市

生态规划坚持以整体优化、协调共生、趋适

开拓、区域分异、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原理为指导, 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

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 有助于生态功

能合理分区和创造新的生态工程, 其目的是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城市生

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充分发

挥生态系统的潜力,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可

持续发展和协调共生。城市生态规划是与可

持续发展概念相适应的一种规划方法，它将

生态学的原理和城市总体规划、环境规划相

结合，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开发和生态建

设提出合理的对策，从而达到正确处理人与

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目的。联合国人与生

物圈计划（MAB，1984）第57 集报告指出：“生

态城（乡）规划就是要从自然生态与社会心

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

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精

神和生产力，提供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

平”[6]。因此，城市生态规划不同于传统的环

境规划和经济规划，它是联系城市总体规划

和环境规划及社会经济规划的桥梁，其科学

内涵强调规划的能动性、协调性、整体性和

层次性, 其目标是追求社会的文明、经济的

高效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城市生态规划理论和方法的提出，可

以说是人类为了迎接严峻的环境挑战所作

出的一些努力，其积极意义在于体现人类

对于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的追求，同时也

说明日益加剧的城市环境问题和生态后果

已迫使人们达成共识，为维护与改善人类

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条件必须采取协调的

行动，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

    编制城市生态规划的关键是为了塑造

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的城

市复合生态系统，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这也是当前人们

对现代城市的需求。笔者认为，城市生态

规划大体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高质量的环保系统：对城市的大气

污染物、废水、废渣以及饮食业、屠宰业、

农副市场、大众娱乐场所等系统排出的各

种废弃物，都要按照各自的特点及时处理

和处置，同时加强对噪声的管理，各项环

境质量指标均应达到国家先进城市的最

高标准，使城市生态环境洁净、舒适。

(2)高效能的运转系统：包括通畅的道

路交通系统，充足的能流、物流和客流运

输系统，快速有序的信息传递系统，相应

配套有保障的物资供应系统(主副食品、

蔬菜、材料、水电、燃料等)和城郊生态

支持圈，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和污水废物

的排放、处理系统等。

(3)高水平的管理系统：包括人口控

制、资源利用、社会服务、医疗保险、劳

动就业、治安防火、城市建设、环境整治

等都应有高水平的管理，以保证水、土等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适度的人口规模，

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

(4)完善的绿地生态系统：不仅应有较

高的绿地指标，如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

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而且还应合理

布局，点线面有机结合，有较高的生物多

样性，组成完善的复层绿地系统。联合国

生物圈生态与环境保护组织规定，城市绿

地覆盖率应达到50％，城市居民人均绿地

应达60m2，我国要求本世纪末人均公共绿地

达到7m2～11m2。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城市离

上述要求差距较大，在城市生态建设的过

程中，应努力向着高标准的绿化方向发展。

　　(5)高度的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意识：

应具有较高的人口素质、优良的社会风

气、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丰富多彩的精

神生活和高度的生态环境意识，这是城市

生态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和智力条件。

城市生态规划的实证研究—以

上海为例

　　根据对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上海的城市生态

规划应主要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调整、重

组和功能的优化方面进行重点研究，寻找

拓展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突破口。

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3.1 控制人口数量和密度，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 人口过

高、过密将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

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上海市目前

的人口基数和密度偏高，人口老龄化，流动

人口多，万人具高等学历人数虽高居全国

各城市之首，但与国际上发达城市相比仍

有差距。而合适的人口密度和高质量的人

口素质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关键，在上海的

城市生态建设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

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

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因此

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人口政策，严

格控制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 争取在2010

年市区人口密度控制在小于8 000 人／km2。

3.2 控制高层建筑，疏解建筑密度

    近年来，上海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

拔地而起，为城市面貌增色不少，吸引了大

量外资，也改善了市民居住条件。但由于发

展快，不透水性面积增大，规划布局不尽合

理，有很多潜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数据

表明, 目前上海的高层建筑总数已达到2 700

余幢，建筑面积超过4 000 万余m2，尤其是

近三年来，每年高层建筑竣工均在400 幢以

上。由于建筑密度偏高，增加了能耗、水耗、

交通流量和地面不透水性面积，也增大了

热岛效应；同时城市原有河道被大量堵塞

或填平，影响了防洪排涝能力。因此，严格

控制高层建筑，疏解建筑密度势在必行。

3.3 调整用地结构，完善基础设施，提高

城市建设水平

　　针对上海土地利用、城市布局和空间

扩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实现面向新世纪

的上海城市生态建设目标，必须优化上海城

市地域空间结构，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优化城市的用地结构，搞好城市

的用地平衡。上海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应以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布局变化为

