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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碳排放引发的气候问题日益严峻。 作为低碳城市的重要组成单元和载体，低碳社区的规划建设逐渐成为研究重点。
本文基于低碳社区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可持续框架下低碳社区的规划理念，引导低碳社区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基础

上实现碳减排目标。 通过分析中外城市低碳社区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将低碳社区规划总结为创新型规划、资源型规划和学习型

规划三种模式，提出可持续框架下的低碳社区规划策略：制定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及规划；政府主导与社区共建相结合；多尺度规

划和多举措建设相匹配。 以及对未来城市低碳社区的研究建议加强对既有社区的低碳改造研究；完善低碳社区建设的评价标

准与考核机制；加强对低碳社区运行内在机制的研究。 本文对可持续框架下低碳社区的发展理念和规划策略的研究，对探索城

市尺度可持续发展途径，实现低碳城市转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低碳社区； 可持续性； 发展理念； 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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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１］。 工业化以来，燃烧化石燃料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

全球气候系统变化。 建设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２］。 社区作

为城市最小尺度的社会和地理单位，是实现城市低碳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行动单元［３］。 社区尺度是城市尺

度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在微观上的体现，城市尺度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基础设施空间配置应基于对社区尺度的

土地利用、交通和消费行为的研究［４］。 因此，如何构建低碳社区成为低碳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５］。
为加快推进低碳发展，我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推动开展 １０００ 个左右低碳

社区试点，组织创建 １００ 个国家低碳示范社区” ［６］。 与早期节能减排的单一目标导向相比，在生态文明要求

下，低碳社区的成功建设需要基于可持续理论方面的思考与规划，全面考虑环境、社会、经济、资源等可持续要

素［７］。 在强调低碳社区建设的同时，提高和维护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对整体循环系统和社区内外

部资源能源进行整合，从而促进实现社区低碳建设的发展愿景［８］。 本文基于低碳社区的概念和内涵，在中外

低碳社区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上，对可持续框架下的低碳社区发展理念与规划策略进行探讨，并对未来城市

低碳社区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１　 低碳社区的概念与内涵

１．１　 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译自“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主要指群落，即居住在同一个地区，
各种物种的个体组成相互作用的群体，其来源于拉丁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ｔ”，意为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关系［９］。 在

我国，“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翻译为社区，主要来源于费孝通的《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认为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

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地域里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１０］。 结合社区众多定义，作为社会

与空间的统一体， 地域性和社会性是社区的本质属性［１１］。
１．２　 低碳社区的内涵界定

低碳社区的概念一般是指通过采取对策、规划措施、技术、激励手段及管理模式使其排放指标降低或达到

零碳排放的社区［１２⁃１３］，具有充分利用资源能源，优化内部结构，减少外部效应并实现生态平衡的特点，是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形式，符合可持续框架下社区创建的基本要求［１２］。 相关技术包括建筑设计、节能建

材、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生态技术等。 可持续框架下的低碳社区建设，除了以低碳、节能、减排、生态为发展

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在绿色发展模式下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各方面的协调、统一发展。

２　 可持续框架下的低碳社区规划理念

２．１　 社区尺度的城市可持续性研究

社区尺度可持续性的研究可追溯到近代以来人类公共卫生学对解决居住环境问题的研究［１４］。 学者们通

过对传染疾病成因的分析，认为居住过密、卫生设施缺乏、大气和水质污染是其主因，之后各国陆续开始对社

区尺度的环境进行了判断优劣方法的思考［１５］。 社区尺度可持续性研究追溯如表 １，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社
区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以提高居民舒适度为原则进行规划建设，主要体现在环境、公共设施、居民

健康等方面［１６］。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社区建设开始重视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发展［１７⁃１８］，研究

尺度也从城市逐渐转向社区［１９］。 ２１ 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关注居民行为及对社区规划的参与。 在可持续框

架下，低碳城市建设是一个多目标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目标间的共

赢，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关键［２０］。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策略需要依托社区的具体实践来完成，因此相比于城市

尺度的规划策略，社区尺度的可持续性研究更应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原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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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社区尺度的城市可持续性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年代
Ｔｉｍｅ

