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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是城市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 然而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机制等落后

于城市开发。 概述了生态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最新理念，在国内外各遴选了面积相似的生态城市案例 ９ 个（含 ２ 个生态社

区），追踪发展动态，分析规划建设特点，比较其在战略规划、绿色出行、技术和产业、公共参与和保障措施上的异同，结合《城市

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对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管理提出建议。 在城市层面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等

潜在危险的长期战略，短期目标要适宜可考核；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建立系统思维，加强本土技术创

新，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众参与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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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已经成为城市星球” ［１］，５０％以上的人口聚居在不到 ３％的陆地表面［２］。 根据预测，到 ２０５０ 年接近

７０％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３］，城市的环境决定了人类的幸福指数。 城市面临关键挑战包括公共设施和服务

（交通、电力、医疗、教育等）能否满足需求，能否提供保障人体健康的环境（大气、水等），能否抵御一定的灾害

和风险（暴雨、洪水、气候变化）。 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的压力以及气候变化的胁迫［４］，目前多

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问题。 生态城市通过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布局、城
市管理和环境治理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抓手。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新城建设和城市改造如火如荼，是城市进行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 国家各

部委出台了大量支持生态城市建设的政策，如《“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实施

１００ 个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建设， 给予每个城区 ５０００ 万的补贴。 国内涌现出大量以生态命名的开发项目，其规

划和建设质量不一［５⁃８］。 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起步晚、基础弱，规划建设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机制落后于城市开

发［９⁃１０］。 国外生态城市的建设开展时间较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有着很好的借

鉴作用。 社区作为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是生态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城市是否落地的关键。 本文

概述了生态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最新理念，遴选了国际国内面积类似的 ９ 个生态城市案例（含 ２ 个生态社

区），追踪最新动态，分析比较其规划建设特点，结合《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

准》，对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管理提出建议。

１　 国际生态城市建设概况

一般认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是生态城市的现代启蒙。 １９７１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

划”中将生态学引入城市，开展城市生态研究，并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１１⁃１２］。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

期，针对城市蔓延，交通拥堵、公共设施缺乏等问题，美国和欧洲兴起了一系列的生态城市项目，倡导线性多中

心开发，混合土地利用，建设紧凑城市。 ２００３ 年，为应对气候变化，欧盟提出建设低碳城市，主要以建筑节能

和交通节能为主。 ２００７ 年，针对暴雨、洪水、高温等极端气候以及海平面上升，相关学者提出了建设“弹性城

市” ［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联合国人居署理事会议通过《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制定了一

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框架［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
大会）通过了《新城市议程》，承诺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负担、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新
城市议程》中有 ４ 个重要的价值导向转变：重视生态本底、构建网络化结构、构造包容的社会和用政策进行治

理［１５］，为未来生态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１．１　 生态城市案例

总体上，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经验主要包括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以公共交通主导土地开发，高密度、小街区、
商住混合开发，绿色建筑和新能源的使用，注重公共空间建设、营造良好的绿色出行环境，政府、企业和公众共

同参与等（表 １）。 波特兰［１６⁃１９］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建设紧凑城市，并且大力发展绿色基础设施；佛莱堡［２０⁃２２］

以新能源技术应用和产业著称；库里蒂巴［２３⁃２５］以方便快捷的公交系统和对低收入人群的包容性著称；哥本哈

根［２６⁃２８］和伯克利［２９⁃３０］注重自行车道和步行环境的建设；现阶段，国外生态城市十分注重低碳发展和增强城市

“弹性”以应对气候变化。 ２００８ 年，弗莱堡提升了房屋节能标准，实行《被动房屋标准》，使每平方米年能耗降

低了约 １５ ｋＷｈ ［２２］；２０１４ 年，伯克利实行了“弹性战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域和人群进行模拟，并在规划中

考虑气候变化风险［３０］；波特兰不断更新《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按部门分解碳排放指标［１９］。 哥本哈根用绿色

