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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快速城市化必将导致生态用地流失、生态系

统服务下降和环境健康风险加剧，由此影响到城市生态安全。 尽管生态安全的概念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但对生态安全的内涵

和如何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仍然缺乏统一认识。 本文在分析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概念辨析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基本原则基

础上，结合城市生态系统特点，提出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 认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一

个涉及多尺度的区域性、综合性问题，除了要遵循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一般性原则外，还必须考虑以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流
域适应原则、区域协调原则和有限目标原则。 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宏观与微观尺度之间的关系协调、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

系协调、理想与现实目标之间的权衡、人类生存需求与生态服务需求之间的权衡关系。 通过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实现

以下目标：控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持城市地区正常的物质循环与代谢功能、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

展、保证城市人居环境健康和居民的正常生活，以及满足现有城市居民可预见时期内生态服务需求。 最后，从景观、城市和区域

三个尺度上，分析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面对的实体、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生态安全；城市生态安全；安全格局构建；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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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快速城市化必将导

致生态用地流失、生态系统服务下降和环境健康风险加剧，由此会影响到城市生态安全［１⁃２］。 城市化在带给

人类现代文明丰硕成果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城市交通拥堵、热岛效应、雨洪效应、雾霾效应、面
源污染等［３⁃５］，但城市又被认为是满足人类生存环境需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降低生态资产消耗最为经

济、高效的手段。 如何实现城市生态安全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成为目前摆在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

大问题［６］。 生态安全一般指人的生活、生产、健康、休闲娱乐所需要的自然环境资源和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变

化的能力没有受到威胁的状态［７⁃８］，不仅受到区域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区域环境地质灾害的影响，也与城市

内涝、雾霾、热岛效应和交通拥堵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生态安全

格局构建也成为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９⁃１１］。 然而城市生态安全的内涵是什么？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如何构建？
目前还缺乏统一认识。

１　 生态安全内涵与概念辨析

１．１　 生态安全内涵

广义上，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社会可持

续发展。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活动没有受到外来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或者满足人类生活、生产和休闲娱乐的

能力未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在生态安全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评价，如何开展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的实例研究相对比较缺乏［１２⁃１７］。 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生态安全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空间上的生态平衡与环境要素协调。 包括三方面含义：第一，立地尺度上的要素协调与平衡，要求在

开展生态恢复与安全格局构建时，必须考虑所使用的生物或工程措施与当地的环境背景和生态环境要素相协

调，否则任何人为干扰均会对区域生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第二，空间尺度上的过程协调与平衡，在构建生态

安全格局时，必须考虑空间尺度上的生态过程完整性是否会因人为干扰而遭到破坏，同时也需要考虑空间尺

度上生态系统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第三，时间尺度上的可持续性与动态适应能力，即任何生态恢复措施带来的

后果在一定时间尺度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是否可以适应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环境变化？
（２）人类社会的欲望需求与生态系统（自然）服务供给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只有当人类社会对自然的索

取和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可提供的服务达到协调与平衡时，或者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远大于人类社会对

生态安全的需求时，此时的人地关系才会处于和谐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安全的状态。
１．２　 生态安全概念辨析

（１）生态安全的特点：生态安全作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以下特点［８， １８］：①综合性：生态

安全涉及到许多方面，每个方面又包含了许多影响因素，因此从单个要素（方面）研究生态安全均是不全面

的，也是不现实的。 ② 区域性：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对象，因为涉及到的问题不同，生态安全表现形式和实现

途径将会不同，生态安全带有很强的区域特色；其次，生态安全涉及到区域生态过程，为了保证生态过程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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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必须从区域 ／流域尺度考虑实现生态安全的途径和措施。 ③相对性：生态安全是相对的，自然界没有绝

对的生态安全，不同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对生态安全的理解和需求不同，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安全格局也是在一

定时段内有效。 ④动态性：随着时间和环境因素变化生态安全状态会受到影响。 一个处于安全状态的生态系

统可能因为人类不合理利用或者突发自然灾害而变得不安全；反之，一个退化的生态系统也可经过人工治理、
改造或自然修复从而转变为健康的安全状态。 生态安全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生态安全的复杂性，由此导致实现

完全的、永久的生态安全十分困难。
（２）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安全强调自然和生态平衡，但生态安全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生存，需要做到人⁃

地和谐共处；因此，生态安全必须以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去探讨生态系统保护与人类活动的配

置关系。 但生态安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本质上它是一个理想

的、很难实现的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目前针对生态安全的定性评价工作较多［１５⁃１６， １９］，很难阐述清楚这些结

果的具体含义。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为了实现生态安全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措施［２０⁃２１］，因此，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需要针对现实的具体问题，必须设定有限的目标；否则，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很难把握，也无法落实和执行；目
前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面，多是基于 ＰＳＲ 定性评价提出的抽象的生态安全格局［１１， １５， １９， ２２⁃２３］，缺乏与具体问