与可持续相关的实践与理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美国发展了以住宅状况和地区密集度为基础的评点式评价方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城市规划中对宜人的居住环境的目标追求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至 ６０ 年代前期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３０ｓ—ｅａｒｌｙ １９６０ｓ

学者们对城市居住区的构成、住宅区的规划单位和设施的构成、城市的空间结构等进行了
研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１９６１ 年 ＷＨＯ 提出了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适性的居住环境基本理念，与人类居住环境发
展相关的研究重点转移至健康主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居住环境整治的目标转为如何达到更加人性化、舒适化、多样化的高质量环境要求［１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１９８７ 年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各种可持续社区的概念基本都基于城市尺度可持续性的内涵
和外延，围绕着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的协调发展而展开

２１ 世纪初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开始重视个体行为对低碳社区建设的重要性

２．２　 低碳社区的规划理念

低碳社区的发展理念由于建设的目标导向，主要关注点在于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容易忽略社区景观、水
体环境、风险管理、公共空间、安全性、舒适性、文化保护等生态及社会文化经济方面。 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

指导思想下，低碳社区建设应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降低碳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的

目标。

３　 中外城市低碳社区实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倡导社区发展，通过国家政策、 非政府组织以及居民自身的力

量，解决一些城市社区问题［２２］。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已有许多低碳社区建设的成功案例，比较著名的低碳社

区实践有英国贝丁顿社区、丹麦太阳风社区、德国弗班社区等。 低碳社区的建设主要结合当地社区情况及资

源优势，采取符合社区自身特点的措施。 通过研究中外典型的低碳社区案例，本文将低碳社区规划分为创新

型规划和资源型规划、学习型规划三种模式，社区依据当地发展状况及居民素质水平，选取一种或几种模式进

行低碳社区的规划建设。
创新型规划是指通过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对社区的空间结构进行重新规划，达到减排的目的。 例如瑞

典哈马比社区基于现有的技术水平，通过研究供水、卫生、废弃物处理处置以及能源、交通和运输等各城市子

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由市政府、水务公司、热电公司和市废弃物管理局联合开发设计了称为“哈马比模式”的
生态共生系统循环模式［２３］。 英国贝丁顿零碳社区通过对工作区和生活区的整体规划，结合风帽、太阳能、雨
水收集等可持续性设计，实现了水电能耗的大幅下降［２４⁃２５］。 瑞典马尔默市 Ｂｏ０１ 社区以完善的环境规划为依

托，综合统筹设计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保等项目，将工作重心放在对成熟且实用的住宅技术与产品的集

成使用上［２６⁃２７］。 荷兰伊克鲁尼亚社区［２８］、美国的伊萨卡“绿色居住村” ［２９］ 和西瓦诺社区［３０⁃３１］ 大力发展绿色

建筑技术，大大较少了社区整体的能源消耗。 英国格林威治千禧村高密度的住宅规划以及完备的社区功能实

现了社区混合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３２⁃３３］。 创新型规划主要通过对社区空间的整体布局，结合可持续性设

计及低碳技术，实现社区的低碳化，是较为普遍的规划方式。
资源型规划指社区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调整社区的能源和资源结构。 ２０１０ 年开始建设的瑞典斯德哥尔

摩皇家港社区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将被动式住宅改造为产能式住宅，并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零化石燃料消耗以及环境正效应［３４］。 瑞典韦克舍小镇利用丰富的林业优势，使用木材建造社区内的

全部楼房，并用废旧木料进行供暖［３５］。 资源型规划主要针对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地区。
学习型规划指社区居民自发学习并参与到社区规划中，建设符合居民生活习惯的社区，适用于社区居民

环保意识及科学素质较高的情况。 例如丹麦贝泽的太阳风社区，依托自身的太阳能和风能优势，以及居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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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环保理念，由居民自发组织对太阳能和风能的有效利用进行设计，同时根据居民生活习惯设计具有人文

