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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理论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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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的生态城市内涵按“环境说”、“理想说”和“系统说”三种学说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总结

了生态城市的特征，辨析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城市、田园城市、健康城市和山水城市与生态城市概念上的联系和区别，

论述了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并对今后生态城市理论研究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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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因其追求人与人、人与环

境的高度和谐，成为21世纪城市发展的

新模式。目前学术界已将“生态城市”作

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国内

外许多城市也已开展了“生态城市”的

建设实践。但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一

个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甚至

对于生态城市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生态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之间还存

在着脱节的现象。所以，有必要对生态

城市的理论进行总结，从而尝试找出理

论与实践之间有效的桥梁，为生态城市

规划和建设提供有利的指导。

1 生态城市的内涵和相关概
念的辨析
1.1　生态城市的内涵和特征

生态城市（eco-city , ecolog ical

city  or ecopolis）的概念是在20世纪

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

与生物圈”（M AB）研究计划中被首次

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

不少学者对生态城市的内涵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总结目前众说纷纭的各种

定义，目前对生态城市的理解主要包

括环境说、理想说和系统说三种学说[1]

（见下页表1）。

基于不同学者对生态城市内涵的

理解，可以总结出生态城市所具有的

鲜明特征[1,12,13]:（1）和谐性。健康的

生态城市具有合理的生态结构，追求

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和谐;（2）持续

性。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

展，其中自然持续发展是基础;（3）高

效性。生态城市知识经济最大限度减

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非物质财富的

增长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4）系统

性。生态城市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

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子系统

在“生态城市”这个大系统整体协调下

均衡发展;（5）区域性。生态城市是以

一定区域为依托的城乡综合体，孤立

的城市无法实现生态化;（6）多样性。

生态城市改变了传统工业城市的单一

化、专业化分割，它的多样性不仅包括

生物多样性，还包括文化多样性、景观

多样性、功能多样性等。

1.2　相关概念的辨析

目前，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出现了

几种包括生态城市在内的描述未来城

市形态的概念，如可持续城市、绿色城

市、健康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等。

为进一步理解生态城市的内涵，有必

要对这些城市概念与生态城市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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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和差异进行分析（见表2）。