题相关联的实证性研究［１２， ２４⁃２６］，或者基于定性评价针对单一问题提出的生态安全格局［１３， ２７⁃３０］。 生态安全格

局构建必须以生态过程为主导，通过生态恢复措施的合理配置达到修缮和维持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因此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所涉及到的空间单元需要与生态过程发生的生态空间相一致；由此关注的问题或者生态过程不

同，需要考虑的生态空间也存在差异。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一项具体的工程，涉及到生态恢复和区域景观格

局的优化配置。
（３）生态安全保障：生态安全保障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它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

但更侧重于管理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属于战略层面的研究内容。 生态安全保障更多关注理论层面的研究内

容，需要政府在政策、法规和资金方面提供足够的保障；此外，生态安全保障是为了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提出宏

观的战略性规划，需要通过生态恢复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去贯彻执行。 生态安全保障需要首先制定一个宏观

的战略规划，即纲领性的文件，同时需要结合生态安全需求，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预

警［２２，３１］及其应对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符合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的政策和法规；之后需要根据国家发

展战略目标，提出切实可行的资金保障策略和途径。
（４）国家 ／部门 ／区域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战略需要各部门的积极配合，部门生态安全方案需要以国

家生态安全战略为准则；仅考虑部门的生态安全配置是片面的，无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的实施；国家生态

安全与部门生态安全是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目标，需要各部门做好各自工作，不能因为部

门问题的发生而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的实施。 国家生态安全与区域 ／流域生态安全是空间尺度之间的包

含关系，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考虑国家尺度的宏观背景，即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而国家生态安全

战略需要落实到各区域或流域尺度的具体生态恢复工程和格局优化配置模式。

２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本质上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由此需要通过安全格局构建实现以下目

标［１８， ２１， ２６］：一是保护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 据 Ｃｏｎｓｔａｎｚａ 等［３２］研究认为，目前地球上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高达 ３．３×１０１３美元，要高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１．８×１０１３美元。 因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也是为了

保护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是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完整

性。 尽管生态安全是从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但它与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
因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必须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完整性作为最基本需求，否则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

产品的生态资产基础将会受到破坏。 三是要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 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区域环境灾害的发生，减缓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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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点考虑特定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生态风险，通过针对性的措施和格局设计，来控制可能发生的环境地

质灾害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依靠外部能源输入的开放型生态系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

的主要场所。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必须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为主要目的，具有其本身的特殊

性［３３⁃３６］。 一般而言，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系统及其组分能够维持自身的结构和

功能，支撑城市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同时避免人类不期望的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３４］。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的目的就是通过生态恢复和城市改造，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增强城市生态系统韧性、保障城市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１）控制城市扩张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困扰城市居民生活和

城市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交通拥堵、城市热岛、城市内涝、大气雾霾、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成为影响城市

生态安全的关键问题。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就是要及时控制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实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提高，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与生存的需求。

（２）维持城市地区正常的物质循环与代谢功能：城市是否处于健康和安全状态，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城

市地区的物质循环和代谢功能是否处于正常。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城市规划、功能区调

整和生态用地配置，来实现城市地区物质良性循环和代谢功能的正常发挥。 城市物质循环和代谢功能包括基

本生态单元上的，也包括功能区之间和行政区之间的，而不同类型的物质循环与代谢功能会体现在不同尺度

上。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考虑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
（３）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终极目标，而作为人类生活生产的主要场所，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适当的结构调

整和功能提升，来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为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必须把城市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作为主要目标，通过生态用地的恢复和优化调整，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优

化和功能提升，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生态服务能力。
（４）保证城市人居环境健康和居民的正常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的栖息环境，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不能

破坏和影响现有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 但可以通过正常的结构调整和功能疏解，来缓解特定

功能区的人口压力和物质循环过程。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涉及到具体功能单元

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优化，也涉及到建成区的结构和功能优化，同时也涉及到不同区域之间的结构调整和

功能优化。 需要从更大的尺度上考虑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来保障城市居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需求。
（５）满足现有城市居民可预见时期内生态服务需求：生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而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设定有限目标，必须考虑其实用性和适应性。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需要考虑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特别是一定时期内对生态服务的需求。 即在解决现有城市问题时，必须

考虑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可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实际需求。

３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本原则

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是在区域生态安全基础上针对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的特殊问题开展的，而区域生态安全

则是实现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础，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也需要遵循生态安

全格局构建的基本原则。
３．１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一般原则

生态安全格局涉及到多尺度和多方面的因素，通常情况下，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１８， ２１］：
（１）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安全是一个区域性问题，需要考虑区域的生态完整性。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的变化均会影响到区域生态安全，因此需要从区域 ／流域尺度考虑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即需要考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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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过程完整性和功能完整性。 为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从区域生态系统出发，考
虑区域 ／流域尺度生态恢复措施和生态系统的优化配置。

（２）动态适应性：生态安全内涵体现在人－地之间的关系协调，因此在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时，必须考

虑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适宜性和协调性，既要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也要考虑植被恢复措施与土壤、地貌等

自然要素之间的协调性；既要考虑立地尺度上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也要考虑空间尺度上生态系统配置的协调

