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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资源需求压力与生态破坏使得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挑战。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城市化

过程，探求更加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和人类聚居与行为模式，是保障我国城市化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服务于改

善城市生态管理的科学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态管理的概念及内涵，发现目前城市生态管理模式还没有一套

比较完整权威的定义; 单方面针对生态城市建设具体问题的成功案例多有报道，但综合的、多维的管理模式鲜有涉及; 在可推广的、规

范化的构建生态城市管理模式的标准体系和可操作的实施指南制定方面的研究也乏善可陈。兼顾落实生态管理模式到具体可循的

层面和构建城市生态综合管理体系的现实需求，本文提出从城市规划、产业结构、资源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标准、组织形式等五

个核心方面诠释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即: 面向生态环境承载力要规划先行，面向资源环境禀赋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面向高效、节约利

用资源要进行政策引导与调控，面向生态环境保护要完善措施与标准，面向更广泛参与要积极探索多元组织模式。本文还评述了城

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发现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多

侧重于某一单一因素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解析，逻辑清晰的研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揭示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机理，并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对资源利用效率结果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建议加强对生态管理模式及其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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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 年)》中

明确指出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粗放、效率不高的问题，缓

解城市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

匹配的问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健全体制机制、规避

“城市病”的爆发与频发问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科学问

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快速城市化中巨大外部资源

压力与生态破坏问题使得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挑

战
［1 － 2］，必然影响城镇化进程

［3 － 5］。以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原则指导城

市化过程，探求更加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和人类聚居与行

为模式，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国内

外针对城市生态管理多集中于单维度的、面向具体问题的

管理措施研究，系统性研究较少，鲜有报道成功的可借鉴

的城市生态综合管理模式。鉴于此，本文从城市规划、产

业结构、资源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标准，以及组织形

式等五个核心方面对城市生态管理模式进行诠释，并剖析

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通过梳

理生态管理模式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研究进展，厘

清了相关研究涉及的内容、层次及脉络，突显了城市生态

综合管理模式研究的紧迫性及其实施城市生态综合管理

的意义。

1 城市生态管理的概念与内涵

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统

一，是国内外城市建设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

问题。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

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

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

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成为城市科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热点领域，各国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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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作为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目标
［6］。目前，生

态城市建设在中国开展的如火如荼。国内已经正式向住

建部、国家发改委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有 50 多个，全

国以生态、低碳为发展目标的地级市数量已逾九成，达到

259 个。

城市生态管理( eco-management) 是一种人类生存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式，它强调经济与生态的平衡发

展。生态管理于上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美国，90 年代成为

研究和实践的焦点。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症

结在于管理问题，其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

的滞留或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

结，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管理上的冲突和失调
［7］。我国

学者在对城市生态管理的概念及内涵理解时，一是强调基

于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实施有效城市管理，

实现城市及周边地区宜居、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二

是强调了城市的复合性，即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即“生态城市”的构建应是城市社会子

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的全面生态化，而非单纯

的城市绿化和景观美化
［8］。复合的特性下，城市生态管理

的宗旨是“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

环节组装成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从技术革新、

体制改革和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促进

全市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的高效

利用”［9］。三是强调城市生态管理的范围和多维尺度，即

城市生态管理包括城市生态资产、生态代谢和生态服务三

大范畴，包括区域、产业、人居三个尺度，以及生态卫生、生

态安全、生态景观、生态产业和生态文化等五个层面的系

统管理和能力建设
［9］。

综合以往关于城市生态管理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生

态城市的全面建设需要有完善和健全的生态管理制度，要

制定相应的资源利用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标准，要

有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和产业结构布局，要有广泛的社会

和群众参与，尽可能地促进城市资源的适度及高效利用和

减少城市的代谢产物，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 城市生态管理模式

当前，城市生态管理模式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权威的

定义。通过上述对城市生态管理概念的梳理，本文拟从城

市规划、产业结构、资源政策、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与公

众参与形式等五个方面对城市生态管理模式进行解析，体

现了生态城市建设中的生态卫生、生态安全、生态景观、生

态产业和生态文化的五个基本目标，同时兼顾落实生态管

理模式到具体可循的层面和构建城市生态综合管理体系

的现实需求。

2． 1 基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规划先行

城市规划服务于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

和实施管理
［10］。生态城市规划包含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

两个方面，其目的是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

类活动的最优环境，以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的

物质和文化水平。欧洲城市是奉行生态管理中规划先行

的楷模。欧洲城市非常注重生态文明和城市建设发展的

可持续性，其所编制的城市规划，一是坚持严格按城市规

划实施，二是实施时间长，确保城市规划的稳定性，三是对

城中建筑不随便拆迁改造，确保城市规划的连续性，四是

非常注意保护原始生态和自然环境，强化城市绿化。此

外，欧洲人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决定了他们对环境

和生态的自觉保护、爱护和管理意识极强，这也是城市生

态环境良好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外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得益于这些国家城市规划中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前瞻性科

