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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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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厦门市生态资源也逐步成为了厦门市的重要旅游资源。 为了客观认知厦门市生态资源

对游客及本土居民的影响，完善和提升厦门市生态城市建设成效，基于景感生态学和城市意象的基本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

背景下提出了城市生态意象的概念及构成要素，并对厦门岛的城市生态意象的空间构成及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示范。 研究指

出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提升城市生态资源的旅游品位及本土居民的生态服务获得感和满意度，就必须

充分结合景感营造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将城市生态意象融入到公众生活认知和景感体验中。 本研究为客观评价城市生态资源

的公众认知影响力及景感营造成效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景感生态学；城市意象；城市生态意象；生态文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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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将人能在记忆中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称之为“意象”，意象是人感知空间一种方式，意象一般可

分为记忆意象和想象意象，还可再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动觉等意象［１］。 城市意象的内容主要与城市物质形

态有关，根据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所述，城市意象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路径、节点、标志、边界和区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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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正是通过这五种要素的认知，才形成了对城市形态的整体认知［２］。 可以说，城市意象五要素的合理格局

更有助于我们定义空间距离、方位和认识城市，更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一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３］。 为了更

客观的评价公众对城市生态空间认知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本研究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城市意象

的基本概念和构成要素提出了城市生态意象的基本概念及构成要素。 城市生态意象是指我们能够在记忆中

重现的城市景感生态构成的形象，也就是我们能够形成历史记忆的城市景感认知，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生态空

间感知结果的综合反应。 城市生态意象是人们对城市景感营造的宏观认知地图，强调以人为中心视角的生态

环境公众服务能力，是客观衡量城市生态空间服务能力、营建生态宜居城市的有效手段之一。
厦门市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近年来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发展格局逐渐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

转变。 ２０１９ 年厦门市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丰富的生态资源、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以及便利的

内外交通网络体系，使得厦门市成为了国内外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本文从景感营造的角度出发，将环

境心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相结合开展城市生态空间研究，构建了基于人们对城市生态空间的理解与认知所形成

的城市生态意象，并在城市生态意象的基础上分析了厦门岛的城市生态环境特色和公众认知结构，探寻厦门

市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景感生态营造的基本过程，为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辅助决策

依据。

图 １　 厦门市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１　 研究区概况

厦门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南部，与漳州、泉
州相连，与台湾岛隔海相望，地处闽南金三角中部。 厦

门市主要由厦门岛（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
翔安区、同安区、鼓浪屿及其众多小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１６９９． ３９ｋｍ２，海域面积约 ３９０ｋｍ２，厦门岛面积约为

１５７．７６ｋｍ２（含鼓浪屿），是福建省的第四大岛屿，全岛海

岸线约为 ２３４ｋｍ（图 １）。
随着厦门市环东海域新城、集美新城、翔安南部新

城、马銮湾新城等新城的开发，厦门逐渐由海岛型城市

向海湾型城市转变，城市化率快速提升。 厦门市 ２０１７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城市”和“世界特色魅力

城市 ２００ 强”，２０１８ 年被评为“畅游中国 １００ 城”，２０１９
年被评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厦门岛有着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鼓浪屿，被评为全国最美大学的厦门大学和

闽南地区最具规模的古刹南普陀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同时又有厦门航

空、城际高铁、地铁、厦门港、ＢＲＴ 等非常便利的内外交通网络体系，是我国非常典型的，也是最受欢迎的生态

宜居和休闲旅游目的地之一。
２０１８ 年，厦门市全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８９００．３２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４０２．１２ 亿元，约占厦门市

２０１８ 年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４７９１．４１ 亿元的 ３０％［４］。 为继续推动厦门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厦门市自 ２０１７ 年

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厦门市全域旅游专项规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厦门市涉海旅游规划》、《厦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实施规划》等规划和配套的三年行动计

划，并在旅游融入“多规合一”和全市空间布局“一张蓝图”上取得重大突破。 厦门市特殊地理区位及生态资

源禀赋所带来的生态旅游资源是厦门市进一步树立城市生态品质的优势资源，而景感生态学的引入，将对厦

门市城市特色生态资源统筹、整合、联通，厦门市旅游品味提升及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

３１１８　 ２２ 期 　 　 　 郑拴宁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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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景感生态学与城市生态意象

