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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城市规划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梳理了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

程,分析了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生态城市规划在理念、方法、内容和实

施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创新空间。文章提出了规划理念、方法、内容、实施机制和评估体系等多方面的

创新途径,并探讨了创新实施路径,包括规划理念与方法创新、规划内容与技术创新、规划实施机制创新

等。研究结果对推动生态城市规划创新发展、提升城市生态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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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city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mb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co-city planning,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eco-city planning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method,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eco-city plan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lanning concept, method, conten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discusses innovat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including planning concept and method 

innovation, planning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co-city 

planning and improving urban ecolog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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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城

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

规划》等政策,为生态城市规划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在实

践中,生态城市规划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创新生态城市规

划理念和方法,提升规划质量和实施效果,成为当前亟须解

决的问题。 

1 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 

1.1生态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生态城市是一种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模式。它超越了传统的城市概念,将城市视为

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强调资

源的高效利用、环境的持续改善、经济的绿色发展和社会的公

平包容[1]。其核心在于构建城市代谢的良性循环,最大化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提升城市韧性和可持续性。生态城市的内涵不断丰

富,从早期的污染控制和绿化美化,发展到今天的全方位生态化

转型,涵盖了能源、交通、建筑、产业、文化等多个维度,体现

了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 

1.2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演进 

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融合了多学科的智慧,呈现出从

单一到综合、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趋势。生态学理论为生态城

市规划提供了基本框架,强调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生

态过程的重要性。系统论的引入使规划者能够从整体角度审视

城市复杂系统,关注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反馈机制。可持续发展

理论则为生态城市规划注入了长远视角,强调经济、社会、环境

的协调发展。近年来,韧性理论、代谢理论等新兴概念的融入,

进一步丰富了生态城市规划的理论内涵,推动规划从注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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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向关注城市运行机制转变,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3生态城市规划的核心原则 

生态城市规划的核心原则体现了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深刻

理解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考量。首要原则是生态优先,强调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生态保护和修复作为规划

的首要任务。其次是系统整合,要求规划者从整体角度考虑城

市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2]。再次是以人为本,注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创造宜居、健康、包容的城市环境。此外,还包括创新驱动、弹

性适应、公众参与等原则。这些原则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

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同指导着生态城市规划的实

践探索。 

1.4生态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 

生态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呈现出由点到面、由理念到实践

的演进轨迹。国际上,从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

到20世纪中叶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理念,再到近年来的

“海绵城市”、“低碳城市”等实践,反映了生态思想在城市规划

中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生态城市规划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

1990年代的生态示范区建设,到2000年代的生态城市试点,再到

近年来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体现了从局部探索到系统推进

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在实践中不断创

新,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规划模式和技术方法,为全球生态城

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5生态城市规划与传统城市规划的区别 

生态城市规划与传统城市规划在理念、方法和内容上存在

显著差异。首先,生态城市规划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平

衡,而传统规划往往侧重于物质空间的静态布局。其次,生态城

市规划采用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方法,如生态足迹评估、

物质流分析等,而传统规划多依赖于经济和人口预测。再者,生

态城市规划注重城市代谢过程和生态基础设施的构建,而传统

规划主要关注用地布局和基础设施配置。此外,生态城市规划更

加重视公众参与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强调规划的开放性和适

应性。这些区别反映了城市规划理念的演进,体现了对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深入思考。 

2 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现状分析 

2.1国际生态城市规划发展现状 

国际生态城市规划呈现出多元化和本地化的发展趋势。发

达国家在生态城市规划实践中走在前列,如瑞典的哈马碧湖城

通过创新的废弃物处理系统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实现了近零碳

排放；德国弗莱堡则通过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和绿色交通体系,

成为低碳城市的典范。这些实践不仅注重技术创新,更强调制度

创新和公众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城市规划则呈现出“跨越

式”特征,如印度的GIFT城市运用智慧技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巴西库里蒂巴通过创新的公交系统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值得注

意的是,国际生态城市规划越来越关注气候适应性和社会包容

性,如荷兰鹿特丹的气候适应性规划和哥本哈根的社区参与式

规划,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思路。 

2.2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发展现状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在政策支持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在政策层面,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到《“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

的政策支持体系,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实践层面,

中国探索出了多种生态城市模式,如天津中新生态城的“生态+

智慧”模式、深圳光明新区的“生态+产业”模式等。这些案例

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实践。值

得关注的是,中国生态城市规划正在从单一项目向城市群、都市

圈尺度拓展,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规划实践,

体现了区域协同的生态治理新思路。同时,数字技术在生态城

市规划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决策提供了

新工具。 

2.3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比较 

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呈现出融合与分化并存的格局。生态

优先、低碳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等理念已成全球共识,跨学科方

法应用日益普遍。实践中,国际经验多依赖公众参与和市场机制,

注重渐进式改造和存量更新,关注社会公平和文化传承。中国则

以政府主导为特色,倾向大规模新区开发,侧重经济效益和技术

创新。规划评估体系各具特点,国际采用第三方独立评估,中国

以政府考核为主。近年来,中国积极吸收国际经验,在公众参与、

生态修复、社区营造等方面不断创新,展现出规划理念和方法的

融合趋势。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本土实践升级,也为全球生态城

市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推动了生态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 