2　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发展
2.1　国外生态城市的理论发展

生态城市理论是伴随着城市生态

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大

体来说，国外生态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20世纪以前。早在

古希腊和古埃及时期，城市的建设就

主张从城市的环境因素来考虑其选址、

形态和布局[17]。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英国人托马

斯·摩尔设想的理想城市“乌托邦”，17

世纪初意大利思想家康柏内拉提出的

“太阳城”模式，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

建立的“田园城市”等城市都反映出建

设者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朴素的生态

学思想，对现代城市生态和城市规划

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其中，霍

华德建立的“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

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的起源[11]。

（2）形成阶段:大约在20世纪80年

代以前。20世纪初，国外一批学者将生

态学思想运用到城市问题开始的城市

生态学研究，奠定了生态城市理论研

究的基础。1945年芝加哥人类生态学

表 1　生态城市内涵的三种理解

学说 主要观点

将生态城市进行简单化和现实化理

解，强调城市生态保护、居民生活、

历史文化、交通、物种多样性等单项

要素的良性发展

将“生态城市”完美化和理想化理解，

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

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

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

最大限度保护的一种人类理想栖境

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和谐、社会公平

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三

者的互惠共生和相互协调

评价

在“生态城市”概念出现之初，这种观

点占主要地位，目前则主要存在于实际

工作部门，其可操作性和现实性较强，

但因为无法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

的协调关系，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

可以看做是生态城市的最终实现形式，

将其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探讨，但目前

的现实可操作性较差

这种观点既立足现实，又兼顾了城市的

各种生态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因此

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种观点实际上

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结合，是目前生态城

市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依据和立足点

代表

前苏联生态学家 Y anitsky （1987）[3]提出

的“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 我国学者

丁健[4]对“生态城市”的定义

R. Reg ister在其后期研究中提出的生态城

市建设原则和定义[5,6] ; 我国学者马世俊

（1984）[7]、王如松等（1994）[8]、宋永昌等

（1999）[9] 、黄光宇（1999）[10]、黄肇义和

杨东援（2001）[11]等对生态城市的定义

环境说

理想说

系统说

“人与生物圈”计划组织（MAB）1984年

提出的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2]; Reg ister

1984提出的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1]; 我国

许多城市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也

主要是从环境的角度来定义这一概念

注:根据参考文献[1]整理。

表 2　生态城市与相关概念城市的辨析

生态城市与

相关概念城市
联系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的一

个明显标志

健全的绿地系统是生态城市

存在的基本条件和客观保证

“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现

代生态城市思想的起源

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内化于城市; 面

向人—自然的二元整合与均衡发展;

强调城市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

绿地系统只是生态城市自然子系统中

的组成部分之一，生态城市还强调社

会人文和经济生态的和谐和健康

生态城市强调其内部系统的结构合

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

自然保护主义提出的绿色城市（g ree n

city ）通过简单的增加绿色空间，单纯

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

田园城市（g arden city ）过分地强调城

市的田园性质，而违背了城市发展的

集聚要求

自然环境外化于城市，作为城市的支持

服务系统存在; 面向人类自身的发展; 缺

乏对城市系统内部有机联系的关注

生态城市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察城

市; 强调的是人—自然系统整体的健康

从现代医学角度提出的“健康城市”

从生命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待城

市; 强调城市居民生理上的健康

都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

健康是生态城市的特征之一

生态城市与

可持续发展城市[14]

生态城市

与绿色城市[1]

生态城市

与田园城市[5]

生态城市

与健康城市[15]

生态城市

与山水城市[16]

生态城市强调城市建设的“神”，包

括自然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

态化，内涵相对宽泛

钱学森先生倡导的“山水城市”更注重

强调城市建设的“形”，对城市的社会

和经济属性论述较少，内涵相对狭窄

山水城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生态城市，注重强调人与自然

协调发展

区别

生态城市 相关概念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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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倡导创建了城

市生态学。1952年，该学派创始人R .

E . Park出版的《城市与人类生态学》

一书运用生物群落的观点研究城市环

境，进一步完善了城市与人类生态学

研究的思想体系[17]。1971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制订的“人与生物圈”（M AB）