２．１　 景感生态学

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依据其对自然的认识并结合自身的需求，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土地

利用规划，并按照规划利用其所处的土地，建设和发展其所处区域以改善其生活和生产条件［５⁃８］。 进一步地

随着人们需求的扩展和不同学科的出现和形成，尤其是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土地

利用规划，这些规划的时空尺度可达性也在不断扩展［９⁃１３］。 景感生态学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学科发展之

一，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

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１４］。
景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联系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桥

梁，赵景柱 ２０１９ 年提出了景感，景感营造和广义景感生态学（景感学）的概念，探讨了景感生态学与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概述了景感营造的 ３ 种途径和 ８ 项主要原则。 景感营造的 ３ 种途径包括借助已有

载体、对已有载体进行改造形成新的载体、新构建载体来进行景感营造。 景感营造的 ８ 项原则包括愿景呈现

的双向性、方位的顺脉性、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心理认知的整体性、物理感知与心理认知

的交互性、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营造过程的渐进性［１５］。 景感营造的 ３ 种途径与 ８ 项原则和凯文·林奇的城市

意象的形成过程契合度非常高，因此本研究从景感生态学的角度，以城市意象的构建手法去系统感知一个城

市的生态资源空间认知格局，从而为规划设计者提供公众的生态品位信息反馈，进而为城市景感空间的生态

营造奠定基础。
２．２　 城市生态意象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保持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提供物质量的服务能力，进而促进和保障可持

续发展［１６⁃１９］。 景感生态学是通过谜码数据、环境物联网等手段全面系统研究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进而通

过景感营造过程，完善和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所能提供服务的多样性和服务水平［２０⁃２３］。 景感营造实现了从人

的角度出发对景观的综合感知，景感营造的目的一是实现人在景观体验中获得感和满意度的提升，二是通过

景感氛围引导或规范人们的言行［１５， ２４］，这也是城市环境质量优劣和生态服务品位高低的最明确感受。 景感

营造的实施效果从时间尺度来讲，有瞬时的景感，例如在视野开阔场景中的心旷神怡，公园绿地场景中的空气

清新及舒适感，也有需要长时间才能获得景感，例如对城市文化或者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空间尺度来讲

有微观尺度景感的实时获取，如对上海外滩景观的一目了然，对厦门鼓浪屿的万国建筑的历历在目，也有宏观

尺度的综合评价及认同，如厦门市“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上花园城市形象的认同感等。 同一个城市对长

期定居的居民所形成的城市形象认同和对短处其中的游客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同职业习惯、文化背景、年龄

阶段的人也会形成不同的城市生态意象［２５⁃２７］。 城市生态意象是个人对城市生态资源所形成的大脑记忆和形

象认知，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一个城市生态资源对人的服务能力和影响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

城市生态资源服务能力的公众认可程度。 如何让城市独有景感资源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获得感和

满意度，这需要景感营造实施者和感知群体之间的共鸣和相互认同，同时也需要景感营造的有效引导与感知

群体的客观反馈的互动。 从景感规划设计者的角度而言，在公众参与基础上的不同尺度城市景感营造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手段，而对于感知体验者而言，城市生态意象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信息反馈手段，城市生态意象能

够很好地表达城市生态资源对居民、游客等各种参与者所形成的记忆或者形象烙印，也是城市景感营造实施

效果很好的表达与反馈手段之一。
２．３　 城市生态意象的构成要素

城市生态意象可以通过参与者对一个城市所描绘的城市生态认知地图获得，城市生态认知地图可以是参

与者对一个城市生态环境资源认知的语言描述，也可以是参与者针对一个城市生态环境资源的大脑记忆和形

象认知所描绘的草图，其综合的反映了一个城市生态环境资源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和认同感的关键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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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节点和独有的标识，以及它们的空间关系和联系纽带（路径）。 同样的生态资源对常住居民和游客的影响

程度可能会不同，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群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借鉴城市意象的五类基本构成要素，
我们将城市生态意象的构成要素划分为生态热点、生态区域，生态边线、生态节点和生态路径。

生态热点———生态热点是指具有丰富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极强的空间辐射能力，又充分可达的生态服务场