2.4生态城市规划面临的主要挑战 

生态城市规划在实践中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理论与实践脱

节,部分规划方案缺乏操作性指导。二是规划标准体系不完善,

难以客观评估生态城市建设成效。三是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

影响规划的系统性实施。四是公众参与度不足,规划难以充分反

映社会各界需求。五是资金投入与回报机制不明确,制约生态项

目的持续推进。六是生态技术应用存在本地化适应性问题,部分

引进技术难以满足本地条件[3]。这些挑战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

问题网络。例如,公众参与不足可能导致规划与本地需求脱节,

进而影响生态技术的适用性和规划的实施效果。应对这些挑战

需要系统性思维,通过多方面的创新来构建更加有效的生态城

市规划体系。 

3 生态城市规划创新途径探析 

3.1规划理念与方法创新 

生态城市规划创新需要在理念和方法上实现突破。深化生

态系统思维,将城市视为动态复杂系统,构建多层次生态网络。运

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城市生态系统数字孪生模型,实

现实时监测和精准预测。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量化

生态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参与式规划工具,如开发虚拟现

实平台,让公众直观体验规划方案,提高参与度。将韧性设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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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规划框架,建立城市气候风险评估体系,制定基于情景的适应

性策略。探索代谢城市规划方法,分析物质能量流动,设计闭环

系统。引入生态基因图谱技术,识别城市生态特征,制定精准保

护策略。结合本地地理特征,开发适应性强的生态规划模型,如

针对山地城市的立体生态规划方法。 

3.2规划内容与技术创新 

构建多功能生态基础设施网络,设计生态廊道、雨水花园和

湿地公园的复合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城市代谢系

统,开发智能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处理系统,实现废弃物的高效循

环利用。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制定棕地生态修复与文

化创意产业的复合开发模式,实现生态、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

研发本土化生态技术,针对不同气候区开发适应性强的垂直绿

化系统[4]。创新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基于区块链的生态信用积分

系统,激励绿色行为。探索可再生城市模式,建立社区尺度的分

布式能源系统,提高城市自给能力。开发智能微气候调节系统,

如可变形建筑外立面和动态遮阳设备,优化城市热环境。这些创

新将显著提升生态城市的实施效果和长期可持续性。 

3.3规划实施机制创新 

建立生态城市协同治理平台,整合规划、环保、水利等部门

资源,实现跨部门实时协作。设计生态城市公私合作新模式,成

立混合所有制的生态城市开发公司,平衡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

构建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将生态效益纳入城市GDP考核,为生态

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开发生态城市社会影响力评估工具,

设计基于大数据的居民幸福指数测评系统,实时监测规划效果。

建立生态城市实验室网络,选取不同类型城市开展差异化试点,

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式。创新生态规划师制度,培养跨学科复合

型人才,提供专业化咨询服务。引入生态城市绩效合约机制,将

规划实施效果与政府部门绩效考核挂钩,提高执行力。这些机制

创新将显著提高生态城市规划的执行力和适应性,确保规划落

地见效。 

3.4规划评估与反馈体系创新 

构建生态城市多维评估指标体系,融合生态足迹、碳中和、

生物多样性等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实现科

学评估。开发生态城市数字孪生平台,利用物联网和遥感技术实

时监测城市生态状况,实现规划的动态优化。引入生态城市第三

方评估机制,组建由国内外专家、NGO和居民代表组成的独立评

估团队,提高评估公信力。设计生态城市公众满意度测评系统,

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行为偏好,收集实时反馈[5]。建立生态城市

规划成效对标数据库,横向比较不同城市的生态规划成效,纵向

追踪长期生态效益,为规划优化提供依据。开发生态规划情景模

拟系统,预测不同规划方案的长期生态影响,辅助决策制定。 

3.5规划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创新 

设计生态城市规划师跨学科培养体系,整合城市规划、生态

学、环境工程、大数据分析等课程,培养具备系统思维的复合型

人才。建立生态城市规划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设置阶梯式发展

路径,提供持续进修机会。打造全球生态城市规划创新网络,促

进国际经验交流与本土化应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成立生态城市联合实验室,加速科研成果转化。选取典型城市开

展生态规划创新示范项目,形成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建立生态城

市规划智库联盟,汇聚多领域专家,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开发

生态城市规划虚拟仿真培训系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建立跨

城市生态规划师交流机制,促进经验共享和协同创新。这些创新

举措将全面提升生态城市规划的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 

4 结束语 

生态城市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创新与实

践探索相结合。未来,应进一步深化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完

善规划标准和评估体系,加强跨部门协调和公众参与,推动生态

技术的本地化应用。同时,要注重规划实施的长效机制建设,建

立健全生态城市建设的资金保障和激励机制。只有不断创新、与

时俱进,才能推动生态城市规划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为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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