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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建立在对对象的完全了解和必然发展趋势的准备把握之上。 全面认知城市生态关系既

要深入城市内部又要跳出城市看城市。 跳出城市看城市就是要认清城市形态的演变；深入城市内部看城市就是要深

入了解城市运行特征；沿着时间轴看城市就是要把握好城市文化传承；从系统角度看城市就是要读懂城市生态关系。
用生态学思维指导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从工程入手，用脚进行生态学实践。

从“城市内涝”到“海绵城市”引发的生态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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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可以看到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是极高

的，生态城市建设理论和实践也是空前的，但从“到城市看海”的视角分析，我们

对生态学的理解还很肤浅，生态学措施很不到位，迫切需要落地的生态学思维。
本文就全面认知城市生态关系、落地的生态学思维和切实可行的生态措施谈些

看法。

■全面认知城市生态关系

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建立在对对象的完全了解和必然发展趋势的准确

把握之上。 城市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个人工构筑的平台上进行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体育活动构成的聚合体［１］。 认识城市既需要深入城市内部，又要跳

出城市看城市。

跳出城市看城市———城市形态演变

跳出城市看城市，看到的是城市形态，密集的建筑被道路广场分割开来，再
被道路河流联接起来，水体、公园绿地穿插其中。 当一个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
逐渐和老城区连接起来，或者若干个新区齐头并进，城市规模成倍扩大，建设模

式均质化扩张。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城市发展非常缓慢，城市布局简单，城市人口相对较

少，城市规模不大。 近代工业革命使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建构筑物迅速

增加，取代了自然的庇护，城市的扩展过程成为自然环境变为人工环境的过程，
加上科学技术的助动，城市成为人类改造自然最彻底的地方，即便出现了很多

摸仿自然的配置，城市规模越大离真正的自然越远。

深入城市内部看城市———城市运行特征

城市区别于乡村的最大特点在于有一套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大部分在地表和地下。 当深入到城市内部，才会发现城市地上是建构

筑物，地下是一套完整的设施，它们时刻不停地运转才保证了城市的运行。 这

些设施至少包括道路交通运输、给水排水污水处理、能源动力、邮政电信、垃圾

收运处置、园林绿化等六大支撑系统［１］ 。有了这一套基础支撑系统，城市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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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举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活动，如 ＡＰＥＣ、
Ｇ２０ 峰会、奥运会、世博会等，人们才能从事得以谋

生的职业。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多地积累财富，是谓谋

生之地；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是谓生活

之所。 这就是城市的两种功能，作为谋生之地的城

市强调运行的效率，作为生活之所的城市关注环境

的健康。

沿着时间轴看城市———城市文化传承

沿着时间轴看城市，人们可以看到城市的第四

维空间———历史文化的传承。 很多文章都说城市竞

争的高级阶段是文化的竞争。 文化是从历史而来，
历史越长，建筑越久远，故事越多，文化的积淀越深

厚。 可以有点武断地说，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就没有

文化。 北京的文化为什么厚重？ 是因为她有 ８５０ 多

年的建城史，有历史留存的故宫，有会说话的建筑、
道路和格局，甚或是一块石头、一棵槐树。 于是生活

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可以讲 ８５０ 年间发生的故事。 其

中对生态的关注，对环境的尊重也都从这里流传下

来。 所以，一个有文化的城市需要可以传承的建筑，
要么是历史建筑，要么是集大成的精品建筑，把历史

一点点记载在地面上，一丝丝注入到建筑中［２］。 建

筑在城市中矗立，文化在城市中积淀，城市在文化中

延续。

从系统角度看城市———读懂城市生态关系

１８６６ 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Ｅ． Ｈａｅｃｋｅｌ）首

先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

态学。 用生态学的观点来总结人类活动及其与城市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便产生了城市生态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马世骏、王如松提出的城市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既是对生态学的一

个革命性贡献，也是多学科研究城市发展问题的划

时代尝试。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整

体观，把当代人类生存的生物圈看作是由社会、经济

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复

合生态系统，既尊重各类子系统的自我循环功能，也
强调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时（届际、代际、世
际） 、空（地域、区域、流域） 、量（各种能量、物质代

