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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行为与生态社区建设研究简评

张　 倩１，２，邓祥征１，２，∗，周　 青１，２，３，姚丽娜１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本文简评了城市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对生态社区建设的启示，归纳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下一步研究方向。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居民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胁迫及社区环境对居民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多样、内容分

散，研究设计及其逻辑尚无系统完备的研究体系做支撑。 此外，目前生态社区建设研究大多集中于新型生态社区的设计与开

发，少有针对已有社区的生态化改造的分析，也没有充分针对不同城市社区类型及资源、能源、环境禀赋提出因地适宜的建设生

态社区的建议。 研究还发现，即使是针对新型生态化社区，在构建过程中也是重视生态社区的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忽
视生态社区的后续管理，更是缺乏针对管理机制创新方面的探讨。 另外，现有城市生态社区建设多重视单个具体指标的提升，
轻视全面建设生态社区中的系统性思考，缺少具有普适性的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及对指标间关联关系的考量与分析。 现有

社区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大多包含了社区环境卫生管理，并没有从社区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社区物质能量代

谢、碳氮循环、生态系统性管理理念纳入进来，更缺少实时、动态的面向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资产核算方面的计算、查询、规划等

互动式交流。 当前生态社区集成示范的可推广性与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即要保证示范具有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等

实际应用价值，避免由于技术过于超前或成本太高而导致示范难有操作性。
关键词：居民行为；生态社区；社区生态管理；生态基础设施；集成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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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ｃ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ｏｔｈ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ｓｔ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两大热点议题，如何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城

镇化过程具有学术探讨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 运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原则指导城镇化过程，探求更加

合理的城镇发展模式和人类聚居与行为模式，是实现城镇健康、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市社区是人

与环境共生的综合体，是践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管理的基本可操作单元和重要载体。 不失一般性，本
文从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互馈机制和生态社区建设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生态社区建设既包括生态社

区管理手段，又包括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本文还列举分析了生态管理理念与技术在实际社区的集成案

例，分析了当前生态社区建设中的不足，提出了城市生态社区建设的优先研究方向。

１　 生态社区

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地域或领域内所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大集体，
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元，是宏观社会的缩影［１］。 尽管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对社区的概念有不同的诠释，
但在针对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和特点的认识基本一致，普遍认为社区应该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

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和一定类型的组织（密切的社会交往） ［２］。 上世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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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期开始，针对我国过去过度重视宏观经济发展、忽略了社区层面需求的情况，不少学者的研究逐步将“社
区建设”、“社区营造”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开始引入“社区”的概念，将原来的“居民委员会”改称为“社区

居民委员会”等。
生态社区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也被称为绿色社区 （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可持续社区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健康社区（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发挥社区的生态功能为目标，通过

运用现代生态理念与技术，维持社区生态系统平衡，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营造

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环境高标准、抗环境冲击能力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舒适健康的人类聚居环

境［３］。 生态社区是构建生态城市的落脚点，是落实生态城市理念和技术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基本建设单元［４］。
在建设生态城市的热潮持续升温的形式下，研究操作性强、系统化的生态社区构建理论及方法具有积极的现

实意义［５］。
在众多有关生态社区、生态城市的研究中，切入角度与侧重点各不相同，大致归纳为五种类型。 （１）基于

生态学原理及理论指导生态社区及生态城市的建设，如充分考虑环境容量、生态流、生态因子等评价指标［６］；
（２）通过社区规划等手段合理配置资源与基础设施，倡导减少出行、绿色消费等理念，如绿地系统规划、周边

超市、医院、学校、便民快递中转站等的规划建设［５］；（３）通过定量化测算社区物质与能量代谢促进社区能源

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利用，构建社区生态调控体系，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负面环境效应［７，８］；（４）推广

生态技术的使用（如选用可再生能源、生态建筑材料等）实现社区能源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９］；（５）通过民众