契机，分区域、有重点、有目标地进行。具

体包括：黄浦区和浦东新区中央商务区用

地结构的调整,黄浦、静安、卢湾中央商业

区用地结构的调整,虹口、闸北、普陀、长

宁、徐汇中心城区用地结构的调整；城市

边缘区（即城郊结合部）用地结构的调整。

　　(2)选择好城市空间发展轴。上海城

市扩展选择连续性轴向扩展模式，即依托

已建和规划将建成的各类城市大容量快速

道路系统，布置城市住区和就业岗位。根

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上海未来城市空间

发展轴主要选定4 条：以地铁一号线为依

王祥荣：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内涵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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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向闵行区方向发展；以沪嘉高速公路

为依托，向嘉定区方向发展；依托浦东新

区的开发开放，进一步依托通往浦东国际

机场的地铁二号线，向浦东方向发展；最

后一条是宝山方向,根据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 已将宝山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城位。

3.4 加强绿化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

　　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

净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环境

建设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

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

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

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

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

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

相融的城市生态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

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

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作单纯供游览观赏和

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的性质，向着

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

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生态绿化

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

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的方向转

化。因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应制定出城

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

地范围, 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

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

的绿量(市区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

公共绿地等), 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

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上海的

绿化水平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与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

距仍很大。 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十分艰巨。

   上海城市绿化建设要以扩大绿地面积、

提高绿地覆盖率、以质取胜为目标，其中包

括优化绿地结构、丰富植物品种材料，合理

布局绿地系统，充分发挥绿地的生态环境效

益。应以建设大型绿地、环城绿带、交通绿

地和居住区绿地为重点，强调绿地的大中小

相结合、点线面相结合、城乡相结合。绿化

的布局上应进一步完善现有市级和区级公

园，发展居住区及小区公共绿地，建设一系

列主题公园和特色公园，发展以黄浦江、苏

州河、川扬河、太浦河和浦东运河等为主的

滨江滨河绿带；发展沪青平、辛松、沪宁、

沪杭等放射干道两侧的绿带，还可沿主导风

向平行方向以绿带加绿岛的方式建造进入

上海城市的绿色通风走廊；在中心城各综合

分区间建设结构绿地，改善环境质量。

   上海的城市绿化工作应在注意发展地

带性植被的同时,多品种引进和选育适应上

海地区生态环境条件的、生长良好、实用性

与观赏性相兼的外来植物，大力发展城市

森林、地被植物、宿根花卉、常绿草坪和攀

援植物，以适应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在

绿化上多种形式的需求。与此同时，要加强

城市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除目前已建成的

崇明东滩候鸟自然保护区外，地处杭州湾

港的大、小金山岛，松江的佘山、天马山，

青浦的淀山湖，浦东三甲港以及九段沙等

地都可全部或划出一部分作为自然保护区，

使上海市自然保留地面积达到12％左右，以

更有效地保护并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样性[2]。

3.5 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环境质量

上海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仍需抓好以

水、气和噪声为中心的综合环境整治。在

水环境治理方面,市区要以城市河道污染

整治为重点，彻底消灭苏州河黑臭，进一

步使河水变清，逐步将其改造成为城市观

光河道。郊区以饮用水水质保护为重点，

逐步恢复郊区河道的生态功能，完成取水

口上游和陈行水库的扩容工程，开展黄浦

江上游和长江口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生态

建设。在大气治理方面, 应进一步采用消

烟脱硫工艺，减少硫氧化物的污染，同时

发展集中供热和连片供热，严格控制汽车

和助动车尾气排放和CFC 污染。将外环线

以内 800km2 的市区建成无烟尘污染控制

区。加强对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与处

置，力争在污染控制方面达标。

    控制煤炭消耗量，改变原有能源结构，

大力开发利用本地清洁能源，制定和推广

循环经济法，推广实施绿色产品标志制

度，制定和实施“清洁包装法”、“包装回

收法”等包装废物减量化的法规性对策和

“购买押金制度”，推广清洁能源与绿色消

费观，普及绿色消费意识。

3.6 实行城乡一体化规划，优化城乡空间

结构

    城乡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城市与

其周围乡村地区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城市向乡村提供产品，而

乡村要为城市提供资源，并消纳城市无法

处理的废弃物。城乡各自规划，不利于整个

生态经济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甚

至会相互制约。城乡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

需打破行政区界线制订城乡一体化规划，以

便疏通物流渠道，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良

性循环。要大力加强对生态农业和绿色农

业基地建设的领导、调整种养殖业结构比

例、建立生态农业合理结构、加大有机复合

肥料生产技术攻关和资金投入、控制农药