景，其能够提供基于生理感知和心理感知的丰富的景感体验，是特定区域内最引人注意的景感生态空间。 在

没有路径或者廊道（如沙漠和草原）、可达路径不明或者可达路径混乱（如大城市）的大尺度环境中，因为无法

了解城市生态网络的整体格局或者全貌，城市生态意象的识别和环境组织主要依靠其特有的生态热点来表

征。 生态热点可以是岛屿、湖泊、公园、山川等半自然区域，也可以是借助自然景观人工改造升级的大地景观，
如成规模的生态观光步道等，有的生态热点甚至可以升华为城市或者国家的标志，如美国夏威夷、厦门的鼓

浪屿。
生态区域———生态区域是指具有一定生态服务共性的、景感特色相对一致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定空间范

围，如大学城、独立生态岛、少数民族集聚区等。 随着人们对城市居住环境生态品位要求的提升，生态区域的

品质需求也逐渐与城市意象区域相互重叠，如金融商圈本是商业活动的密集区域，但由于其承载着大量的商

业人口，由于商业人口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在其短时间（午后）的休闲放松过程中，对清新的空气、
舒适的微气候、以及视觉景观等的需求则愈加强烈，同样需要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服务和景感体验。 在更大

的尺度范围，这一共性很容易成为与众不同的个性，起到区域识别和认同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这依赖于对空间生态资源的合理有效组织。
生态边线———生态边线是指不同特征的生态区域之间，以及生态区域与非生态区域之间的分界线，有不

同的尺度和规模，如海陆交界线、沙漠与绿洲交界线、城乡交界线等。 生态边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生态服务

的强度、规模、方式与类型的不同。 一般而言，生态区域的边界多为生态边线，生态边线是生态区域识别的关

键要素，也是最脆弱和最易受损的生态关键带，如城乡交错带，海岸线等。
生态节点———生态节点是指可以进入内部体验的具有一定空间辐射能力和生态服务能力的生态场景，生

态节点多与城市认知地图中的节点相互融合，如广场、车站、机场、码头等人流集散地，其虽然较多的承担着城

市的市政服务和商业服务功能，但从景感营造的角度，这些节点的生态服务品质，例如微气候、绿化、噪声等同

样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人们对城市生态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广场、机场、车站等人流集中

区域在夏季通过喷淋等措施改善局地微气候环境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态斑块的破

碎花，大体量的生态区域已经相对较少，且空间分布极为分散，小面积的生态公园和生态绿地逐渐城市生态服

务的关键要素，但其空间辐射能力和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相对较小和单一，我们也将其称为生态节点。
生态路径———生态路径是指在城市中连续且带有生态空间引导功能的通道，如街道、公路、河流等，景感

生态资源和要素则主要分布在其两侧和两端。 由于城市化使得城市中高楼林立，我们已经很难在人行高度一

目触及城市的景感生态资源并享受其所带来的局地性的生态服务，人们只能靠着生态路径的引导抵达生态服

务品味较高的区域和节点。 因此，在城市生态意象所形成的城市生态认知地图中，城市生态路径占主导地位，
它既是影响城市生态资源空间可达性的关键要素，也是营造城市生态意象的关键性要素。

在现实中，城市生态意象的各个要素并非孤立存在的，生态区域由一系列生态热点和生态节点组成，由生

态边线表征其一致性范围，通过生态路径辐射周边和穿行其中。 城市生态意象并不是简单地语言描述和草图

描绘，而是多维生态环境信息和景感特征的综合再现，它既含有公园、绿地等具体信息，也包括微气候、噪声、
阳光等环境氛围信息，从而共同形成人们头脑中的城市生态感知格局和景感体验认知。 城市生态意象是对城

市生态资源的群体认同和图式记忆表达，是一种对城市生态服务和生态品质的综合体验表达范式，它与个体

的文化背景、年龄、性别、人格倾向、对城市的熟悉程度、生活方式、活动范围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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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

３．１　 厦门市生态意象资源构成

　 　 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市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先
后获评“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等
殊荣，２０１６ 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２０１９ 年被评为“国家生态森林城市”。 厦门市城市化进程中较

好的处理了城市化所带来的利与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建设始终没有放松。 而厦门市作为一个