情怀的社区装饰、自行车停放站、公共休闲和服务场所等［３６］。 德国弗班社区倡导公众参与和共同治理，通过

“弗班论坛”策动的社区活动，让居民参与节能减排行动，提高社区规划的弹性，如结合居民出行理念设计自

行车道和连接市区的电车轨道［３７］。 学习型规划主要由政府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或社区居民自发组织，为了

保证各项低碳措施的良好运行与社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学习型规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此外，一些社区还通过经济手段维持社区的可持续经营。 例如瑞典韦克舍社区通过有偿向其他区域人员

传授自身建设经验，进一步维持社区的低碳化运营。 英国海因斯艾什顿社区专门成立了社区能源公司，负责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管理和收益，实现了用低碳收益再建低碳项目的“造血机制” ［３８⁃３９］。
我国对于低碳社区的实践起步较晚，但随着低碳社区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结合国外低碳相关技术与实

践经验，国内低碳社区规划实践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４０］。 例如北京长辛店社区［４１］、天津中新生态城［４２］、
唐山曹妃甸生态城［４３⁃４４］等。 我国生态城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多借鉴发达国家的规划理念与技术，例如天津中

新生态城与新加坡合作，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与瑞典合作。 与国外的低碳社区相比，我国的低碳社区规划建设

主要由政府主导，居民对社区规划的参与度较低。 这个问题得到研究者的重视，Ｊｉａｎｇ 等［４５］ 认为个体行为直

接影响社区碳排放，辛章平［４６］提出低碳社区建设模式应以低碳或可持续的概念来改变民众的行为模式，来降

低能源消耗和减少 ＣＯ２的排放。 同时，该问题也正逐渐被改善，中信国安运河第一城将低碳理念与景感生态

学相结合，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结合居民的物理感知、心理反应，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方面，建设生态文

明示范区［４７⁃４８］。 具体中外低碳社区介绍见表 ２。

表 ２　 中外代表性的低碳社区示范项目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低碳社区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城市
Ｃｉｔｙ

规划面积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建成年份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ｉｍｅ

核心 ／ 特色理念
Ｃｏｒｅ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太阳风社区
Ｓｕ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丹麦 贝泽 住宅面积 １．７ １９８０ 居民自主设计社区规划使用太阳能和

风能；公共住宅结构和功能设计合理

伊克鲁尼亚社区
Ｅｃｏｌｏｎ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荷兰 埃尔芬 １１．０ １９９３

使用太阳能；选用低耗水设备；采用雨
水回收系统、整体除尘系统、自然新风
系统

阿里法克斯生态城
Ｈａｌｉｆａｘ Ｅｃｏ⁃ｃｉｔｙ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 ２．４ １９９４

居民参与建筑设计；设立城市生态中心
宣传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进展；重视金
融与管理结构的研究、设计和建设；重
视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融合

贝丁顿零能源社区
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Ｚｅｒ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英国 伦敦 １．７ ２００２
居住与工作混合规划；建材可重复使
用、建筑节能设计；可再生能源供应；可
持续交通

Ｂｏ０１ 社区
Ｂｏ０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瑞典 马尔默 ３０．０ ２００５

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可
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植被屋顶
设计；节约用地、土地利用率高；使用成
熟的技术与产品

弗班社区
Ｖａｕ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德国 弗莱堡 ３８．０ ２００６

大量推广太阳能及小区能源循环系统；
制定共乘制度，减少能源消耗；发展“学
习型规划”模式

西瓦诺社区
Ｃｉｖａｎ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美国 图森 ３３２．０ ２００７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产业，使用高效节能
建材；高效节能窗和直排式壁炉；太阳
能系统和雨水回收系统

韦克舍社区
Ｖａｘｊ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瑞典 韦克舍 ２０．０ ２００８ 利用林业优势，发展木材建造业；雨水

的保留和再利用；家庭能耗指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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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低碳社区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城市
Ｃｉｔｙ

规划面积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建成年份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ｉｍｅ

核心 ／ 特色理念
Ｃｏｒｅ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坞边绿地社区
Ｄｏｃｋｓｉｄｅ Ｇｒｅｅｎ 加拿大 维多利亚 ６．１ ２００９