学规划和精心设计，以及对规划权威性的维护和执行
［11］。

随着生态观念的深入人心，我国城市规划也从被动的

生态环境保护转向主动的宜居环境建设，一改过去让水、

土、气、生物资源和能源等被动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状况，

而更加强调用地的生态适宜性，重视城市空间扩张对生物

区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最小侵扰。从经济主导的发展

规划转向民生主导的协调性规划。城市发展也不再只是

注重自身利益，从孤立单一的城市自身规划转向城市 － 区

域的共同协作与治理，实现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城市概念提出之后，世界各国陆续涌现出一批生

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我国在生态城市规划方面已有

一些案例，不少新城开发也提出了以生态城市为目标来进

行规划与建设，如上海中英东滩生态城、唐山曹妃甸国际

生态城、北京中芬门头沟生态城、中新天津生态城等
［12］。

但是相关的研究尚处于探索的阶段，虽然生态城市规划正

逐步形成比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并不很完善，实

践方面更是缺乏较成熟的经验。目前暴露出不少问题，如

城市规划建设中对建筑节能要求的忽视导致我国建筑业

能耗占总能耗的 27% － 45%，北方地区采暖能耗甚至高

达 80%，同时建成的城市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交通负荷、

城市水资源、垃圾、能源需求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以上种种

迹象离规划目标的初衷差距甚远，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背道

而驰
［13］。

城市规划中所存在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几个方

面。一是偏重于城市外延式发展而轻内涵式发展，不利于

资源节约;二是城市规模过大，增大了城市的碳排放，城市

人口和生产集聚导致资源消耗增多;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部门协调不够，浪费较多且效率不高
［14］;四是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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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与现有城市规划体系之间缺乏有机的融合，缺乏反

映城市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型城市规划标准。针

对相关问题，有些研究提出应该调整规划思路，改变以人

口决定用地的做法，改为由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决定城市发

展空间和规模
［15］。另外很早就有学者尝试将生态适宜

度、生态敏感性分析评价等研究生态规划方法在城市规划

中应用，探讨我国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相结合的问题和可

能途径
［16］。在标准制定方面，相关研究探索国内外有关

城市规划标准方面研究成果，提出了建立生态型城市规划

标准的典型路径并且初步构建了生态型城市规划标准矩

阵的案例
［17］。

2． 2 基于资源环境禀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现代城市负载着诸多的经济功能，联结着复杂的经济

关系，从而构成了复杂的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结构。

其中，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结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从生产角度

讲，是资源配置器;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是环境资源的消耗

和污染物产出的控制体。

产业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产业结构偏离最优状态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制

约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产业结构的构成和变动，往往决

定或影响着投资结构、就业结构、金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

其他城市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及

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很多。有研究对中国

经济结构变迁( 结构性冲击和结构转型) 的模式、原因和

影响以及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进行了

总结
［18］。还有学者就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做了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

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

不断减弱，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
［19］。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为城市

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态化模式。

生态城市发展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必须

着力于协调产业结构比例，培育具有较高经济生态效益的

主导产业结构，实现各层次产业共生网络的搭建，完成产

业结构的升级和生态转型
［20］。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以大规

模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快速城市化、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化的过程。但同时高污染、

高耗能的重工业、资源开发产业仍然是一些城市的核心产

业，并畸形发展，导致资源集聚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中

国工业化的出路在于产业转型、清洁生产、生态产业园区

建设和基于生产与消费系统耦合的循环型社会建设方法。

相关研究指出，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与资

源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效益非

常明显，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

的主要手段
［21］。

在生态城市建设和管理中，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优化会

受到资源环境规制政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约束和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此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形成最

优产业结构，如何实现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

双赢，以及如何发挥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创

新驱动机制是我国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需要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

2． 3 服务高效、节约利用资源的政策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利用政策也从“亲资本”开

