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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回顾评价了中外生态城市理论产生背景 、主要内涵及发展特点。以涪陵为例 , 在分析涪陵区生态城

市建设背景和面临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阐述了涪陵建设生态城市的现实意义及目标趋向 ,重点从生态空间架构 、

景观营建 、生态维育等五个方面对涪陵生态城市建设途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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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 the author briefly review ed the derivable background , basic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 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ties in China and fo reign countries.Then the pa-

per took Fuling' s ecological city construction as a case study .After analyzing Fuling' 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existing problems , it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and goal of const ructing ecological

city.Finally the autho r derives some channels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ity in Fuling from the fol-

lowing aspects:spat ial st ructure , landscape design , ecology preserv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ecological city;Ful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 rategy

1　引　言

随着 21世纪生态经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城

市与区域的发展将逐步放弃以往那种忽视资源环

境成本和代际价值的粗放增长方式 ,并代之以维育

生态环境 ,延续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当

前我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入及经济发展成功转型阶

段 ,如何在现有的资源环境条件下 ,加强对城市与

区域成长环境的评估 ,凸现资源环境价值? 如何体

现代际公平 ,实现社会 、经济 、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

些已日益成为摆在我国区域与城市发展议程上的

时代命题 。生态城市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发展理念 ,

自 20世纪 80年代从西方引进以来 ,迅速得到了我

国城市政府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 ,为城市与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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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生态城市(英文说法有 ecocity 、ecological city

等),又称生态社区(eco-community),它的产生和

发展体现了近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发展

矛盾的对立 、碰撞和反思的动态过程 。18世纪近

代工业革命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使工业化大生产的

浪潮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发展角落 ,人类控制自然

的能力空前高涨 , “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成为人类

征服和掠夺自然环境的行动哲学。作为人类社会 、

经济 、政治活动的中心 ,城市在生产功能不断加强

的同时 ,却遭受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自从 20世

纪中叶相继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 ,人

们才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重新反思现有的城市发

展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城市生态与环境研究日

益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 60 年代末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0)开始了“人与生物圈(MAB)

计划” , 提出了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的发展 。

197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6 届会议上 ,正

式提出了“关于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综合研究”的现

实命题 ,“生态城市”的概念从此应运而生 ,受到了

全球的广泛关注 。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

ister)结合城市生态建设实践初步提出的生态城市

建设原则(1984)[ 1] ;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科

斯基(O.Yanitsky)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概念

(1987)[ 2] ,认为生态城市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

合 ,人为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居

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

罗斯兰(Roseland)(1997)[ 3] 对“生态城市”理念的

诠释使生态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丰富 。

我国生态城市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 ,其标志是

1984年马世骏 、王如松的《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的发表[ 4] 。近年来城市生态与环境研

究逐渐增多 ,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王文彤的《我国

生态城市建设探索》(1993)[ 5] 、黄光宇的《生态城

市概念及其规划设计方法研究》(1997)[ 6]提出生

态城市的概念:“根据生态学原理 ,综合研究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并应用生态工程 、社会

工程 、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

会 、经济 、自然可持续发展 ,居民满意 、经济高效 、生

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 。梁鹤年(1999)[ 7]指出

“生态主义的城市理想原则是生态完整性和人与自

然的生态连接 ,而中心思想则是可持续发展” 。此

外 ,柴锡贤(1994)[ 8] 也对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基

础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宋永昌(1999)[ 9]强调了生

态城市标准应该是结构合理 、功能高效和关系协

调;江小军(1997)
[ 10]
对生态城市的系统结构 、运行

机制 、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进行了分析;傅博

(2002)[ 11]指出了城市生态规划的任务 、目标及其

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对生态城市的理

论和实践的“完善和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笔者根据手头的资料对国内主要研究者的成果进