社区规划充分考虑步行可达性，建筑使
用可再生材料与高效节能设备，生物质
气化发电站，汽车共享

海因斯艾什顿低碳社区
Ａｓｈｔｏｎ Ｈａｙ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英国 柴郡平原 — ２０１２

与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成立社区专
门的能源公司，智能微电网，亲民低碳
设施

百步亭
Ｂａｉｂｕ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中国 武汉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２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生态规划

格林威治千禧村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英国 格林威治 ２９．０ ２０１４ 绿色交通，鼓励步行和使用自行车出

行；高密度、混合单位规划和住房类型

南河下社区
Ｎａｎｈｅｘ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中国 扬州 ２３．９ ２０１５ 可再生能源与低碳建筑

长辛店社区
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中国 北京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可实施、可操作、可市场化低碳规划编
制模式；符合北京地域特点；集土地、交
通能源、水资源等于一体

哈马比社区
Ｈａｍｍａｒｂｙ Ｓｊöｓｔａ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瑞典 斯德哥尔摩 ２０４．０ ２０１７ 建设中

完善的净水、海水淡化系统；先进的管
道式垃圾回收系统；转化废水和垃圾为
能源

藤泽生态智慧城
Ｆｕｊｉｓａｗ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ｍａｒｔ Ｔｏｗｎ 日本 藤泽 １９．０ ２０１８ 建设中

注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推行家庭能源
智能管控系统

曹妃甸生态城
Ｃａｏｆｅｉｄｉａｎ Ｅｃｏ⁃ｃｉｔｙ 中国 唐山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建设中

构建指标体系，建立“资源管理中心”；
突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中新生态城
Ｓｉｎｏ⁃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ｃｏ⁃ｃｉｔｙ 中国 天津 ３１２３．０ ２０２０ 建设中

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格局，构建低碳型
产业结构；建立广泛的雨水收集和污水
回收、处理系统

中信国安运河第一城
ＣＩＴＩＣ Ｇｕｏａｎ Ｃａｎａｌ Ｇｒａｎｄ
Ｅｐｏｃｈ Ｃｉｔｙ

中国 廊坊 ６０．０ ２０２５ 建设中
以环境物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景感生态
规划；生态、文化、智慧、宜居相结合

皇家港社区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Ｒｏｙａｌ Ｓｅａ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瑞典 斯德哥尔摩 ２３６．０ ２０２５ 建设中
建立完善的环境、能耗数据监测平台；
建筑从被动式住宅跨越到产能式住宅

中心国安北海第一城
ＣＩＴＩＣ Ｇｕｏａｎ Ｂｅｉｈａｉ Ｇｒａｎｄ
Ｅｐｏｃｈ Ｃｉｔｙ

中国 北海 ４４４．４ ２０２５ 建设中
物联网技术与生态系统管理相结合；注
重新技术的应用；基于物联网的生态教
育宣传

马斯达尔零碳城
Ｍａｓｄａｒ Ｚｅ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ｉｔｙ 阿联酋 阿布扎比 ６００．０ ２０３０ 建设中

注重科技研发，使用高新绿色科技项
目；零碳、零废物的目标；服务实现全部
数字化控制

总之，国外优秀低碳社区的规划注重社区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倡导绿色建筑及绿色交通，善于利于太阳

能、风能等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并且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较高，“自下而上”的驱动力较强。 因此，社区规划更

加符合居民的生活习惯，对社区资源的利用率较高，社区特色较为明显。 虽然我国近年来在低碳社区实践方

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社区规划区域特色不明显，复制度较高；二
是公众参与度低，主要由政府主导，居民的自主意识较低。 三是社区规划与城市规划相对独立，且规划方面多

集中于居民生活方面，对经济、社会方面的关注度较低。

４　 可持续框架下低碳社区的规划策略

基于对现有的成功案例经验总结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加强对低碳社区的规划与建设中可持续性的关

５　 １４ 期 　 　 　 石龙宇　 等：可持续框架下的城市低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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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规划和理论框架、行动策略以及居民行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１）制定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及规划

在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应善于发掘地区的资源优势，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 在建设初期基于生