研究计划开展了城市与人类生态的研究

课题，1975年该研究计划出版了《城市生

态学》杂志（U rban E colog y ）[17,18]。

同年，R . R eg ister和他的几个朋友成

立城市生态组织，出版了一本新的生

态城市刊物《城市生态学家》（U rban

E colog ist）。该组织在伯克利参与了一

系列的生态建设活动，产生了国际性

影响[15]。1977年，B. J. L . B erry 发

表了《当代城市生态学》，奠定了城市

因子生态学研究基础[18]。到1977年生

态城市学理论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3）发展阶段:大约从20世纪80年

代到现在。随着城市生态学的迅猛发

展，生态城市的概念和理论研究随之

高涨。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分别从不

同角度研究生态城市的建设原则、内

涵、主要特征、具体目标、指标体系及

规划思路和步骤等。

在生态城市的建立原则方面，

1984年，“人与生物圈”（M AB）计划

组织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生

态保护战略; 生态基础设施; 居民的生活

标准; 文化历史的保护; 将自然融入城

市。这些原则从整体上概括了生态城

市规划的主要内容，成为后来生态城

市理论发展的基础[2]。R . R eg ister在

继1984年提出的生态城市规划四项原

则[3]和1987年提出的创建生态城市的

八项原理[5]之后，1996年，其领导的“城

市生态”组织提出了更加完整的建立

生态城市的十项原则[6]。这些原则从最

初简单地包括土地、交通和物种多样

性，发展到涉及社会公平、法律、经济、

生活方式和公众意识等更加丰富的原

则，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更强调对实践

的直接指导。1997年，澳大利亚城市生

态协会针对城市问题的不可持续特征，

也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发展原则[20]。第二

届和第三届生态城市国际会议都通过

的国际生态重建计划（T h e Interna-

tional E colog ical R ebuilding

Prog ram），提出了指导各国建设生态

城市的具体行动计划，集中体现了以

上各种生态城市理念的共同点，得到

各国生态城市建设者们的一致赞成。

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21]:①重构城市，

停止城市的无序蔓延; ②改造传统的村

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③修复自然环

境和具有生产能力的生产系统; ④根据

能源保护和回收垃圾的要求来设计城

市; ⑤建立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交通体系; ⑥停止对小汽车交通

的各种补贴政策; ⑦为生态重建努力提

供强大的经济鼓励措施; ⑧为生态开发

建立各种层次的政府管理机构—城

市、州和国家层次。

在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方面，

1987年，Y anitsky 阐述了生态城市的

设计与实施阶段，将生态城市的实施

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城市设计、

建设过程和形成城市有机组织五个阶

段[22]。1993年，T. Dominski提出关

于生态城市的演进的三步走模式[11]，

即减少物质消费量（reduce）、重新利

用（reuse）、循环回收（recy cle）。同

期，加利福尼亚V entura县的城市规划

师J oseph sm y th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

的八项规划设计原则; W illiam

M cdonoug h在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界

博览会上提出了九条设计原则; 澳大利

亚的规划设计师David E ng wicht提出

了十条重建生态城市的方针; 建筑师

Paul Downton，社会活动家Ch erie

H oy le和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学会成员一

起提出了12项“生态圈设计原则”。这

些原则进一步丰富了生态城市的设计

思想。2002年，R eg ister在其著作

《E cocities: Building  Cities in B al-

ance with N ature》中综述了生态城

市近30年来的理论和建设实践，介绍

和精练了世界各个角落生态城市建设

的各种最好的理念、模式以及设计和

建设的具体案例，提出了城市、城镇和

乡村建设的全新方法[23]。

1990年至2002年间举行的五届国

际生态城市会议，探讨了生态城市建

设的各个方面[12,24]。同期，还有其他国

际会议关注人居环境的生态建设问题[25]，

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斯德哥尔摩和

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生态建设会议，

1994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

IN T E R AR CH 会议，1995年在苏格兰

的苏德·霍恩举行的生态村庄会议，以

及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人居大

会等等[11]。

五届生态城市国际会议和有关人

居环境的各种生态建设会议促进了生

态城市理念的普及与传播，进一步推

动了生态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设

实践，目前全球有许多城市正在按生

态城市目标进行规划与建设，如印度

的班加罗尔（Bang alore）、巴西的库里

蒂巴和桑托斯 （Santos）市、澳大利

亚的怀阿拉（W h y allla）市、新西兰

的怀塔克尔（W aitakere）市、丹麦的

哥本哈根、美国的伯克利和波特兰都

市区等[11]。这些城市在生态城市建设过

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

六个方面:①利用生态学方法建设“都

市型农业”不仅维护了城市中的自然

生态，而且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

滨海城市伯克利的生态城市建设[5]。②

积极解决城市问题，重视郊区建设，如

美国波特兰市被认为是成功地避免和

解决许多城市问题的范例城市[1]。③注

重城市中自然保留地和野生动植物的

保护，如英国大伦敦议会发表的大伦

敦发展规划修改草案强调城市中生态

保留地的重要性[26]。④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体系，巴西库里蒂巴城通过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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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接