谢过程） 、构（产业、体制、景观）及序（竞争、共生与

自生）的生态关联及其调控方法［３］。 其自然子系统

由土（土壤、土地和景观）、矿（矿物质和营养物）、 能

（能和光，大气和气候）、水（水资源和水环境）、生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五行相生相克的基本关系

组成；经济子系统由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还原者

和调控者等五类功能实体间相辅相成的基本关系耦

合而成；社会子系统由社会的人口网、体制网和文化

网等三类功能网络间错综复杂的系统关系所组成。
三个子系统间通过生态流、生态场在一定的时空尺

度上耦合，形成一定的生态格局和生态秩序［４］。 复

合生态系统的功能由系统的生产加工、生活消费、资
源供给、环境接纳、人工控制和自然缓冲功能共同组

成，其相互作用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途径和

保证。

■落地的生态学思维

生态学及其概念的引用已经十分火爆，但从看

海模式看，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择其要必须在

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植入正确的生态学思维。
生态学植入规划包括五个层次：在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层次主要应该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

机制和绿色 ＧＤＰ 考核机制，过去有很好的研究成

果，尽快推动决策实施是关键；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

吸收了在广州、北京等城市规划修编中创设和使用

的禁建区、限建区、宜建区划分理论和相关概念［５］，
但没有进行细致的本底调查，需要进一步细化秉承

生态学逻辑；城镇体系规划表现为城市群规划，编制

中形成了很多生态学口号，但要落地还必须来一次

生态学改造；在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层

面北京和广州都做了很好尝试，全国范围内成果借

鉴的深度广度还有待提高。
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已经得到认可，传统的只注

意孤立的环境要素和物理结构、形态，而不注重其彼

此间自然耦合关系、生态整合功能和系统代谢过程

以及整体与局部关系等的思维模式必须改变。 把生

态学思维有机植入进来，理清各种生态关系，辨析和

审视城市发展本底，尊重自然，尽量减少对原生境的

扰动，必要时实施生态措施，把生态理念落到一草一

木和一锹一铲中来。
传统的管理理念基于条条和部门行业管理，相

互之间分工明确，边界清晰，形成了缺乏系统性思维

的惯性。 而城市是一个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
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

成的一类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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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互关联的多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这些过

程必须通过系统性调控才能发挥作用，形成合力。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破坏

而危及城市的整体运行。 这不仅是对科学的挑战，
也是对行政管理机制的挑战。

■从工程入手的切实可行措施

生态学理念植入建设工程，表现最突出的应该

是最小动土原则，土方量越小、地表扰动越小越符合

生态学原则，其实也符合工程量最小的经济学原则，
只不过短期行为者在既有的政绩考核中有盲目扩大

工程总量的动机罢了。
生态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关键是做到用脑

进行生态学思维，用脚进行生态学实践。
从城市形态上看，汇水渗水的区域是水体和公

园绿地，房屋、广场、道路的积水通过排水管网流向

水体和绿地，但我们发现，北京的大部分河道河床和

护岸水泥衬砌，园中湖和小区人造水景做了防渗处

理。 新的建设工地先大面积开挖，做好防水防渗处

理，在此基础上开始建设，完工后回填夯实，满足道

路要求的承载厚度，周边和道路两边再挖深 １．５ｍ 植

树，挖深 ０．７—０．８ｍ 种草。 所以小区及道路周边的绿

地只能叫做盆栽，即便做成下凹式，也不能渗水到地

下。 ２００３ 年北京市开展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经计算

得出五环内不透水地面为 ７７％［７］。 与以上因素统合

起来看，五环内的北京已经是接近完全的不透水

地面。
所以要生态学思维落地，还需要很多切实可行

的措施。 如借鉴先进经验，在道路和房屋周边没有

承载力要求的条带区域实施开挖、生态回填，给雨水

下渗找到空隙，可能是符合“海绵城市”理念的可行

措施。 这样的条带多了，城市就不见“海”了。 这就

必须相应修改现行的各类规划设计编制、建设工程

施工的程序、标准、规范，各类评奖的指标，甚至资质

管理规定等。
生态工程的实质是要以尽可能小的物理空间容

纳尽可能多的生态功能，以尽可能小的生态代价换

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而做到这些其实并不容易。
落地的生态学还有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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