基础设施替代传统灰色基础设施，计划到 ２１１０ 年逐步实现抵御 １００ 年一遇的洪水［２８］；库里蒂巴增强了对绿

地和森林的保护，３０ 年来，人均绿地从 １ ｋｍ２增加到 ５６ ｋｍ２ ［２５］。
国外处于城市化后期，进行新城开发的案例较少，最著名的是以零碳为目标的阿联酋马斯达尔［３１⁃３３］ 和瑞

典哈马碧滨水新城［３４⁃３６］。 马斯达尔期望以高科技、高投资、高指标在沙漠上建立零碳城市：在城区上空覆盖

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滤网进行遮阴，快速交通则是通过在地下隧道的太阳能驱动的无人驾驶汽车系统实现，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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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植物和水景需要通过中水回收、海水淡化来维持 ［３３］。 遗憾的是，马斯达尔因为成本太高、难度太大而夭

折。 哈马碧生态城的“一体自循环生态系统”把城市的土地资源、能源、水资源、垃圾处理、交通、绿地、生态建

筑等子系统进行整合，达到系统最优。
１．２　 生态社区案例

国外生态社区的建设较多，以零碳著称的英国贝丁顿社区［３７］ 和以污染改造著称的澳大利亚哈利法克

斯［３８⁃３９］使用适应当地的、成熟的、低成本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表 １）。 贝丁顿社区最大可能的利用自然，设
计与当地气候相适应的建筑，采用墙体储存白天的热量在夜晚利用，收集废弃物和在小区种植速生林作为生

物质能源，大量减少能源使用，从而达到碳中和。 哈利法克斯采用“社区驱动”的自助式开发模式，其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

表 １　 国外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时间
Ｙｅａｒ

面积
Ａｒｅａ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规划和建设特点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生态城市
Ｅｃｏ⁃ｃｉｔｙ

美国
波特兰

１９７９ 年 ３７６．５ ｋｍ２ ２００ 万人

（１）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城市增长边界，提倡精明增长（２）利
用 ＧＩＳ 支持交通和城市规划（３）公交导向、小街区、高密度、
混合的用地开发模式（４）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５）制定
并不断更新《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按部门分解碳排放指标

德国
佛莱堡

１９８６ 年 １５３ ｋｍ２ ２０ 万人

（１）太阳能产业集聚形成绿色产业并得到广泛应用（２）执行
比国家标准更高的建筑节能标准（３）公交、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为主（４）预留大量的开敞空间（５）细致完善的法律、规定和
政策以支持和落实各项生态规定（６）重视垃圾分类

巴西
库里蒂巴

１９７０ 年代 １３２ｋｍ２ １６０ 万人
（１）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２）快捷、方便、可负担的公共交
通体系（３）关注社会公益项目，关怀弱势群体（４）市长的杰出
贡献（５）持续不断的绿地和森林保护计划

丹麦
哥本哈根

１９９０ 年代 ９７ｋｍ２ ６７．２ 万人

（１）快速城际交通与街区内自行车和步行系统的完美结合
（２）保护历史街区，历史和现代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３）逐
步用绿色基础设施替代传统灰色基础设施，到 ２１１０ 年实现抵
御 １００ 年一遇的洪水

美国
加州伯克利

１９９０ 年代 ４６ ｋｍ２ １０ 万人

（１）对行政人员和市民进行未来风险的培训（２）大力发展太
阳能，在 ２０３０ 年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太阳能（３）在规划中考
虑未来气候变化，多渠道的水资源供给，整合绿色基础设施
来改善街区（４）加强种族平等（５）政府各部门合作服务社区
（６）地区间合作构建区域弹性

阿联酋
马斯达尔

２００８ 年 ６．４ ｋｍ２ ５ 万人
（１）以建筑节能和新能源为主要特色，融合大量高科技（２）紧
凑、高密度城市（３）与当地气候相适应的建筑（４）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回收

瑞典
哈马碧滨
水新城

１９９６ 年 ２ ｋｍ２ ３．５ 万人

（１）体现滨水环境的自然特色（２）小街区、密路网，搭配完善
的基础设施（３）利用建筑译码设计与环境协调的建筑（４）以
快轨和公交为基础（５）“哈马碧一体自循环生态系统” （４）持
续的日常能源和资源评估和监测