的积极参与，落实社区高度自治和减量、回收循环利用等绿色消费措施与政策［１０］。

２　 城市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的互馈机制

２．１　 城市居民行为的特征

美国哈佛大学格莱泽（Ｇｌａｅｓｅｒ）在本世纪之初驳斥了对城市长于生产而短于消费的功能的传统认识，提
出物品运输及信息传递成本的降低、城市高密度的特性均加速了消费［１１］，因此，城市作为消费中心而不仅仅

是生产集聚地备受关注。
城市居民是消费的主体，社会发展与变迁最直接地反映在居民行为的改变上。 居民行为，即居民日常生

活方式，广义上是指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模式、闲暇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四个方面［１２］。 家庭是衣食住行等行

为的基本实施单位，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主要、最稳定的活动场所。 作为家庭主要消费支出项的住房，住房

条件（人均居住面积）和家庭所处社区的配套基础设施、绿化等综合环境是衡量此项消费质量的主要指标。
消费模式主要通过消费内容（消费何种社会生产所创造出的产品与服务）、消费水平（人均消费产品与服务的

数量与质量）、消费结构（消费不同种类产品、服务的比例关系）、消费方式（购买产品或服务的途径）等方面体

现。 闲暇方式即居民在工作（或上学）、通勤时间、个人生活必须时间（睡眠、休憩、家务劳动及其他生理需要

时间）以外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活动内容。 社会交往虽是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探讨人际

交往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等层面的属性，本文暂不做探讨。
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存在着鲜明的特点，且不断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空间

上的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收支情况、空调等家用电器和电脑等耐用品的拥有量、消费的阶层化差

异显著；（２）时间上的动态演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消费方式趋于多样化。
具体而言，家庭食物消费支出在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表现性（炫耀性）
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逐步攀升，中国奢侈品购买量已升至世界第一位；（３）消费的“三高”（高物质、高消耗

与高排放）现象突出，导致不少地区资源环境难以承受消费增长的胁迫［１３］；（４）闲暇活动的内容及结构在全

国范围内基本一致，如看电视、欣赏音乐、棋牌、运动健身等，区域差异不显著［１２］。
２．２　 城市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消耗资源与能源，并产生废气、生活废水、固体废弃物等代谢产物对生态环境造成胁

３　 １０ 期 　 　 　 张倩　 等：城市居民行为与生态社区建设研究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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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评价社区居民行为的生态环境效应的主流研究集中于城市及社区尺度的代谢方面，即定量化地刻画城市

及社区尺度的物质与能量流向、流量、积累与代谢效率。 城市代谢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物质流分析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ＦＡ） ［１４⁃１６］、货币核算法（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能值分析法（Ｅｍ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７⁃１９］、源于产业

生态学的生命周期分析（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ＣＡ） ［２０］、生态足迹法（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１⁃２２］、与空间

分析技术结合的空间系统建模法［２３］ 以及不同方法的综合应用［７，２４，２５］。 然而，以往基于相关方法的案例研究

多注重定量化地计算城市、社区的单一的物质与能量的投入、产出状态和追踪碳、氮代谢；鲜有对系统内部机

理和多物质转化过程关联的代谢做系统分析。 另外，也有研究在城市尺度上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结合生态

足迹、水足迹方法探讨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生态环境效应［２６⁃２８］。 然而，由于社区层面投入产出数据获取的困

难使该方法暂时未被推广应用于社区层面的研究。 尽管不同类别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区居民行为的生

态环境效应进行剖析，但目前这些研究较为分散，方法间的联系不明晰，尚未存在逻辑合理、层次清晰的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行为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的方法体系。
另一方面，社区软、硬件环境的配置也会对居民行为产生影响，亦即居民生活方式不仅受家庭收入水平、

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居民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城市密度、城市空间形态、社区所处地理位置、社区内部和

周边的医院、学校、商场、超市、地铁、公交车站、公园、银行、邮局（快递集散地）、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配备情