近生态城市的城市[27]。⑤高效利用资

源。由于提出了“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

放为零”的生态城市建设构想，日本北

九州市被国际组织认为是从灰色城市

转变为绿色城市的典范[1]。⑥注重公众

参与。公众参与可以说是国际上生态

城市建设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同

时也是生态城市建设中政府和建设者

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巴西的库里蒂

巴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就是经过广泛

的公众讨论的成功案例，新西兰的

W aitakere市的生态城市蓝图最终也是

由社区居民而非市议会实现[27,28]。

2.2　我国生态城市理论发展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即渗透着丰

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如《管

子·乘马》一书强调在城市选址时，应

“因天利，就地利”，体现了趋利避害、

注重与自然协调的理念。国内关于城

市生态的研究正式起步于20世纪70年

代。1972年中国参加了M AB 计划的国

际协调理事会并当选为理事国，1978

年建立了中国M AB 研究委员会，1979

年中国生态学会成立[29]。1984年12月，

“首届全国生态科学研讨会”在上海举

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探讨城市生态

学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基

础理论问题，会上成立“中国生态学会

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是我国出现

的第一个以城市生态研究为主要目的

组织，它标志着中国城市生态研究工

作的开始[30]。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了“城市及城郊生态研究及其在城市

规划、发展中的应用”国际学术讨论

会，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态学研究进入

蓬勃发展时期。1988年我国第一本关

于城市生态与环境的专业刊物《城市

环境与城市生态》创刊[31]。1986年6月

及1997年12月，在天津和深圳分别举

行了两次全国城市生态研讨会，讨论

了如何加强城市生态理论研究及其在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以

及城市生态系统和生态影响、分析及

评价等问题[30]。1999年8月昆明全国城

市生态学术讨论会总结了近年来我国

城市生态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进展，提

出了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研究框架[32]。

此外，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城市

理论和实践进行许多积极的探讨，从

生态学角度相继提出了中国城市的构

想。1984年我国著名生态环境学家马

世骏教授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以人类

与环境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7]。这一理论20多

年来已渗透到各种规划和决策程序中，

为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

和方法基础。1988年王如松撰写了《高

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

一书[22]，1989年黄光宇提出了生态城

市的衡量标准，1990年钱学森提出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城市”设想，

1996年，王如松和欧阳志云提出了天

城合一的中国生态城市思想以及生态城

市建设的控制论原理和原则[33]，2000年

王如松综述了转型期城市生态学的前

沿研究[32]，2002年董宪军系统的论述

了生态城市理论体系[1]。

生态城市指标是生态城市内涵的

定量化表征。国内主要从城市生态系

统理论的角度进行指标体系的探讨，

尝试通过指标体系描述和揭示城市生

态化发展水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

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自然各子系统建

立指标体系[17,20,34～38]，这类指标体系

的应用较广泛; 另一类是从城市生态系

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14,39]等方面

开展研究。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在《中国环境报》和中国环境保护网

上公示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

设指标（试行）》，为全国生态县、生态

市和生态省的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张坤民等人撰写了《生态城市评估与

指标体系》一书，对城市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评估模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

前提与基础。2002年，黄光宇和陈勇所

著的《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有关生态城市

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的专著[12]，对建

立我国的城市生态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2004年杨志峰等人出版了《城

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一书，着重强

调了遥感与G IS及信息集成技术在生态

规划方面的应用，以广州生态城市规划

为实例进行了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对于国内生态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借鉴作

用[13]。目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已明确提出

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并开展了生态城

市规划与建设的实践，如广州（山水生

态城市）、厦门（海湾型生态城市）、乐

山（绿心环形生态城市）和北京（绿色

生态城市）等城市。

3　结论和展望
国外对生态城市理论的研究非常

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规划设计

的理念和思路比较具体，与城市生态

环境和社会问题结合得比较紧密，理

论联系实践，一般能很好地解决生态

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国内的生

态城市研究比较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

化，主要从生态学和规划的角度展开

对生态城市理论的研究，一般通过建

立目标和指标展开生态城市的规划，

目的性比较明确。但是，综观国内外学

者对生态城市的研究，生态城市理论

对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影响还不

够深远，笔者认为生态城市的研究还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1）加强

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生态城市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以一

定区域为依托的城乡综合体，其发展

离不开一定的区域背景。偏重于城市

局部微观层次的理论和方法无法解决

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之间的复杂

问题，因此有必要探讨从宏观和区域

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生态城市系统的理

论和方法，实现城乡整体结构生态化

和区域的生态完整性;（2）体现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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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生态城市不是

单一发展模式的城市，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差异性决定了用于评价城市发展

的指标体系和规划内容也应该有所不

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反映城市个性

的指标和规划方法。

参考文献:

[1] 董宪军. 生态城市论[M].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王如松. 城市生态学[M]//马世骏，

主编. 现代生态学透视. 北京:科学出

版社，1990.