生态社区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英国贝丁顿
社区

２０００ 年代 ０．０１６５ｋｍ２ ２７０ 人
（１）适应气候的巧妙建筑设计，使用保温和储能墙体，最大节
约能源（２）居住工作混合的住宅模式（３）采用废弃木料和小
区自己种植的速生林来做能源

澳大利亚
哈利法克斯

１９９０ 年代 ０．０２４ ｋｍ２ ３５００—４００ 户
（１）国际组织参与下的“社区驱动”的自助式开发模式，居民
充分参与（２）提出了 １２ 条规划原则和 ２１ 条操作策略（３）使
用本地的成熟技术

３　 ２２ 期 　 　 　 杨琰瑛　 等：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比较研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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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生态城市发展概况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源于 １９８０ 年代，王如松等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中的城市生态项目，在天津开

展生态城市以及城市生态学研究。 此后，国家不同部门发起过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低碳

城市、海绵城市等一系列生态城市相关的建设项目。 绿色、低碳、弹性等只是生态城市的一个维度，而可持续

发展是生态城市的目标，这些名称都可以囊括在生态城市的概念之下。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背景下，２０１３ 年，
住建部发布《“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实施 １００ 个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建设（含规

划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 ２０１７ 年，住建部出台《绿色生态城区

评价标准》（ＧＢ ／ Ｔ５１２５５⁃２０１７），包含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绿色建筑、资源与碳排放、绿色交通、信息化管理、产
业与经济、人文 ８ 类指标，对规划和运营 ２ 个阶段进行评价。 该标准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正式实行，将对国内

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３９］。
２．１　 生态城市案例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住建部公布了 １９ 个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４０］，之后未见到新的名单公布。 获得称号的

新城只是表明其有条件作为试点示范城区，因为很多城区仍然处于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阶段，缺乏运营数据。
一般说来，这类生态城区都有较先进的规划理念，注重自然格局和生态安全，提出较为细致的指标体系，重视

公共交通，重视新技术应用和清洁能源使用（表 ２）。 深圳光明新区［４１⁃４２］ 实施了有远见的规划，执行《深圳市

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以公共交通引导土地开发强度，以高新产业促进城市的低碳转型。 曹妃甸生态城［４３］

和中新天津生态城［４４⁃４５］设置了详细的指标体系来引导城市开发建设。 怀柔雁栖湖［４６］集中了大量节能环保技

术。 崇明东滩生态城［４７⁃４８］选址与生态保护用地、农业用地冲突而导致搁浅。 贵阳未来方舟［４９］利用滨水景观，
以休闲度假、旅游商务为特色。 重庆悦来生态城［５０］推行小街区密路网，依地势设计体现山城特色。 基于推进

绿色建筑规模化的激励政策，所有生态城区都大力推进绿色建筑，但在建设过程中，技术设备使用较多，因地

制宜较少，导致成本较高，很难复制推广。 此外，生态城区的建设中，公共参与较少。 经过 １０ 年的建设，中新

天津生态城已经完成起步区的建设，生态社区开始运营，形成了以文化创意、互联网和金融服务为特色的产业
［４４］。 深圳光明新区完成 １５５ 万 ｍ２的低影响开发项目，建成 ２０．７ ｋｍ 的慢行系统，战略新兴产业已经占 ＧＤＰ
的 ３５．４％［４４］。
２．２　 生态社区案例

１９９４ 年《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出台，其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社区的生态化转

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如《国家康居住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 （２０００ 年）、
《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城市示范小区规划设计导则》（２０００ 年）、《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

术导则》（２００１ 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２００２ 版）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２００６ 年）等，这些标准和

政策促进了人居环境向生态社区方向转变。 目前生态社区规划和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绿地设计、雨水综合利用等方面［５１］。

秦皇岛“在水一方”是全国首家被动房示范项目和河北省城市雨水利用试点工程。 建筑节能技术包括外

围护保温、高气密性、无热桥结构、配置高效带热回收的通风换气系统［５２⁃５４］（表 ２）。 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屋顶