况的影响［２０， ２９］。 合理城市空间布局及社区内外部基础设施配置将会减少通勤时间，从而减少城市碳排

放［３０］。 因此，城市居民对社区生态环境热切关注并有着强烈的公众诉求。 有研究从人的基本需求、环境心理

学等角度解析了居民环境行为，研究了居民行为受生态社区要素的影响机制，提出生态社区建设应该考虑居

民实际需求［３１］，以人为本进行生态社区建设［３２，３３］。 也有的研究基于详实的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居民对居

住区位的偏好、支付意愿和实际的区位选择［３４，３５］。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卷第 １２ 章中将土地多样化及混

合利用（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合理布局城市街区及交通换乘站点、提升道路间的连通性（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和可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作为缓解职住分离、购住分离，减少通勤距离和机动车辆使用的有效措施之一［３６，３７］。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获取数据能力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支撑的时空信息分析手段为探寻居民

行为规律［３８，３９］和更好地服务空间规划［４０，４１］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手段。 但大数据仍不能面面俱到地得到所

有社区居民的消费行为，仍需要结合空间分层抽样等方法对典型社区居民进行入户访谈。 依据第一手数据分

析居民生活方式对社区生态环境影响、需求与依赖，将有助于在既定资源与生态环境禀赋下优化调控城市社

区建设的发展方向。

３　 生态社区建设

厘清城市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的互馈机制，将对社区生态规划、管理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起到积极

指导作用。 生态社区建设是践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抓手，越来越受到科研、市政、媒体各

界乃至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
３．１　 生态社区管理

借鉴社区物业化管理、信息化理念及手段服务于生态社区建设是近年来逐渐兴起并热议的话题［４２］。 对

生态物业化管理有两个层次的理解。 狭义地理解为生态社区物业管理，又称绿色物业管理，是一种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建设生态经济、环境协调的人居环境为管理对象的新型物业管理方式［４］。 类似研究有如

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强调部分区域物业管理意识依然较为薄弱、物业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物业管

理混乱等薄弱环节［４３］；二是突出社区物业管理体系中仍未纳入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指出社区生态环境管理

中存在经费不足、环卫配套设施不足且不合理以及部分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差等问题［４４］；三是探讨社区物

业管理模式和内容中如何嵌入生态环境要素，然而这种探讨多停留于如何提升小区居住环境，鲜有基于对社

区物质、能量流的细致分析从系统的角度探寻引入生态环境要素的深入分析，即生态环境要素与物业化管理

仅仅是一种松散的结合，并未真正实现一体化生态物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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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层次的对生态物业管理的理解服务于社区但却并未局限于社区层面。 草地、林地、耕地等用地

转化为工业或住宅用地后造成了对生态占用及对环境的胁迫，然而，“生态占用却不修复、不补偿、不监管、不
审计是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多发的病根所在” ［４２］。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王如松院士曾呼吁发挥市场机制孵化一

批介于土地占用方和政府间的市场化的生态物业管理企业，以第三只眼的观察独立提供生态审计报告。 生态

物业管理企业的任务是审计土地占用方的“环境债务”，敦促占用方通过屋顶绿化、地表软化、下沉式绿地、湿
地生态工程、雨水花园等途径，修复被占用土地原有的生态服务功能［４］。 不考虑生态服务属性等特点，盲目

和不合理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会对生态资产的维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百害而无一利［４５］。 因此，建立在社

区这一基本操作单元上的生态物业管理公司将有助于摸清建设用地的生态占用特点及家底，做到有据可依地

修复和补偿生态环境。
生态社区物业化管理与信息化管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和手段可以让物业化管理的

理念更好地落实。 我国智慧社区或者社区物业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存储和管理的仍然是传统的住户基本信息、
房产租赁信息、安保消防信息、绿化及保洁环卫管理信息、基础设施及设备管理、客服服务、考勤及办公管理、
合同及财务管理、停车场、电梯、集中降温采暖等的运行管理。 现有的社区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只是包含了社