态、低碳和循环利用等可持续理论进行综合规划设计，避免过分追求降低碳排放而导致社区无法稳定、持续性

的运作。 规划时需要充分参考借鉴国外低碳社区的成功案例，如在既有社区改造时可以参考 Ｂｏ０１ 社区、哈马

比社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运动中采取的对棕地等废弃、闲置用地的开发模式。 但由于国情不同，应有选

择地吸取国外优秀经验，不能照搬全抄。 我国的经济和部分技术较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因此对于高端技术

集成的社区模式，如贝丁顿社区、马斯达尔社区并不适合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广泛使用，但其循环体系的设计

对我国社区规划具有借鉴意义［４９］。
（２）政府主导与社区共建相结合

实现社区的低碳化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社区进行长期、系统的规划［５０］，“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在

社区系统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的资源调动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社区规划建设也同

样关键［５１］。 居民作为社区生活的主体，是社区低碳政策措施的具体实践者。 低碳社区建设的成功要素之一

就是重视塑造居民的低碳理念与自治能力，如果缺少居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则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

外低碳社区大多由社会志愿组织一起自发建设，强调居民自发讨论商议的社区规划模式［２］。 我国社区的行

政级别位于街道之下，没有行政管辖权，多依靠居委会以及居民自治等，因此更需要公众参与。 通过学习国外

社区先进模式，如德国弗班社区的“弗班论坛”，注重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和宣传，培养居民的低碳环保意

识［［５３⁃５４］。 基于国情，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公共参与的作用，实现社区低碳建设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３）多尺度规划和多举措建设相匹配

从社区组成来看，由邻里构成的社区尺度的城市单元涉及多个层面的城市微观尺度的物质空间形态与结

构，包括建筑、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非物质的居民行为方式两个部分。 对于社区的低碳建设不能离开我国低碳

发展的宏观背景，也不能就社区而言社区，应该在多尺度的范畴上进行考虑。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
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可持续框架下低碳社区发展可遵循“一种目标，多项举措”的理念。 在减少社区碳

排放的基本目标导向作用下，利用设计、宣传、管理和技术等多项举措相结合的方法，实现社区低碳化与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 如社区在倡导垃圾分类和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时，可结合当地政策，规范不同尺度上的处理标

准与行为，通过设立回收站点，开展宣传引导，组织监督管理，采用物联网技术等举措，保证垃圾分类和废弃物

处理在不同阶段的有效性和连贯性。

５　 研究展望

推行可持续理念，构建低碳社区，把低碳融入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之中，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

染排放，对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有重要意义。 虽然国外低碳社区发展理论可为我国社区的健康

发展提供借鉴，但低碳社区建设是可持续框架下的低碳发展策略与技术在城市基本功能区的落实。 因此，不
能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低碳管理制度进行简单的复制，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使之符合我国国情。 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问题包括：
（１）加强对既有社区的低碳改造研究。 由于新建的低碳社区便于规划与设计，而既有社区的低碳改造则

相对复杂，因此目前的低碳社区建设和研究大多集中于新社区，应加强对既有社区的低碳改造力度［５５］。 规划

时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要针对不同社区类型、资源和环境禀赋提出因地适宜的低碳社区构建措施和建议。
如在太阳能、风能、地热资源丰富区域，规划和设计时重点考虑资源开采与合理利用；在土地、水等资源匮乏区

域，需要合理设计建筑格局与水资源供给、循环系统；在环境承载力脆弱区域，应该着重考虑在社区建设中如

何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等。
（２）完善低碳社区建设的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 虽然已有学者对低碳社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但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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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符合可持续性、通用性和规范化的评估体系［２０⁃２１］。 此外对低碳社区建设的考核体制不够完善，需要建立

不同类型低碳社区建设考核标准，定期对低碳社区的发展建设进行考核，保证低碳社区的规划措施得以长期

稳定地实施。
（３）以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提升为目标，加强对低碳社区运行内在机制的研究。 社区的低碳化以及

可持续发展，除了实现碳减排目标，更需要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 对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可持

续发展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城市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影响机理，可以为低碳城市和社区的规划与调控，以及能

源、交通、废弃物管理等各部门之间建立清晰、协调的工作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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