行归纳和比较(表 1)。
表 1　国内生态城市主要理论研究及比较

研究者 时间 目标导向 理论侧重点 方法论来源

王如松等 1994

人类生态学

满意原则 、
经济生态学

高效原则 、
自然生态学

和谐原则

生态城市科

学内涵及其

相关指标体

系建构

生态控制原

理等

黄光宇
1997

1999

社会生态 、
经济生态 、
自然生态

提出生态城

市规划设计

方法及步骤

生态工程 、
系统工程 、
社会工程等

梁鹤年 1999

生态完整性

及人与自然

的生态连接

城市系统和

生态系统

傅　博 2002

城市系统的

和谐 、高效 、
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规

划与城市环

境规划

生态学 、城
市规划学等

从以上国内外生态城市发展和研究动向可以

看出生态城市研究与发展具备以下特点:第一 ,生

态城市理论研究和发展是将保护城市环境 、维护生

态平衡和社会和谐 、建设宜人居住社区作为先决条

件 ,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高效 、健康 、公正的城市

社会 。第二 ,生态城市理论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 ,

其理论研究非常宽泛 ,其内容从最初应用生态学原

理到包括城市自然生态观 、城市经济生态观 、城市

社会生态观和城市复合生态观等的综合城市生态

理论 ,并吸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区域整体 、城乡协

调等综合发展理论 ,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综合

性和极大发展空间的生态城市系统理论。第三 ,生

态城市研究已从理论研究向实证领域推进 ,迫切需

要完备的理论和技术经济支持 ,研究重点更加注重

其可实施性 ,有关生态城市的规划与设计 、控制和

管理体制研究不断得到深化 ,但实践的效果还有待

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目前 ,我国已有 80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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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并且还有很多城

市也在逐渐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 12]
。而香港 、天

津 、长沙 、宜春 、马鞍山 、深圳 、上海等城市已积极开

展了城市生态规划和建设实践工作 ,致力于建立城

市人类与自然的协调有序 。鉴于生态城市理论发

展和建设实践目前在我国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 ,本

文尝试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 ,对涪陵区生态城市建

设及发展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思考 ,期待专家学者的

批评和指正。

3　涪陵区生态城市建设 SWOT分析

涪陵区位居重庆市及三峡库区腹地 ,跨长江 ,

扼乌江 ,山水环抱 ,是典型的西部山地城市。独特

的区位优势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

为涪陵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 。在

当前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 ,借

鉴管理学上的 SWOT [ 优势(st reng ths)、劣势

(weakness)、机遇(oppo rtunit ies)、威胁(threats)]分

析方法 , 涪陵区城市生态建设进行 SWOT 分析

(表 2)。经济全球化 、西部大开发 、三峡建设 、对口

支援等优惠政策 ,为涪陵城市社会 、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自 1997年重庆直辖 、涪陵设区以来 ,涪陵区社

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但其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境却出现严重的失调。生态环境的恶化 、城市生态

建设的缺失奏响了涪陵城市发展不和谐的旋律 ,体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自然灾害的频繁爆发。主要

表现在山体滑坡 、水土流失 、洪涝灾害等 ,使涪陵耕

地资源遭到破坏 ,对森林植被的涵养也造成了很大

威胁 。第二 ,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 。生产污水和生

活污水的大量排放 ,使涪陵段长江 、乌江水体污染

物含量严重超标 ,只达到国家三类水质标准 。城区

的大气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要特征 , 2003 年城

区的空气质量级别只达到四级标准。第三 ,城市生

态建设的缺位 。涪陵城市绿地面积数量较少 ,绿化

覆盖率只有 18.9%。另外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的不合理 ,建设活动基本缺少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现有的景观空间缺乏特色 、规模小 、分布不

均 ,城市人居环境总体欠佳等 。

表 2　涪陵区城市发展 swot分析

优势(streng ths)
1.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地
连五郡 、舟会三川”
2.有一定实力的经济社会基
础:2002 年城镇化水平 33.
5%、人均 GDP 7667 元[ 13] …
3.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
旅游资源:“巴文化” 、“易理文
化” ;乌江峡谷 、武陵山等天然
景区……