外来人口逐年增加的城市，如何让常住居民、外来人口及游客分别从不同层面增强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观感受，城市生态意象则是很好的调查和表达手段，能够很好地解析厦门市城市生态资源在不同群体印象中

的“客观表达”，这将为未来城市生态建设的发展规划和相关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为了客观地表征厦门市城市生态意象的空间构成，真实描绘厦门市城市生态认知图式，本研究依据厦门

市资源特征对厦门市全域生态资源进行了综合分类，将厦门市城市生态资源划分为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

景观、气候与天象景观、人文资源、历史文物古迹、民族文化及其载体、宗教文化资源、城乡风貌、现代人造设

施、有影响的国际性体育和文化事件、饮食购物等类型（表 １）。 城市生态资源分类对我们探明不同类型生态

资源的生态意象赋予能力有积极地作用。

表 １　 厦门市城市生态意象资源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ｉｍ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资源构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ｓ

１ 地文景观
鼓浪屿、白城沙滩、会展沙滩、环岛路、怪坡、筼筜湖、钟鼓山、十里蓝山、厦门东坪山、云顶山、狐尾
山、仙岳山、

２ 水域风光
鼓浪屿、白城沙滩、观音山、金光湖、环岛路、马銮湾、杏林湾、滨海西大道、五缘湾湿地公园、沙坡
尾、筼筜湖、海湾公园、珍珠湾、黄厝海滨、龙舟池、厦门大学、杏林大桥、集美大道、海沧大桥

３ 生物景观
鼓浪屿、园林植物园、北辰山、天竺山森林公园、狐尾山、五缘湾湿地公园、野山谷生态乐园、厦门园
博苑、海沧野生动物园、海湾公园、十里蓝山、中山公园、海沧湾公园、杏林湾湿地、五通灯塔公园、
钟鼓山

４ 气候与天象景观 鼓浪屿、世贸云上观光厅、海湾公园

５ 人文资源
同安影视城、厦门大学、灵玲马戏城、闽南古镇、沙坡尾、集美学村、中山公园、五通灯塔公园、台湾
民俗村、员当书院

６ 历史文物遗迹 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大嶝岛、集美学村、铁路文化公园、金汤宫、

７ 民族文化 厦门老院子景区、集美学村、乌石浦、小嶝岛、台湾民俗村、龙舟池

８ 宗教文化 南普陀寺、鸿山寺、天界寺、日光岩寺

９ 城乡风貌 老院子景区、西堤、集美学村、十里蓝山、同安古村落

１０ 现代人造设施
老院子景区、同安影视城、厦门方特梦幻王国、空中自行车道、空中观光步道、厦门双子塔、厦门大
学翔安校区、厦门儿童乐园、海上明珠观光塔、铁路文化公园、演武大桥、高崎机场、厦门火车站、厦
门北站

１１ 体育文化事件 会展中心、厦门马拉松赛道、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学村、乌石浦油画村

１２ 饮食购物 中山路步行街、曾厝垵、莲坂商圈、台湾小吃街、ＳＭ 购物广场、集美奥特莱斯

３．２　 厦门岛的城市生态意象

基于城市生态意象的多尺度、多层次特征，本研究以厦门岛为案例，主要包括湖里区和思明区（含鼓浪

屿），通过对城市生态意象各要素的综合分析，形成了厦门岛尺度的城市生态意象图，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图

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厦门市重要的生态资源的空间格局特征（图 ２）。 具体包括：
生态热点———厦门岛的生态热点主要包括鼓浪屿、万石植物园、五缘湾湿地公园。 鼓浪屿全岛的绿地覆

盖率超过 ４０％，植物种群丰富，各种乔、灌、藤、草 １０００ 余种，以形态丰富的岸线、水域为边界，以日光岩等由自

然地貌变化而形成的山地景观为主体的自然形态，融汇了不同类型的建筑、园林等人工形态的景观，是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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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图示意

Ｆｉｇ．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唯一一个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生态高地（标志），年接待游客数过千万，是厦门市最有影响力的

生态高地；万石植物园占地约 ５ｋｍ２，园内植物近 ７０００ 多种（含品种），形成了松杉园、蔷薇园、棕榈岛、沙生植

物区、雨林植物世界等 １５ 个专类园区，更有万石山、万石湖、长啸洞、象鼻峰等丰富的景感体验资源，２０１８ 年

接待游客量 ２８０ 万人。 由于其地处厦门市中心，背靠五老峰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紧邻中山路商圈，生态意象