始，转向“亲民生”，并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良好的资

源政策可以激励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并朝着可持续发展

方向迈进，使不合理的资源使用行为受到制约。“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也指出“要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

态环境恶化趋势”、“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

用途管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

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

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业资源等领域，现有《环境保护法》、

《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等 17 部法律，以及《环境标

准管理办法》、《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等

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近年来，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速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契机，相关部门系统整理并调整了现行资源政策，

重点强化资源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的政策力度。

(1)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水资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

障“三生”用水，即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2002 年颁

布的《水利法》试图建立一个严格的许可制度，声明所有

水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且用水单位需从当地政府部门获批

许可。同时，在中国主要江河流域设立的水利部水利委员

会被授予了综合规划用水的职责，旨在指导当地用水许可

的授权。2011 年我国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

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

污的“三条红线”，在水资源使用方式、使用效率和使用质

量上建立清晰并且有约束力的限制。

(2)土地政策方面国家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农业、林业、牧业、工业、城市和居民住宅建设等各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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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统筹规划。我国还实行土地集约利用政策，实现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土地面

积的产出率
［22］，充分发挥土地使用的效益和使用功能，减

少土地的闲置和浪费。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另外国家建立

土地承载力规制，即运用土地承载力调控社会经济发展。

对保护性土地用途的安全管理，重点是湿地、林地、耕地等

保护性用地采用特殊的土地管理政策。在土地效益方面

实行公民均等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形成的土地红利的政

策。

(3)在能源方面，《中国的能源政策》指出，中国将通

过坚持“节约优先”等八项能源发展方针，推进能源生产

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

产业体系，努力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能源清洁化发展、发展

新能源、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提高能源效率，

节能减排纳入各级政府(及重点企业) 的考核体系。

(4)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环境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城市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1993 年，作为世

界上的生物多样性大国，我国率先签署并批准了《生物多

样性公约》，并于 1994 年正式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2010 年，国务院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 － 2030)》，其中提出

了在迁地保护、城市绿化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中加强城

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内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的生态补偿机制、政策环评和规划环评机制还有待完善。

我国资源政策已由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滞后于经济发

展逐步进步为到现阶段的主导经济的发展，尽管其科学

性、严谨性、权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资源政策在部门间的不协调
［23］，缺乏统一的规范政策

文件，没有建立部门间协商制度;解决问题时政策之间发

生冲突无法形成合力，造成资源政策权威性受损;资源政

务信息化建设相对于其他政务信息化建设较为薄弱，致使

资源政策宣传力度和广度不够，人们对资源政策普遍认知

度不高
［24］。另外受制于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制定区域差异化和针对性的资源政策是下一步努力

的方向
［25］。

2． 4 面向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与标准的完善

各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环境保

护法律和规章制度。如美国的《污染预防法》、日本的《实

现可再生社会法案》、德国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法》、中

国的《环境保护法》、《“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

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等
［26］。针

对生态城市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将环境保护作为生态城

市建设和管理的核心内容，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政策和

法规。如江苏省无锡市、贵州省贵阳市均颁布和实施了建

设生态文明城市的条例。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

学等领域的专家正在积极探索面向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及

城市生态建设的规范化的标准体系，目前在中国尚未存在

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及实施的具体措施指南。

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

时，加剧了环境风险，使城市生态安全遭到威胁，城市生态

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工作刻不容缓。《国家环境保护“十二

五”规划》提出，要积极探索编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

规划。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方面，环保部组织开展了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技术指南研究》、《我国环境

规划编制实施与规划体系创新研究》、《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体系研究》等基础研究，初步明确

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目标指标体

系、“红线”空间等，为推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工

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比，城市生态

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相关法律法规明显

的缺失和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另外，对于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中

的环境容量、生态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阈值、生态红线

等关键领域，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对城市生态环境

问题深入系统的研究，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

市，如何制定并实施区域有别的环境标准和政策也是需要

深入探讨的问题
［27］。

2． 5 针对更广泛参与的多元组织模式的探索

组织模式是实现城市生态管理的重要保障，目前城市

生态管理过程中的主要组织模式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式、

社会参与式及社会推进式。

政府主导式是指政府以市场化的财政手段以及非市

场的行政力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生态城市

建设，典型实践形式包括:公交引导型城市发展模式、城乡

结合型、循环经济型、碳中性城市、城市乡村型等几种。如

丹麦的哥本哈根采用的就是公交引导型发展模式;新加坡

采用的是典型的城乡结合模式;日本采用的是循环经济型

建立循环型生态城市
［28 － 29］。

社会参与式是指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公民个人通

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生态城市相关的决策活

动，也可以组成社会组织并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表达个人意

愿，参加建设活动，使最后的决策符合广大群众的自身利

益。如 20 世纪 90 年代澳大利亚怀阿拉市在生态城市的

公众参与方面就是一个典范
［30］;巴西的库里蒂巴市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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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儿童在学校的环境教育以及市民在免费的环境大学接