劣势(weakness)
1.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水平不高
2.对外开放水平不高
3.受到地形和自然条
件限制 , 人地矛盾突出
4.专业人才较缺乏 , 人
口素质有待提高……

机遇(opportunities)
1.经济全球化趋势和
我国加入W TO
2.加快推进的工业化 、
城市化浪潮

3.三峡库区建设
4.重庆市中心城市的
发展壮大

……

威胁(threats)
1.“边缘化”的潜在危胁
2.发展观念的障碍
3.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
点中的不利因素

4.生态恶化 、自然灾害频
繁
……

4　现实意义及目标定位

4.1　现实意义

　　生态涪陵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目

标。牢固树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 ,可以合理利用

涪陵的自然资源 ,进一步建立涪陵自然环境 、社会

环境 、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图 1),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 。

生态涪陵是建设山地园林生态城市的需要 。

涪陵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生态资源的山地

城市 。建设山地园林生态城市是 21世纪涪陵城市

图 1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示意图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人本理念指导下 ,强调

人和自然的协调 ,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对增强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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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4.2　目标定位

涪陵生态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应是:利用涪陵自

然资源优势 ,创建山 、城 、水共生共融的生态园林城

市;建设功能协调 、景观优美的城市生态空间和环

境优美的居住社区 ,达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

洽和谐;发展以生态产业为支撑的生态工业 、高效

持续的现代生态农业 ,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和

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弘扬涪陵文化个性 ,打造

涪陵特有 “巴文化” 、“易理文化” 、“榨菜文化”三大

文化构成的文化氛围 ,挖掘涪陵特色旅游资源 ,使

涪陵环境及文化发展与城市建设齐头并进 ,凸现涪

陵城市个性亮点 。

5　涪陵区生态城市建设思考

5.1　空间构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生态空间系统

5.1.1　总体思路

借助景观生态学原理 ,利用涪陵城市地域内自

然资源因素营造生态基质 ,构建城市生态廊道网

络 ,开辟绿色斑块 ,形成空间开敞 、完整高效的“斑

块-廊道-基质”① 城市绿色生态网络系统(图 2)。

首先 ,斑块主要是城市基质内部的公园 、广场等开

敞空间。其布局和规模要考虑涪陵四个片区的人

口密度 、生态环境现状等需要 ,以城市整体景观格

局为依托 ,建设具有休闲 、娱乐 、健身等多功能且具

有文化和艺术品质的空间景观。其次 ,突出“两江 、

三山 、四片区” ,即:长江 、乌江 ———沿江景观风光廊

道;聚云山 、插旗山 、北坪山———城市外围绿色基

质;江南 、李渡 、江东和南岸浦片区 ———涪陵区城市

中心四片绿色基质 。以形成长江 、乌江守城而过 ,

山城水相互交融 ,浑然一体的山水生态城市 ,充分

体现 “城中有水 ,水间为城 ,满城水色半山城”的城

市景观特色。

5.1.2　结构形态与功能布局

涪陵区处于四川盆地东部 ,一般海拔为 200 —

800米 ,地形是西北部地势较低 ,多为河谷丘陵 、低

山。从涪陵城市的布局结构而言 ,“有机松散 、分片

集中”是进行涪陵城市用地布局重要的自然生态观

念。城市用地及功能划分为四个分区 ,各分区发展

用地现状及功能特征如下:

图 2　涪陵区城市生态空间有机组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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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 , 斑块是指基质环境中的块状异质景观 , 具有明显的边界和空间尺度范围 ,其边界由相互作用
的生态系统 、地貌和人类活动干扰状况决定;廊道是基质环境中的线状异质景观 ,它们往往与斑块相连 , 引导斑块间物
质 、能量和基因的流动 ,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基质 ,是指景观镶嵌内的背景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类型 ,具有面积大 、连接
度高和对景观动态具有重要控制作用等特征 , 是景观中最广泛连通的部分。