性；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一定时段内，生态恢复措施的适应性。
（３）多尺度性：生态安全涉及到多种尺度，不仅需要考虑立地尺度上的生态恢复措施与生态建设，也需要

考虑流域或区域尺度上的生态系统配置和格局优化。 由于影响生态系统的因子在不同尺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开展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需要针对不同尺度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有针

对性的设计。 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尺度之间的协调性。
（４）问题针对性：生态安全虽是综合的，但具体到某一地区，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抓住主要矛盾，进行有针

对性的生态恢复与安全格局构建。 需要针对不同地区设计适宜该区的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恢复措施；其次，
需要结合不同地区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特点和

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
３．２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遵循的原则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除了需要遵循一般性原则外，还需要针对城市生态系统特点，遵循以下原则：
（１）以人为本原则：城市成为人类生存栖息的环境，生态安全构建必须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为主要目

的。 人类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干预者，也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因此人类也将是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的直接主导者，需要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全方位考虑人类社会的需求。 本质上，所有与城市生态安全有

关问题的出现均是人类社会直接干预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人类的直接参与。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

局构建需要以人为本，以解决城市发展和人类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首要目的。
（２）流域适应原则：城市的生态安全必须放在流域 ／区域尺度上考虑，城市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供给，而

大江大河通常成为推动城市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与水文过程密切相关的问题均涉及到流域。 因而，城
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也需要考虑城市所在的流域的环境背景和生态系统特点。 流域内水资源开发、水生态

保护与水生态红线的划定均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和生态安全。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将城市放在

流域的大背景下去思考生态用地的配置和景观格局优化。
（３）区域协调原则：城市是一个人为主导的、开放的生态系统，需要从周边邻近区域获得物质、能量的输

入来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同时也需要周边区域生态系统来消化、容纳城市生态系统排放出来的各种废物。
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通过近、远程的物质、能量和人类的耦合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城市发展离不开周边区

域的支持，周边区域的发展也需要城市的带动作用。 因而在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时必须考虑城市与区域之

间的耦合作用关系。 明确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各自功能定位，从而找到适合城市发展和满足生态安全的策

略和途径。
（４）有限目标原则：人的需求是无限的，随着城市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生态安全的目标会逐渐

提高，因此在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时必须根据现阶段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发展的

需求而设定目标，否则很难将生态安全格局落到实处。 此外，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改造

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可以用来满足城市发展和生态安全需求的手段和技术会得到不断发展，因此不同时

期，满足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方法和途径也会不同，因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可以满足一定时期的社会发

展需求即可。

４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本框架

城市生态安全强调生态系统对城市生存、发展的保障职能［３４］。 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强调城市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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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存在形式，是指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某种潜在的空间格局，由一些点、线、面的生态用地及其空间组合

构成，对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景观格局［１１， ２５， ３７］。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需要从三个尺度上考虑，不同尺度上面临的对象不同，需要实现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存在差异（图
１）。

（１）景观尺度：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建筑物空间布局及其立体空间利用，以及小区内蓝绿景观合理配

置和小区微景观设计、立体绿化；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大气循环与热舒适度、景观宜人性、环境噪声等，而需要

实现的目标包括：提高环境舒适度，消除环境噪声、保障人居环境健康。
（２）城市尺度：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城市功能区类型及其空间布局、生态用地类型、面积及其空间格

局；而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空气 ／土壤污染、城市内涝、热岛效应、交通拥堵和居民休闲服务需求；需要实

现的目标有：功能区优化布局、环境灾害控制、生态系统服务提高等。
（３）区域尺度：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是行政区单元、生态用地及重要生态功能区；而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有：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区域供需平衡，生态用地配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地质灾害控制、城市生态系统

退化；需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功能区空间优化、区域生态服务供需平衡、生态保护红线设定与区域内外之间的良

性互动。

图 １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基本框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５　 结语

生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广为关注的话题。 生态安全既涉及到大尺度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也涉及到

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问题，如生活中的水质安全、人居环境健康等，但不同群体对生态安全有不同的理解。 本

质上，生态安全强调自然和生态平衡，涉及到社会、经济与自然等方面的因素和问题，它也是很难实现的、长远

的社会发展目标。 生态安全格局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生态实践工程，因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必须以生态过

程为主导，以过程涉及的空间为基本单元，必须针对现实的具体问题，设定有限目标。 通常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需要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生态系统完整性、动态适应性、多尺度性和问题针对性。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城市作为人类主导的社会－自然－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依靠外部物质和能量输入的开发型的系统。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一个多尺度、综合性的区域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宏观与微观尺度之间的关

系协调、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协调、理想与现实目标之间的权衡、人类生存需求与生态服务需求之间的

权衡。 在进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时，除了遵循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一般性原则外，还必须考虑以下 ４ 个

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流域适应、区域协调和有限目标原则。 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标包括：控制城市

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持城市地区正常的物质循环与代谢功能、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保证城市人居环境健康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和满足现有城市居民可预见时期内生态服务需求。 城市安全格局

构建需要从景观、城市和区域三个尺度上进行思考，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的目标和可使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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