受教育的形式开展公众参与;丹麦的生态城市项目包括了

建立绿色账户，设立生态市场交易日，吸引学生参与等内

容
［31］，这些项目的开展加深了公众对生态城市的了解，使

生态城市建设拥有了良好的公众基础。

社会推进式是指社会内部由于各种条件成熟而首先

形成的一种力量，然后自发的、自下而上地推动生态城市

建设，美国生态城市伯克利的建设最能体现这一点。伯克

利生态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被人们奉为全球生态城

市建设的样板城市。

我国生态城市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理论及科技支

撑基础仍比较薄弱，目前主要以政府主导为主，公众参与

程度还比较低，然而公众的广泛参与是保持城市生态建设

良性发展的持续性推动力。探索如何充分激发群众参与

城市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和持续性是一个意义重大但又长

期艰巨的任务。

3 城市生态管理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是保障成功建设生态城市的关

键。不同的城市生态管理模式，毋庸置疑，会对支撑生态

城市建设的资源利用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选取对城市生态

管理对水、土地、空气及生物资源等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

资源的利用效率做简要评述。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常用的

数据包络分析法、随机前沿函数法等
［32 － 33］

对城市水、土

地、空气及生物资源等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进而着重

阐述城市资源利用现状以及当前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自

然资源及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对优化城市资源利用效

率提出措施或建议。

3． 1 水资源及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

人口增加，工业迅速发展，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加
［34］。中国

水资源问题不仅包括水量问题，同时还包括水质问题。有

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就被

直接排出，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国环境保护部门近

期报告显示，在全国，只有不超过一半的水可以经过处理

达到安全饮用的级别，并且四分之一的地表水已被污染到

甚至不适于工业使用的程度
［35］。水资源供给及利用中的

一些问题，如洪旱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降水不足

与用水浪费导致的区域性水短缺、生态退化与水污染加

重、产业结构和布局与水资源条件不相适应及水资源管理

体制与制度创新不足等，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化进

程
［36 － 37］。

尽管水资源管理是城市生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目前我国对于水资源管理的经验相对不足，缺乏统一的、

可操作性强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不少研究也揭示我们对

于水资源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不足
［38］。在城市建

设与开发过程中，忽视了水资源管理的长期规划与可行性

分析。水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缺少公

众的广泛参与。在城市水资源管理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如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体系，充分发挥水管理协会的作用，广泛的公众参与，同时

开展水资源管理示范区建设
［39］。这些方面都是我国在城

市水资源管理方面亟需加强的，同时要建立城市可持续水

处理系统，最大限度地削减污染，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提升城市雨水的渗透能力和涵养能力，实现城市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形成“水资源、水环境、水经济、水安全、

水文化、水管理”六位一体的生态型城市可持续水管理模

式。

总的来说，诚如相关研究所述，为缓解城市水资源压

力，应该建立健全城市水资源管理体系，实现水资源的优

化配置
［40］。同时要提升水环境容量，构建与水资源承载

力相协调的经济结构体系
［41］。此外，还要限制高耗水行

业的盲目发展，优化高耗水产业的空间布局，通过技术进

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42］。

3． 2 土地及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

城市建设依托于土地。土地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双

重动力作用，不停地与城市环境的物质和能量进行交换。

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否合理，决定了生态城市建设的

成败。从某种意义上看，研究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土地资

源的影响意义深远重大。

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 2020)》专题研究

报告，从城市用地人口容纳能力、建筑容纳能力和产出水

平来看，我国城市用地均存在较大的挖掘潜力。然而，目

前的城市规划编制，立足点往往放在城市外围用地扩张及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安排方面，对于城市建成区内部关注相