辐射能力强，是厦门市，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生态园林；五缘湾湿地公园占地 ８５ｈｍ２，是厦门最大的免费

开放公园，也是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被称为是厦门的城市绿肺，大批白鹭在此筑巢，也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

要驿站，公园现有水栖和湿生植物带、水生植物群落、芦苇及湿地区域植物群落等，也是厦门岛具有较强辐射

能力的生态高地。
生态区域———基于生态热点的景感特色和影响力，厦门岛最主要的生态区域包括了鼓浪屿岛，万石植物

园及东坪山区域，五缘湾湿地公园及附属区域，同时从厦门岛尺度而言，狐尾山、仙岳山、筼筜湖也由于其独有

的生态资源和景感特征，形成了具有一定空间辐射能力的生态区域。 而如果从厦门全域而言，厦门岛由于其

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及内部丰富的生态资源分布，也可以将厦门岛全域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
生态边线———生态边线是生态区域的意象划定线，每个独立的生态区域都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生态边

线，例如厦门岛的海岸线就是厦门岛生态区域的生态边线，是非常明确的海陆交错带，而环岛路则是依附改生

态边线而形成的景感体验非常丰富的生态路径，鼓浪屿也由于其特殊区位存在非常明确的海陆交错生态边

界。 狐尾山、仙岳山、筼筜湖和五缘湾湿地公园，由于其生态价值的不同，生态边线也会略有差异，例如气候的

调节作用，景观价值等。
生态节点———正如前文所述，生态节点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在生态区域内必然存在多个特色鲜明，有机融

合的生态节点。 除此以外，基于厦门岛全域尺度，厦门岛的生态节点主要包括海天景观节点———白鹭洲公园，
宗教文化节点———南普陀寺，科教人文节点———厦门大学，滨海景感节点———白石沙滩、海云台、椰风寨，历史

文化节点———胡里山、五通公园，景感体验节点———曾厝垵、观音山等。 同时还有承担着重要集散功能的高崎

机场和厦门火车站，其虽地处闹市，但由于其是生态厦门的第一窗口，虽然其生态资源禀赋相对较弱，但必须

通过人工景感营造的方式，丰富其生态品位。
生态路径———如果将厦门岛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那么海沧大桥、杏林大桥、厦门大桥、集美大桥和

翔安隧道则是非常明确的生态路径，其是衔接厦门岛和海湾其他各区的通道，也是厦门岛生态资源服务能力

向岛外辐射的主要通道。 而从厦门岛尺度而言，环岛路无疑是厦门岛最为重要的生态路径，其空间引导性和

贯穿的多个生态节点使其景感生态特征非常明显；而过去多年来厦门市进出岛主要的交通线路 ＢＲＴ 的走向

７１１８　 ２２ 期 　 　 　 郑拴宁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厦门岛城市生态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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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常驻民，还是短期游客都留下了非常深的意象记忆，其沿线穿过的周边区域的生态景感体验也非常重

要；同时，进出厦门岛的交通主干道长岸路、成功大道和环岛干道等也是衔接岛内岛外，以及岛内多个生态节

点、生态区域的主要通道，也是城市生态意象的主要构成部分。

４　 总结与展望

城市生态意象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相对客观的反映了城市生态空间在公众头脑中所形成的生态记忆和印

象，相对客观的反映了城市生态空间的服务能力和景感营造的效果。 城市生态意象调查可以很好的反映规划

设计者的设计意图有没有得到公众的共鸣和回馈，是城市生态规划和景感营造效果评价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

研究基于城市生态意象的构成要素，以厦门岛为例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城市生态意向图的范例，尽管该意象图

会因人而异，但意象图的形成过程与方法基本一致，基于更多个体的厦门市城市意象图也必将反映出更为客

观的公众生态获得感和满意度。 尽管城市常驻民和游客所描绘的城市生态意象不尽相同，但这也恰恰反映了

不同人群对城市生态空间服务的关注焦点不同，而城市生态规划设计和景感营造者正是需要这样的信息反馈

来评估生态规划设计和景感营造意图的实施效果，以为未来的城市生态规划设计和景感营造、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辅助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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