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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宣言 

作者：翻译/宋艺   发表：《城市环境设计》2007(1):13-15 评论(0) 打印 

  1993年10月2日，该宣言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召开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理事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一、原则 

  以下原则反映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基本的价值观。以下大部分原则都在1992年《关于环境

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中得到了一再的强调。  

  ·人类及其文化、聚落的健康幸福，与其他物种和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繁荣互为关联、相互影响。  

  ·我们的后代有权利享有与我们相同甚至是更好的环境。  

  ·长远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  

  ·环境和文化的完整性必须得到维护，这需要持续的人类进步和发展水平来实现。  

  ·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目的，两者的和谐共生确保了其共同的健康。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必须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鉴于发达国家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为了发达国家自身乃至国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必须承担

相应的责任。  

  ·从本宣言的意图出发，本宣言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不牺牲未来发展所需的前提下，满足当前

发展所需”。因为景观包含了维系生命的基本过程，所以，人类需求的满足需要健康的景观。因为景观是一个生

命的综合体，不断地进行着生长至衰亡的演变，所以，健康的景观需要不断地再生。没有再生，就无所谓可持

续。在世界范围内培育  

  健康景观的再生与自我更新能力、恢复被破坏景观的再生与自我更新能力，成为景观设计学这一专业的目

标。  

  二、第一部分：目标 

  以下目标不仅为可持续发展的执行提供了概念框架，还为相关规范、教育以及景观设计师的实践指引了战略

方向。  

  景观设计师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在规划、设计、管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有履行维护自然系统和文化社区的健康以及两者间的和谐与

平衡的义务。  

  ·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进行的景观规划设计、管理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景观所在的文化背

景和生态系统上。  

  ·研发、明晰产品材料和相关的工艺技术，使可持续发展和景观再生的种种原则得以实现。  

  ·不断谋求自身在相关知识、能力、技巧以及教育机构、专业实践和专业组织上的进步，以实现更为有效的

可持续发展。  

  ·积极参与、促进那些有利于人类健康、环境保护、景观再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议、态度以及价值观的

形成和制定。  

  三、第二部分：战略 

  以下战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方针，这些战略应该被应用到专业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专业工作包括内在职业文化、专业咨询和志愿者活动。  

  在规划、设计、管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有履行维护自然系统和文化社区的健康以及两者间的和谐与平

衡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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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环境和文化的需要，通过长远的、全面的方法及相关

措施，预见景观设计、规划、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利益。  

  ·根据问题的挑战的严重性和规模，使用相应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以提高效率。  

  ·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保护、恢复地球生态系统及其相关人类文化的健康和完整。  

  ·在发展景观设计、规划、管理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确定和联系利益相关者—社区和个人,以利于制定影响

其生活和未来的决定；确保其了解相关信息的途径，这些相关信息将呈现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中,为其创造解决问题

的机会。  

  ·预防重于补救。  

  ·通过对住区环境的设计和规划，促使住区环境享用者采取健康的、环境意识强烈的、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和

态度。  

  四、第三部分 

  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进行的景观规划设计、管理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景观所在的文化背景

和生态系统之上。  

  ·培育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努力维护、保护或重建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把治愈、重建、恢复、开垦、培育退化的生态系统作为景观规划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努力保护地区的多

样性及其特征。保证利用乡土的或是适应当地水土的材料、树种，建立保护当地动物物种的栖息地。避免使用那

些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植物。  

  ·尊重、协调甲方、用户及其相关社区的文化价值观；保护那些充满文化意蕴的地域、结构和人工构筑物。  

  ·认识到其他动物物种是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基本组成部分；保护其现有栖息地；重建遭到破坏的栖息地。  

  ·保证活动对场地具有支持性，而不是在场地容忍限度之内、之外对环境进行破坏性活动。尽量在场地内解

决所有问题；不要转移问题或者延迟解决问题。  

  五、第四部分 

  研发、明晰产品材料和相关的工艺技术，使可持续发展和景观再生的种种原则得以实现。  

  ·开发、利用那些对场地具有剧烈影响或轻微影响的技术以及“土办法”—对于生态系统、文化、项目维护

和管理而言是适合的；倾向采用“土办法”以及当地材料。  

  ·当发展本身成为项目的一部分时，应通过场地恢复自始至终地确保建设成果的高质量，确保场地保护的完

整性，确保对场地只具有轻微影响的技术被用于建设进程的所有阶段。  

  ·明晰所用材料和产品、其最终成品以及生产过程都应无毒；倾向采用循环再生材料或可以回收材料。  

  ·优化设计方案，明晰所用产品和材料，以减少其对于物种、不可再生资源或者生态系统的潜在损害。  

  ·明晰那些在设计方案中拟定的长期使用的材料和产品；设计易于维护的、便于转换的结构，使之不仅适应

当前的需要，还有利于最终的废物利用。  

  ·使用可再生的、可持续的能源，并保证其得到有效的利用。  

  ·把场地的每个元素—土壤、岩石、水体、植被都当作资源看待，而非当作耗费物看待；对于存在耗费的地

方，应采用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相关措施。 

  六、第五部分 

  不断谋求自身在相关知识、能力、技巧以及教育机构、专业实践和专业组织上的进步，以实现更为有效的可

持续发展。  

  ·通过总体的、前瞻性的对本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相关组织、甲方、决策者、社区领导、社区公民的知识和

经验的共享，促进、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在专业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团体内构建有利于多学科合作与联合的网络，以便信息共享。信息共享不仅有

力地推动了环境责任的形成与可持续的发展，还有力地支持了合作的、互补的、非竞争的方法。  

  ·参与有关可持续的平衡的规划设计、管理过程、技术以及产品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更为广泛、迅速

地发布、应用。  

  ·采用并改进环境影响预测、监控、评估和审核。  

  ·积极探寻、掌握新的知识、能力、技巧，进一步强化现有知识、能力、技巧，将可持续发展、平衡发展和

景观再生的概念付诸实践。  

  七、第六部分 



  积极参与、促进那些有利于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议、态度以及价值观的形成和制定。  

促进公众、甲方、各级政府、学生、环境保护与发展组织机构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搜集、分享信息，以

利于问题的诊断以及关注可持续发展与平衡发展的解决方案的制定。  

  ·加入其他组织和团体，以便更为高效地宣传、推广可持续发展、平衡发展以及景观再生的概念。  

  ·促进那些有助于文化资源和环境资源发展的新的经济措施的实施；识别、发展、推动那些有利于资源保

护、恢复与再生的经济动机和其他动机。  

  ·加强、提高现有的环境法律、规章、标准和指导方针并推动其执行。支持、推动环境影响评估的执行，以

限制那些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  

  ·提出、发展、制定新的法律、规章、标准和指导方针，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景观再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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