雨水收集系统、地下雨水收集池、下凹绿地和人工湖雨水收集系统。 河南南阳卧龙区龙祥世纪家园是 “十二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绿色发展生态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示范工程。 作为新建经济适用房小区，其
设计亮点主要是设置了节约型的社区绿地和都市农业，兼顾景观、防护、生态、教育功能，不仅维护成本低，还
能增加居民经济收入。 同时，社区通过改变雨水汇流路径、渗透优先、增加入口过滤截污措施来消减洪涝 ［５５］

。 此外，科研单位参与了项目，并对社区的管理和居民自治也进行了探索［５６］。

３　 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比较

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背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密度和文化风俗都有差异。 国外发达国家已经进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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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城镇化和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是已建城市的生态化改造，一般规模较小，涉及人口也较少以解决交通问

题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参与度较高。 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态城市

的建设一般是由政府主导的，涉及范围大，城市体量和人口密度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既要解决公共

基础设施问题，又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以及节能减碳应对气候变化。 基于国内外生态城市的案例分析，将国

内外生态城市案例在战略规划、绿色出行、技术和产业、公共参与和保障措施这五方面进行比较。

表 ２　 国内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时间
Ｙｅａｒ

面积
Ａｒｅａ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规划和建设特点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生态城市
Ｅｃｏ－ｃｉｔｙ

深圳市
光明新区

２００７ 年 １５６．１ｋｍ２ ５０．４２ 万人

（１）具有远见的规划，划定生态控制线，保障了生态安全格局（２）以
公共交通布局引导城市开发强度，建设紧凑型城市（３）混合型开发，
保证城市活力（４）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培养创业平台，以高新产业为
特色（５）基础设施的低碳化

唐山曹妃甸国
际生态城

２００８ 年 ７４．３ｋｍ２ ８０ 万人

（１）制定 １４１ 项生态城指标体系（２）基地现状、交通网络、绿化与水
景系统叠加的城市空间结构（３）以公共交通线路为城市骨架，混合
土地功能提高利用率（４）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统，打造优美滨海城市
景观

天津中新
生态城

２００７ 年 ３１．２３ｋｍ２ ３５ 万人

（１）以生态谷（生态廊道）、生态细胞（生态社区）构成城市基本构架
（２）以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为特色（３）细胞式的生态社区运行
（４）城市建设初见成效，形成了以文化创意、互联网和金融服务的三
大特色产业

北京雁栖湖生
态发展示范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９３ｋｍ２ — （１）以高端国际会议和旅游商务为特色（２）注重流域生态治理（３）
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４）高投资，不可复制

上海崇明
东滩生态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５ｋｍ２ ５ 万人
（１）提出“一体化”的生态城市整合策略（２）策划了生态人文特色，
注重当地文脉的保护和传承（３）规划城区建设现代农作物工厂（４）
选址与生态保护用地、农业用地冲突等多项原因搁浅

贵阳中天·
未来方舟

２０１２ 年 ９．５３ｋｍ２ １７ 万人
（１）以休闲度假、旅游商务为特色（２）以开发商投资为主体，大规模
绿色建筑为特色（３）根据本区域特点，注重滨水景观和湿地，以及水
资源综合利用（４）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应用

重 庆 悦 来 生
态城

２０１２ 年 ３．４４ｋｍ２ ５．７
（１）小街区设计，地铁公交和自行车步行系统无缝连接（２）结合山地
特色，与自然共生的开放空间（３）高可达性的步道和开放空间（４）结
合气候特征的低成本绿建技术

生态社区
Ｅｃ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秦皇岛“在水一
方”小区

２００６ 年 ０．５６ｋｍ２ １１０００ 户

（１）被动式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包括节能保温材料的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热电联网集中供热管网（２）雨水的回收利用，包括：屋顶雨
水收集系统、地下雨水收集池、渗透式或非渗透式下凹绿地和人工
湖雨水收集系统