[3] Yanitsky O. Social Problem of Man’

s Environment[J]. The city and Ecology,

1987 (1): 174.

[4] 丁健. 关于生态城市的理论思考[J].

城市经济研究，1995（10）.

[5] Register R. Eco-city Berkely: Build-

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M].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1987.

[6] [25] Register R. The Ecocity Move-

ment -Deep History, Movement of

Opportunity[C]//Village Wisdom/Future

citi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Ecocity

and Ecovillage Conference. Oakland:

Ecocity Builders, 1996: 26～29.

[7] 马世骏，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J]. 生态学报，1984，

4（1）:1～9.

[8] [33] 王如松，欧阳志云. 天城合一:

山水城建设的人类生态学原理[M]//鲍世

行，顾孟潮，主编.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9] 宋永昌，戚仁海，由文辉，等. 生态

城市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J]. 城市环

境与城市生态，1999，12（5）:16～19.

[10] 黄光宇，陈勇. 论生态城市化与

生态城市[J].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1999，12（6）:28～31.

[11] 黄肇义，杨东援. 国内外生态城

市理论研究综述[J]. 城市规划，2001，

25（1）:59～66.

[12] 黄光宇，陈勇.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

设计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3] 杨志峰，何孟常，毛显强，等. 城

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M]. 北京:科学

出版社，2004.

[14] 吴人坚，王详荣，戴流芳. 生态城市

建设的原理和途径—兼析上海市的现状

和发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5] Roseland M. Dimensions of the

Future: An Eco-city Overview. Eco-

city Dimensions[M].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7, 1～12.

[16] 鲍世行，顾孟潮.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47.

[17] 黄光宇，陈勇.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

设计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8] 沈清基.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52～55.

[20] 张坤民，温宗国，杜斌，等. 生

态城市评估与指标体系[M]. 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2003:334～370.

[21] The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Re-

building Program. Village Wisdom/Future

Cities[C]//Register R, Ed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Ecocity and Ecovillage

Conference. Oakland: Ecocity Builders,

1996. 204～205.

[22] 王如松. 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

原则与方法[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3] Register R. 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

平衡的人居环境[M]. 王如松，胡聃，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7.

[24] 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 生态城市建

设的深圳宣言[J]. 规划师，2002（9）:121.

[26] 包静晖，王祥荣. 伦敦的生态及自然

保护[J]. 国外城市规划，2000（3）:37～38.

[27] 黄肇义，杨东援.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

实例[J]. 国外城市规划，2001（3）:35～38.

[28] Alley T. Curitiba: A Visit to an Eco-

logical City[J]. Urban Ecoogist, 1996(4).

[29] 黄光宇.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与建

设进展[ J ] .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2001，14（3）:6～8.

[30] 孙炜炜.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纲要[D]. 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1.

[31] 鲁敏，张月华，胡彦成. 城市生

态学与城市生态环境研究进展[J]. 沈阳

农业大学学报，2002，33（1）:76～81.

2.3.4 矿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矿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关键

环节，在上一轮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

程中，通过开采规模结构调整，大量未

达到最低开采规模的小矿山被关闭，

有效遏制了“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等

现象。但是，小矿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

交织的复杂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矿业

普遍存在的难题，不是仅靠政府强制

关闭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有些小矿

主要开发大矿无法开采的边远地区和

零星小块资源及大矿开采的残矿，既

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资源潜力，又大

大缓解了资源供需的矛盾。这些小

矿还为缺乏谋生技能的农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促进了许多贫穷村镇的

脱贫致富[5]。因此，正如中小企业是我

国必需的一样，某些小矿也是我国经

济发展所必需的，在矿业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新一轮规划修编过

程中，应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加

强对小矿问题的研究，政府需要做的

不仅仅是限制和关闭小矿，更需要的

是从构建和谐矿业的角度出发为小矿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通过信息、资金、

技术、设备、环保、安全等多方面的支

持，使小矿这一弱势群体朝着健康方

向发展，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也能

在发展中得以优化和升级。

注:

①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将我国

划分为东南沿海区、环渤海区、东北

区、中部五省区、西南区、黄土高原区、

西北区和青藏高原区八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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