用量、抓好农田林网、沿海防护林建设；到

2005 年，全市建成50 个集生产、观光、休

闲于一体的绿色农业基地，形成国家、市、

县(区)三级绿色农业示范基地的框架，每个

乡(镇)至少拥有一个生态示范村，家畜、家

禽粪便污染基本得到控制，沼气化比例明显

提高，全市郊区和农村森林覆盖率达20％，

林地面积4  000hm2，农田林网控制面积30

万hm2，建成沿海防护林带5  000hm2。

    城乡空间结构的合理与否，对城市经

济的发展和城市形态的发展有着重大影

响。上海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调

整中心城空间结构，重点开发浦东新区和

发展杭州湾北岸，加快市郊城镇建设，逐

步开发建设崇明岛，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

局和城镇网络。城市规划中应注意主城、

新城（辅城、县城、集镇）等各个层次的

合理布局，使上海城市的布局继续向多

轴、多核、多层次方向发展，扭转中心城

规模过大、功能过分集中的弊端，促进城

市的产业和人口合理分布，达到城市的人

工环境和乡村的自然环境相融合。

3.7 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

    集中成片开发居民住宅区，提高居民

居住水平，在居住区内，配置完备的社区

服务设施，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区服

务网络，便利居民的交通、就学、购物和

休闲等活动；重视居民区的环境质量，加

强居住区的绿化建设，提高住宅建设和室

外环境的设计水平，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建设市、区(县)、街道(乡镇)、里弄(村)四

级文化设施网络和市、区(县)、基层三级

体育设施网络，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3.8 提高生态环境意识,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当今许多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究

其原因大都是由于决策者、规划者、管理者

及市民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引起的。 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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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生态理念初探

[摘 要]分析城市设计中生态理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探讨生态理念的内在意

义，以及城市设计与城市生态过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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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中生态理念的由来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基于人们日益关

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世界主流，当今城市

建设和规划设计的指导准则正在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雅典宪章》所阐述的城市规划

设计原理虽然仍部分有效，但已不再被看

作是指导城市建设仅有的思想基础。“‘设

计结合自然’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现已形成

一个在城市乃至区域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

一个新的可接受的基础”，它认为人类物

质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事实上或潜在地与

城市的生态属性和自然进程相关。国际上

看，这种生态准则大致受到以下一些思想

来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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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P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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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urban ecological planning is as-

se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pragmatism for the ur-

ban ecological planning are studies by

taking the city of Shanghai as a case.

[Key words] Urban ecological pla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hanghai

从普及生态环境知识着手，通过各种教育及

宣传渠道向各级干部和群众普及生态学基础

知识，使其掌握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自

然资源的价值、自然环境的功用、人在生态

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促进广大群众自觉地

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参与生态城市的建设。

    城市生态规划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

进行，因此，应有专门的城市生态规划与建

设领导机构，由市政府直接主持，综合经

济、资源管理、规划管理、环保行政、宣传、

法制部门和机关以及各区、县行政领导等

组成，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

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综合协调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逐步形成环保部门及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依法协同管理，以及市区“两级

政府、三级管理”和郊区“三级政府，三级

管理”的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在宏

观调控和协调决策中，探索出一条与建成生

态型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生态规划、建设和综

合决策的新机制。

结 语

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必须走人

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城市生

态规划与建设之路，这也是我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之路。必须坚持高标准的城市生

态规划与建设管理、高起点的环境综合整治

与生态保护、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与布

局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

为主要载体的知识经济和以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的3R 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循环经

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文明公正、经

济高效繁荣、环境优美洁净、生态良性循环

的新世纪城市发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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