河南南阳卧龙
区 龙 祥 世 纪
家园

２０１１ 年 ０．３３ｋｍ２ ７６８０ 户

（１）利用建筑朝向、楼房高度、合理设置树木、水域和广场，消除旋涡
和死角，降低气流对区域微环境的影响（２）经济适用的绿化设计，兼
顾景观、防护、生态、教育、维护成本低（３）通过设计消减洪涝和雨水
资源化利用（４）垃圾分类与资源化（５）对社区的管理和居民自治进
行了探索（６）由生态科研单位和建筑设计单位共同设计

３．１　 战略规划

国外生态城市的规划往往富有远见，甚至有长达百年的战略规划。 规划时间虽然长，但是却有明确的长

短期目标 ［５７］。 伯克利制定了 １５０ 年的长远规划，但通过一系列小而具体的生态建设项目，如恢复废弃河道

项目，改善能源利用结构项目，以及慢行车道项目等，稳步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５８］。 针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极

端气温和海平面上升，波特兰自 １９７９ 年制定了城市的增长边界，在 １９９３ 年制定了全美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

方案》，并一直持续更新。 哥本哈根实行“弹性战略”，也是规划在 １００ 年内逐渐将灰色基础设施用绿色基础

设施替代［２８］。 国内的生态城市一般只发布了 ５—１５ 年的中短期规划，缺乏对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的

的长期规划。 近年来，很多城市因暴雨而陷于大范围的严重城市内涝，就是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缺乏预见

而造成的。 此外，国内规划中对建设成本以及落地的具体途径考虑不足，导致很多规划难以真正实施［５９］。

５　 ２２ 期 　 　 　 杨琰瑛　 等：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比较研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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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绿色出行

国外生态示范城市从总体布局和细节两方面鼓励绿色出行。 布局上，在大型公交站附近设置居民小区、
商业中心和公共设施来方便人们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细节上，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骑行和步行的舒适度和安全

性来鼓励人们骑行和步行：伯克利和哥本哈根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和停车位；贝丁顿社区鼓励“小汽车共享计

划”，并通过限制停车位来限制小汽车；库里蒂巴提供更加舒适、快捷的公共汽车系统。 国内城市大力推进公

共交通，地铁和公交车线路发达。 但是再细节上考虑不足：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增加了出行次数；大量

自行车道被占用停放机动车，步行和骑行环境差；道路主干道宽敞，但支路缺乏，导致出行集中于主干道造成

拥堵。 现在，不少生态城区已经开始考虑出行细节：重庆悦来生态城开始实施小街区密路网；中新天津生态城

按社区配备服务中心和学校来减少出行，设置专用自行车道和慢行道路为骑行和步行创造了安全的环境。
３．３　 技术和产业

先进的节能技术为绿色建筑和减碳提供了技术支持。 弗莱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研究中心，形成了太

阳能为核心的产业，为该城市的可再生能源供给提供了保障。 同时，弗莱堡集中了众多相关的太阳能工商服

务企业和各类组织，包括太阳能电池厂、能源代办处、咨询公司、太阳能建筑设计公司、节能环保饭店等，成为

以新能源为特色的城市。 国内生态城市的规划大多数与国外咨询公司合作，思想上缺乏本土创新，靠引进技

术和设备来进行节能减排，缺乏本地适宜技术的应用［７］。 深圳光明新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的产业也初具规

模，但国内很多生态城市对产业的考虑不足，或者产业比较单一，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难以支撑城市发展。
３．４　 公共参与

国外将生态城市建设视为提供工作和改善居民健康的机会，进行广泛宣传，公众参与积极性很高。 伯克

利的“弹性战略”，收到了 １１００ 多人的意见反馈［３０］。 波特兰的《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也收到大量的公众意见。
生态学家和生态组织以及居民在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查德．罗杰斯特及其领导的

城市生态组织积极推动了伯克利的生态城市建设。 国内生态城市一般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设方

式。 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缺乏相应的支持政策和参与途径，很难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社区中发挥大的作用［６０］；社
区文化大多数还停留在口号层面，没有实质的进展［６１］。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网络传播平台的发展以及居民环

境意识的提高，公共参与程度也会逐渐增强。
３．５　 保障措施

国外生态示范城市从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激励政策、考核指标等方面形成系列的配套政策，使得生态城

