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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从长远角度看,已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

了严重影响。鉴于上述情况,我国提升了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城市治理力度,旨在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保障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对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竞争力提升与城市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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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尽可能多的为人们提供优

质生态产品,从而更好的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

这一内容的提出,为我国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凸显了国家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城市的生态文明建

设,不仅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

的健康稳定发展。鉴于此,我国在今后发展中,一定要谨遵十

九大会议要旨,坚持绿色生态发展,从而为城市的可持续稳

定发展提供保障。 

1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1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

在要求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与

人口环境的相互适应,同时实现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建设的有

效协调,建立良性循环,坚持走生态稳定、生活富足、发展生

产的科学化道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关键内容,

主要就是指不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在满足其文

化、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要强化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为人民群

众已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存环境。但若想达到上述目标,

还需处理好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如此才能为社会经济的

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 

1.2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缓解环境和资源问题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在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

的过程中,要求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作为重

点内容,并逐渐形成与该发展模式相互适应的消费模式、经

济增长模式以及产业结构,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当前城市发展

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 

1.3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其中的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价

值观和生态生产观均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此同

时,通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还能够为人们提供出一个美丽

和谐、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推动着城市朝着生态环境优美、

市民风尚良好以及生活繁荣昌盛的方向不断发展,而这对于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也很有帮助。此外,通过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与旅游行业、科技产业等的有效结合,还能为城镇经

济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2]。 

2 生态文明时期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产业结构不科学、集约化效果不佳,是生态文明

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以民营产业为例,其发展过

程中的规模小、损耗高等问题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解决,这

些问题的存在都严重阻碍了城市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同

时也增加了产业升级与转型难度。此外,在第三产业的占

比方面还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着区域内发展

不均的问题[3]。 

第二,目前,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工业废

水、城市污水整治不合理的问题,从而导致城市一些重要河

道常年被污水充斥,这些污水被应用到农业生产灌溉中,将

会对农作物的健康生长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大幅度降低农作

物质量,同时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此外,还有很

多城市污水气味刺鼻,由此也对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

直接影响,甚至还会对导致各种水生物灭绝,对生态平衡造

成损坏。以我国山东省聊城为例,聊城属于我国重要的农业

城市,但在近年来的农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由于大量使用

化肥和农药,从而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4]。 

3 生态文明时期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治理的有效建

议 

3.1 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若想有效提升城市的竞争

力,要求其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循环经济模式的实

施,能够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

盾,同时还能对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

为城市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

式不仅仅是现实需求,更是新型工业化的突出体现,符合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发展中,若想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满足

人类社会发展需求,还要对节能环保新理念进行倡导,对生

产模式进行改进,推动生产向少污染、资源节约的方向发展。

此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还要加大对各种新技术的开发力

度,经济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建立起完善的资源应用

体系,提升能源的应用效率,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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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积极发挥城市规划的能动性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城市规划工作能够为城市规模、功

能和性质的发展提供方向,实现度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应用,

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合理优化,改善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

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5]。 

此外,通过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还能确保城市资源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对城市的传统风貌、民族特色以及地方特

色等实施有效保护,从根本上杜绝各类公害以及城市污染问

题。可见,城市规划工作,不仅是城市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

及经建设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能够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思想和方向,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出城

市规划的能动性,并要结合城市的发展现状,对城市规划进

行合理制定,并监督其妥善实施,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

城市规划的作用,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3.3 强化绿地建设,推行低碳产业 

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若想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治

理效果,还要提升对城市绿地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该工作

的推行,对于城市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可持续稳

定发展很有帮助。实践过程中,各地政府均要着力增加绿地

面积,同时还要抓好城市园林绿化、街区绿化、郊区绿化以

及通道绿化等工作,若现实条件允许,还可从地面绿化向屋

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向发展和转变,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

调发展,积极打造城市“绿色长廊”,为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奠定良好基础[6]。 

与此同时,还要对城市的低碳产业进行扶持和鼓励,加

快经济发展形势转变,打造低碳产业链,同时按照“高科技、

低污染、高回报”的原则开展招生引资工作,引进先进项目。

此外,还要强化对“低碳环保”新理念的宣传,推行绿色、健

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使生态文明逐渐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规

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管理 

在此环节中,需将城市特色和自然条件进行充分结合,

对城市发展中的滥砍乱伐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坚决杜绝城市

山头黄土和城区丘陵的露天现象。与此同时,还要对江河资

源进行充分利用,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江河景观带,提升城市

人们的生活质量,对城市文化内涵进行丰富。湿地资源的保

护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内容,通过湿地景观建设,不仅能够为

城市景观进行丰富,同时还能为周边市民提供娘娱乐场所和

近水,从而大幅度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充分发挥水资源作

用。此外,保护生态资源的多样性,还有助于城市生态的平衡

稳定发展。通过上述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

升城市的竞争力,同时也能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

供保障[7]。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若想提升城市

的综合竞争力,就必须要转变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

挥出城市规划的能动性,强化绿地建设,推行低碳产业,同时

还要强化对城市资源的管理,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城市竞

争力和治理效果,促进城市生态的平衡与稳定,为城市经济

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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