区环境卫生管理这一小部分内容，并没有从社区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在操作层面将社区物质能

量代谢、碳氮循环、生态系统性管理理念纳入进来；更缺少实时、动态的面向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资产核算方

面的计算、查询、规划等互动式交流。 信息化的生态社区物业管理平台有赖于对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研究，虽然国内也有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４６］，并在生态社区中有所实践［４７］，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就现有指

标体系的可推广、可复制性做深入调研，并未构建出一套公认的、权威的生态社区评价与监管指标体系，也没

有针对不同地域的特点研发差异化指标体系及其确立各指标权重的规范方法。
３．２　 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社区的生态基础设施能够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包括了社区

绿地、城市湿地、雨水花园等在内的能够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设施［４８］。 作为生态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

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管理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是社区居民获得自然生态服务的保障［４９］。
种植花草、树木的“社区绿地”不仅可以净化空气、调节社区局地小气候，还可以发挥社区生态系统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消声防噪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５０］。 “城市湿地”作为一个综合

的生态系统，具有蓄洪、增加城市基地含水量、区域气候调节、降低污染、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物种栖息地保护、
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教育等功能［５１］。 美国波特兰市城市湿地的成功应用是一个典范［５２］。 通过设计与建设

由叠水、石材和植被体系组成的“雨水花园”，促进了降水的下渗，延缓了降水的汇流时间，防止了下水不及时

导致的社区淹涝现象，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成都市通过建设活水公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也是其

代表性案例。 另外，通过设置污水处理回用设施及循环利用系统等方式，也可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节约水资源［５３］。 然而，社区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固然重要，对设施的养护、维护、检修和管理，以
及对专业规划、使用、管理队伍的业务素质培养和居民参与意识的提高也不容忽视。
３．３　 生态社区建设的集成示范

伴随城市生态社区建设的发展，各地生态社区建设的集成示范工作也得到了快速推进。 上海市崇明东滩

生态城位于崇明岛东端，定位为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生态城［５４］。 在生态城的建设过程中，生态城的规划和设

计始终坚持以生态文化为导向确立可持续发展框架，保护环境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综合利用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自给，大力发展采用清洁能源的公共交通系统改善交通可达性，循环

利用水资源，采用一体高效的资源利用与废弃物管理方式实现 ８０％固体废物的循环利用，合理规划利用土

地，实现低碳排放，降低生态足迹，营造出一种适应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需要的可持续的新型生产方式与生活

方式。 陈家镇是崇明东滩生态城中最先建设的生态社区。 规划人口 １８ 万人，城镇建设用地 ２２．５ 平方公里。
在陈家镇生态办公楼的建设中采用了多项生态建筑技术，通过采用围护结构节能体系、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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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中水回用和雨水收集等技术，实现了能源最低消耗和污染的最低排放。 陈家镇在生态社区建设过程

强调了管理上的创新，组建了低碳国际生态社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对生态社区建设的各方面内容实施了有效

管理。
曹妃甸生态城建设也是国内生态社区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 曹妃甸生态城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

距离曹妃甸工业区 ５ 公里，是在沿海滩涂上建设的一座国际性的生态新城。 生态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当地自

然生态系统退化，土地、水资源以及能源的短缺，城市和生态安全格局面临很大挑战，区域开发协调性难等不

利的基础条件［５５］。 建设曹妃甸生态城是探索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资源消费、生态破坏、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的有益尝试［５６］。 曹妃甸生态城规划和建设中，采用紧凑式混合功能布局的土地利用方

式，缓解了由于“职住分离”而造成的通勤压力；优先发展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网络，减少整个地区交通的

能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注重对绿色（公园、绿地、游乐区）和蓝色（水渠、池塘、河流）网络的构建，为社区居