市的规划和设计能够落地，同时能激励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撑城市的良性发展。 《建筑法典》是德国最权威

的建设法律文件，奠定了建筑指导规划的法律基础，对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与要求：生态措施应包

含在建筑总平面图中，新能源设备需要写进建设合同，进行环境审查并写入环境报告［６２］。 各级政府包括乡镇

层面都制定了补贴、贷款、担保和参股等多种方式资助生态措施［６３］。 并且股权与参与权面向公众，企业和个

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 国内针对生态城市制定了很多的激励政策，同时也出台了对绿色建筑、
节能改造、绿色生态城区、电动汽车等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生态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

府投资，私人参与投资的途径并不完善，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针对生态规划和生态技术落实的法规体系还不

十分健全，技术标准、绩效考核上也有大量的空白。

４　 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国内案例的分析比较，结合《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对我

国生态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如下建议：
４．１　 规划要有远见，短期目标要适宜且可考核

根据城市的自然、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提出现阶段合理的目标和长期发展路线图。 做好应对气候变化

和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负担、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生态城市。 深圳市在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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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做了较好的示范，不但率先实行生态控制线的划定，还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适应度分析［６３］。
４．２　 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的包容性

城市的核心是人。 居民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只有居民的支持才能建设真正的生态城市。 在城市规

划和基础设施的配置上，要考虑居民的生活和出行习惯，考虑人的安全和便捷。 在红绿灯时间设置、过街天桥

设置、十字路口的安全岛设置等方面都需要根据人们的出行习惯和所在路段位置进行十分细致的调研和设

计。 设置专用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保障骑行者和步行者的路权，倡导机动车礼让行人和骑行者。 充分利用

实时公交信息系统减少人们的等车时间，利用网络约车平台来实现汽车共享。 积极推进以社区为单位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如教育、文化、医疗、体育设施的社区化，可以方便群众，减少居民的出行次数，并且社区

基础设施比大规模公共设施更加节能低碳。 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关注弱势人群，考虑流动民工、贫困人群、残
障人士的生活、教育和出行的便利性。
４．３　 建立系统思维，加强本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转型

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的思维去解决。 国内生态城市建设背景与国外有很

大差别，不应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技术手段，应该努力探索与城市气候特征、自然资源、区位交通、人文习

俗、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发展模式。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系统思维，辨识城市生态系

统中各个组分之间的关系，调控时、空、量、构、序［６４］。 把城市湿地、绿地、生态廊道等绿色设施与城市给排水

系统、道路、交通以及各种污染物排放口等灰色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网络，增加城市的弹性［６５］。
生态城市的建设离不开节能保温材料、可再生能源利用、污水处理与再生、垃圾处理与资源化、绿色交通、

智能化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国内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有很多需要引进，提高了生态城市的建设成本。 自主研

发的技术才能从根本上带动和更好的解决本地的环境问题。 此外，节能环保并不意味着采用最新技术，根据

本地气候和地形，采用适宜的、成熟的、可负担的技术才能大规模推广。 利用自然做工的生态设计技术、水适

应技术、低影响开发和水敏感技术等都值得在生态城市中多实践［６６］。
产业是城市的经济命脉，经济繁荣程度决定了城市的人气和活力，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资源利用途径。

根据城市的不同背景和特点，做好产业定位，技术、应用和产业相互带动，形成完整产业链，建设有活力和特色

的生态城市。 新城建设尤其需要注重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配套，否则缺乏经济支撑和人气，只能成为“睡城”
和“鬼城”。 深圳光明新区在产业定位、创业业平台和政策扶持上做了很好的示范［４２］。
４．４　 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众参与渠道

生态城市的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也需要公众自下而上的参与。 完善相关建筑和规划法，制
定技术标准和评价准则，将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的细节落实到设计图纸和建设合同中，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

有标准可考核，有法规可追责。 公开项目信息，开通意见反馈渠道，鼓励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提供建议和进行监督。 进一步制定多样化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生态投资和开

发。 通过建设生态体验和教育平台，社区共建、回收活动等，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大众的生态意识和知识，促进

居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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