江南片区:城市建设发展快而绿化建设滞后 ,旧城

区建筑密度过高 ,城市广场和绿化休息空间少 。城

市开发已经到了见缝插针 、毁林开地的地步。今后

要控制旧城开发 ,疏解人口到新城 ,使人口布局合

理 ,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李渡片区:老城区坡度较大 ,人口密集 ,但是公

共绿地欠缺 ,新的规划区较为平坦 ,是今后涪陵城

市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区的建设开发应提高建设标

准 ,发展无污染工业 ,逐步形成办公 、商贸 、体育教

育为中心的城市综合区。江东片区:受地质构造的

影响 ,江岸稳定性差 ,滑坡严重 ,限制了用地发展 。

公共绿地建设滞后 ,人居环境较差 ,今后只宜少量

进行拓展 ,控制人口规模增长 ,综合布置居住区 ,创

造宜人的人居环境。

南岸浦片区:北面的化工企业排出的三废污染

物中含有许多有毒物质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作

为新城区及铁路 、公路 、水运联运物流中心 ,今后应

加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污染治

理 ,维护生态环境质量。

5.2　景观营建:坚持生态景观建设性保护方针

所谓建设性保护 ,主要指对生态景观资源既要

防止盲目开发 ,又要避免片面保护 ,要正确处理建

设与保护两者的关系[ 14] 。即强化生态景观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与开发 ,将生态景观资源及城市历史文

化特征结合起来 ,创造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 、个性

突出的城市景观环境 。

涪陵城区由于山体环抱 ,地形落差较大 ,城市

景观总体来说缺乏统一规划与控制 ,造成城市建筑

建造与自然地形不协调 、城市天际轮廓线呆板缺乏

生动 ,有些高层建筑喧宾夺主 ,阻挡了景观视线的

通透和延续。按照景观设计要求 ,涪陵城区的北坪

山 、插旗山 、聚云山等制高点及长江 、乌江的交汇口

都应是城市景观焦点 。“片叶沉浮巴子国 ,双江襟

带浮图关”是涪陵山地城市形象和特色集中体现 。

根据总体思路及用地评价 ,涪陵要建设景观优美的

山地城市 ,必须在尊重自然的原始风貌 ,以重点地

区和重点工程为突破口(表 3),加强城区的环境改

造与景观构建 ,重点将山体和水体等景观资源进行

建设性保护 ,将北坪山 、插旗山 、聚云山等制高点及

长江 、乌江交汇口作为城市空间景观核心 ,以突出

山地城市特色 ,形成背山面水 、山在城中 ,山水环

抱 ,山 、城 、水共生共融的景观生态格局 。

表 3　涪陵生态景观建设重点工程概况

工程类别 实施原则 主 要 内 容 目 标 导 向

景 观生

态 廊道

工程

迎山接水 、
尺度适宜

原则

一横两纵的景观

生态廊道建设

改善老城区的

人居环境

两 江四
岸 滨江

风 光带

工程

借山用水 、
以人为本

原则

长江 、乌江的四
条岸线滨江风光

带的建设

体现涪陵山水

园林城市特色

绿 色通

廊工程

整体性 、城
乡一体化

原则

沿城区对外交通

干线(319 国道 ,
涪长高速公路

等)两侧建立带
状绿色通廊

形成主城与郊
外城乡一体化

绿色空间

城 市公
共 绿地

与 景观

工程

显山露水 、
突出特色
原则

老城区绿地系统

改造建设及城市

标志景点及建筑
等景观生态节点

设计

展现涪陵 “山
城” 、“江城”的
特色

城 郊生
态 绿化

圈工程

护山保水 、
因地制宜

原则

利用涪陵城市周

边开阔的长江 、
乌江水体和良好

的山林植被 , 建
设城郊生态绿化

圈

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 , 防止城
市随意蔓延 ,
作为城市居民
的郊游休闲度