对较少，对建设用地规模和效益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使

得城市已有用地布局的调整优化力度不够，对于城市用地

潜力挖掘也不到位。相关研究也揭示，城市盲目的外延发

展，导致城市交通量、市政管网等的不断增加，影响了城市

及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这种土地利用规划方式非常不利

于土地和附着其上的各种资源的集约利用
［14］。

在相关土地资源政策方面，目前主要实施的包括土地

数量异地占补平衡政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开土地

的生产力远远低于被占熟地的生产力，且发挥不了熟地原

有的生态服务功能。鉴于此，不少研究指出，城市土生态

的科学管理必须改变土地管理与经济、生态脱节的正反馈

控制政策，变土地数量的异地占补平衡为土地生产和生态

服务功能的就地占补平衡，变土地的单目标地籍管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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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管理。通过核定每个生

态功能区的生物质生产力、生态服务功能和人文生态资

产，来对各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的生产和生态功能实施总

量科学控制
［43 － 44］。同时，城市产业结构对对城市土地利

用结构及格局也有影响，具体体现在其对土地资源及其它

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和组合的要求
［45］。在

以第一产业为主的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是农用地

和环境用地间的竞争，随着第二、三产业的不断增长，区位

条件好的农用地会向建设用地转移，当到达第三产业快速

增长的阶段，农用地会向建设用地和环境用地的快速转

移
［46 － 47］。

鉴于此，在实现城市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以及集约利

用的过程中，应该完善城市土地管理方面的立法和执法，

完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协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的关系。应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按照城市产业结构

调整的要求以及土地价值规律，对城市土地进行置换。再

次，也需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提高城市土地

利用综合效率。最后，依据土地的生态承载力，优化城市

空间格局，改善城市环境。

3． 3 生物资源及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

生物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建设生

态城市的重要支撑。城市生物多样性为城市生态系统提

供了诸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改善城市环境、维持城市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48］。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

和人类盲目的建设，城市生物区系组成受到破坏，自然生

物群落种类减少。据统计全球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以地球

生态指数计)已下降 12%，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稳定与

协调发展
［49］。

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多

因素共同决定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外来物种入

侵，原始野生动植物衰退，凡此种种正在使脆弱的城市生

物多样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50］。城市的建筑、交通等设施

建设破坏自然绿地，原始植被结构被人为改变，生物丧失

栖息地;工农业污染物不经处理的随意排放，导致河流、湖

泊和近海水域的水质下降，水体富营养化，水生动植物数

量下降，饮用水源受到污染
［51］。然而，生物多样性及生态

系统的恢复却是一个漫长甚至不可逆的过程。当前，我国

城市生态建设多从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及空间的角度出发，

对人与其他生物的和谐共存的考虑及具体实施措施的考

虑及设计相对不足，缺乏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环境

的唯一选择。有学者提出，根据绿地的功能和生境类型来

对城市植物进行配置，构建以自然群落为基础的人工群

落，保护城市绿地系统中植物多样性;在动物多样性方

面，通过规划栖息地和建设生态廊道的方法对其进行保

护
［52］。目前，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

段，相关科学研究也存在较多的疑问。在进行合理规划

之外，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建设，建立独立的针对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宣教工作，增强民众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同时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和理论，在

城市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

3． 4 空气质量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关系

空气属于可更新资源，它具有自然资源所共有的一切

属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因而使一定区域内的空气质量

趋于一致
［53］，并对生态城市建设提出要求与制约。区域

性雾霾现象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复合型大气环

境污染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各种机动

车尾气，工业的超标排放，有毒重金属混入大气，使得近几

年我国特大城市雾霾现象日趋严重，空气品质持续恶化，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我国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

的目标背道而驰
［54］。

目前对于空气作为一种资源价值形态的相关研究较

少，作为城市的一种重要自然资源，空气资源的价值一直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空气资源价值量估算方法和理

论。由于长期以来被人类无偿使用，从而在许多地区造成

了对空气资源的使用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有学者提

出应该制订合理的经济政策，坚持对空气资源的有偿使用

原则，做到“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53］。不少研

究揭示，同时我国存在着区域大气环境容量与经济发展不

相匹配的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大气环境容量越低，而

且大气环境压力越大，严重制约经济布局和发展
［41］。

历史上，美国就是因为“洛杉矶烟雾事件”启动了空

气污染法的立法进程，成为世界空气污染法的立法先导，

其立法经验为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提供启示。大气环境保

护不仅需要法律的制约，更需要民众的监督，所以在环境

治理过程中应更广泛的纳入民众参与，让群众更好的参与

到立法与监督中来。同时对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要

进行限制以及严格管制，建立和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实

行大气环境污染问责制，做到从源头抓起。另外，在城市

规划过程中，尤其是新城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立地环境以

及气候条件，对建筑物的设计、街道以及绿地和空地的布

局要进行合理规划，提升大气环境容量。

3． 5 能源及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撑

能源作为一种可耗竭的战略性资源，在经济发展、国

家安全与环境保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生态城市

建设的支撑作用不言而喻。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能源消费

随着城市人口化率的增加而增多，能源和环境问题也成为

进一步城市化的制约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化也要求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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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污染物排放，以使居民