民提供良好的社区生态环境。 曹妃甸生态城的核心在于其生态循环利用，即开发新能源和提高回收利用率并

重的生态循环模式。 在能源供应上着重开发电力、热力、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通过采用能源高效利用手段、
使用可再生能源及余热、将电力转化为热力需求以及降低终端能源需求等各种手段综合实现社区层面的节能

减排。 在卫生和污水的管理上，重在减少淡水资源的消耗，尽量回收利用各种资源［４７］。 曹妃甸生态城建设的

一个特色是制定了生态指标体系，强化对生态城规划建设的引导和监管，促进生态社区各项建设的落实。
当然，国外也不乏生态社区建设的成功案例。 德国的埃朗根、澳大利亚的怀阿拉、日本的九州市、新加坡、

芬兰维基区生态社区等多个国家的城市，都在生态社区建设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５７］。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

例是芬兰维基区生态社区。 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将生态理念、原则与实际工程结合，在发展中强调了生态建筑

的建设，运用生态学、建筑技术等现代化科学手段，使建筑与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５８］。 另外，在社区建设

中通过在功能和空间布局、结构布置、材料和面层、能量和小气候控制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应用新技术，实现了

将社区环境与周边环境的有机融合。

４　 结语

通过对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的互馈机制、生态社区建设方面研究的系统分析，本文总结出目前研究

的进展及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不足及其研究上的缺项也就是城市生态社区建设理应优先研究的方向。
（１）研究居民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胁迫及社区环境对居民行为反馈的系统方法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尽管

社区物质能量代谢研究、嵌入生态足迹的投入产出分析、居民行为选择模型、计量分析模型、基于大数据的空

间分析等不同类别的方法从各自的角度剖析了居民行为与生态环境间的互馈机制，但目前这些研究较为分

散，方法间的联系不明晰，尚未存在逻辑合理、层次清晰的研究城市社区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间互相影响

的创新方法。
（２）目前生态社区建设研究大多集中于新型生态社区的设计与开发，少有针对已有社区的生态化改造，

也没有充分针对不同城市社区类型及资源、能源、环境禀赋提出因地适宜的生态社区构建措施和建议。 例如，
在资源匮乏的区域，应该重点考虑资源的节约利用；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应该重点考虑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

如何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能源约束突出的区域，则可以多探索新能源的开发和能源的综合利用等。
（３）即使是针对新型生态化社区，在构建过程中也是重视生态社区的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忽视

生态社区建设的后期系统性管理，更是缺乏诸如生态物业管理公司式的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尝试。 城市社区的

生态环境容量既包括生态环境自身的自然容量，也包括由于管理调节和扩充的管理容量。 从生态社区的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来看，现有生态社区建设缺少后期对生态基础设施的日常监管和升级改造，缺乏尝试

社区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
（４）现有的生态社区建设重视单个具体指标的提升，忽视全面建设生态社区中的系统性思维，缺少权威

的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及对指标间关联的分析与考量。 一个生态环境指标的改变或许会引发其他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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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或逆向的变化，只有将各个指标纳入统一的体系中，考量指标间的联动机制，才有可能做到通过合理地调

控评价指标，既很好地保护社区生态环境，又充分发挥社区的生态服务功能。
（５）现有的社区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与生态社区建设内容的协调性较差，只是包含了社区环境卫生管

理的部分内容，并没有从社区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实质性地将社区物质能量代谢、碳氮循环、生
态系统性管理理念纳入进来；更缺少实时、动态的面向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资产核算方面的计算、查询、规划

等互动式交流。 亟待研发生态社区物业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通过系统的、全过程的高效管理来提升社区生

态系统承载力、减少社区居民行为对社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加强社区生态管理提供科学信息支持。
（６）国内外开展的生态社区构建的诸多研究与积极探索，推动了生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示范技术的

可推广性与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考察，需要在进一步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示范工作。 同时，要保证示范

集成技术具有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等实际应用价值，避免由于技术过于超前或成本太高而导致示范不具备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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