假地

5.3　生态维育:贯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协调性

原则

　　从 1990 年开始 ,涪陵就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和

保护工作 ,积极进行着绿色防护 、水土流失治理 、生

态农业三大生态环境工程的建设 ,到 2002年 ,又进

行南沱镇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工程的规划

设计 ,为涪陵生态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但由

于经济发展方式 、人口等多方面的原因 ,涪陵生态

环境恶化的总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今后

必须坚持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 ,彻底扭

转边建设 、边破坏的被动局面 。对于涪陵生态建

设 ,重点在“治” ,应继续巩固“一控双达标”成果① ,

对涪陵地区的“三废”污染采取与生态保护“同步规

划 、同步实施 、整体推进”的原则 ,进行污染综合预

防与治理 ,以对涪陵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与重建。而

涪陵生态保护重点则在“防” ,将资源集约利用 、生

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措施贯穿到涪陵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个方面 ,规范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 ,科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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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6年 8 月 3 日 , 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
决定》(国发〔1996〕31 号)中提出:“一控” , 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双达标” , 工业污染物排放达标和城市功能区
达标。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与广度 ,决不允许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 ,换取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 ,使生态

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5.4　生态经济:未来提倡的城市经济发展新模式

涪陵属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城市生态经济

发展要放在优先地位 ,以提高城市可持续经济发展

能力。首先经济社会等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要充

分考虑对资源环境影响评估 ,避免和减少环境恶化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成本预算应增加资源环境成本

核算的内容;其次 ,建立以生态环境产业(即绿色产

业)为核心 ,合理配合资源和生态要素的质量集约

型与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使城市经济发

展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

轨道上来 。根据涪陵资源优势与产业基础 ,应当明

确鼓励发展电子 、生物 、环保 、新型材料等高科技产

业 ,发展机械 、食品 、纺织 、金属加工等无污染 、少污

染的产业 ,慎重发展污染处理难以达标的化工产

业。另外 ,涪陵应对生态农业 、产业化的深加工农

业 、旅游产业 、文体会展产业加大扶持力度。

5.5　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管理机构和控制机制

第一 ,政府主导 ,正确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涪

陵区来说 ,首先建立健全两级政府(区 、街道和乡

镇)、三级管理(区 、乡和街道 、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城

市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等管理运行机制 ,人大 、政协 、

城建 、环保 、园林 、国土资源 、农林等相关部门分工合

作 ,推动涪陵区城市生态建设规划落实;其次 ,创建

环境资源市场 ,如水市场 、排污交易市场等 ,有效降

低治理成本。充分利用价格杠杆 ,反映资源环境真

实成本 ,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使城市生态

环境建设发展向市场化 、法制化 、规范化迈进。

第二 ,鼓励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管理

的内容涉及城市规划 、生态环境 、市容卫生 、园林绿

化 、市政维护 、交通设施等领域。建立健全公众参

与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组织和决策机制 ,加强社会团

体 、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 ,形成人与自然共生共融

的社会氛围。

第三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涪

陵传统干部政绩考核的方式 , 对于干部的政绩考

评 ,不能过分注重经济指标 ,而应把生态建设 、可持

续发展等综合内容纳入领导考核范围 ,在政绩考核

中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要积极建立政府官员失信

行为纠错机制 ,对违反可持续发展规律 ,急功近利

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追究其行政及经济责任 ,真正

树立生态涪陵形象 。

6　结　论

从涪陵生态城市建设分析可以看出:①生态城

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经济社会环境

的各个方面 ,同时也需要跨部门 、跨地域和社会的

广泛参与 。②未来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合理利用

城市地域内的山水等自然资源条件 ,体现因地制

宜 、以人为本 、互惠共生原则 ,着眼于人 、自然 、城市

和谐共处 。③涉及涪陵生态城市建设问题中的区

域性 、战略性问题还需要从重庆市市域 、三峡库区

更大范围作进一步研究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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