生活的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
［55］。我国城市能源消耗约

占我国能源总消耗的 3 /4［56］，城市能源消费存在以下突

出问题: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一次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能

源消费过度高碳化;能源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能源使用效

率较低;能耗水平和增速均高于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等。

我国未来城市能源利用的总体目标将是城市能源消

费逐步实现可持续、低碳、清洁和绿色。能源结构优化，提

升新能源比例和清洁能源比例，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以及规模化的新能源利用将是城市能源利用的发展战略

重点。国家相关部委对城市能源消费管理方面也提出了

若干重要的政策要求，将页岩气和煤层气等新型能源确定

为未来城市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城市空间的角

度，对建筑节能和城市节能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关于

城市规模与空间形态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及提炼

对城市空间规划的指导性策略方面有待加强
［57］。

能源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多从资源禀赋、产业结

构、技术进步、能源价格等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来考察。有

些研究表明，资源丰裕程度与能源效率显著负相关，即控

制其他影响因素时，资源禀赋越充裕的地区能源效率越

低
［58］;有些研究表明如果产业结构中的效率和结构份额

对能源效率均为正向影响，则产业结构比重的提高也会对

总能源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
［59］。还有研究论证了技术进

步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在长期提高能源

效率中存在技术扩散性效应
［60］。也有研究认为，当前中

国能源的相对价格并没有体现出使用能源的完全成本，能

源价格的提高反而会降低能源效率
［61］。这些研究及发现

对于确定生态城市能源利用结构，制定能源政策和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具有很好的启示。

4 结 语

当前中国建设生态城市的热潮持续增温。城市生态

管理是生态城市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实现人、自然与社会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本文从生态管理模式的定

义出发，提出从城市规划、产业结构、资源政策、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与标准、组织形式等五个核心方面诠释城市生态

管理模式，即面向生态环境承载力要规划先行，面向资源

环境禀赋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面向高效、节约利用资源

要进行政策引导与调控，面向生态环境保护要完善措施与

标准，面向更广泛参与要积极探索多元组织模式。本文还

分析和总结了当前城市资源利用现状，以及生态管理模式

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内外针对城市水、

土、气、生物资源和能源利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国内尚

不存在可推广的、面向生态城市建设的空间规划以及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的规范化的标准体系和可操作的实施指南;

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方面的现

有研究比较分散，单方面面向生态城市建设中具体问题的

成功案例多有报道，但综合的多维的管理模式鲜有涉及。

因此，现阶段加强城市生态综合管理模式的研究具有积极

的学术探讨价值与科学决策意义。

( 编辑: 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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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Concept，Mod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ZHANG Qian1，2 DENG Xiang-zheng1，2 ZHOU Qing1，2，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2．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The resource demand press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that result from rapid urbanization leave the urban

eco-system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It is crucial to integrate the idea and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o explore sustainable modes of bo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habitant behaviors in order to guarantee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e examination of scientific issues that support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is therefo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esent study，we analyze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s of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find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no integrated and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for the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mode． Most of the reported case studies

focus only on the handling of specific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and studies of the integrated multi-dimens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ecological cities remain under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we also find that

systematically normalized standards and operational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ties do not exist．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anagement mode at the specific level of the integrated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ystem’s practical needs，we interpret the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patial planning，industrial structure，resource policies，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standards，and forms of

participation． We recommend that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proceed with regard to the threshold of eco-environment capacity，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be upgraded considering the endowment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tha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aimed at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that standards and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improved，and that a diverse range of organizational types and behaviors should be explored towards wid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lso indicates that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impacts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mode on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resource utilization are widely dispersed． Most of thes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a particular single factor that

impacts urban resource utilization，and clear and logical research frameworks and system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established．

Consequently，we highlight the urgency and significance of examin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mode and investigating its

impacts on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resource utilization．

Key words eco-city; urban ecological manage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ec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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