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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生态城市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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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人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普遍高涨，居民的聚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

总体看来，公众的环境意识仍为“依赖政府型”、应用的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1]，城乡矛盾、

环境污染、思想观念、人口、消费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建设生态城市还任重道远。在建设生态城市

过程中，应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

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

立经济、社会、生态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 

       “十二五”时期将是德阳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健

康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故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应加快德阳生态城

市建设步伐，使生态承载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全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循

环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设生态城市的必要性 

       一是生态城市建设能够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中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城市的基础设

施落后、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土地紧张，以及城市的

风景旅游资源被污染、名城特色被破坏等矛盾日渐显著。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与和谐的生态

型城市，可以有效解决这些矛盾。 

       二是生态城市建设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随着经济的日益增长，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

高，城市居民对生活的追求将从数量型转为质量型、从物质型转为精神型、从户内型转为户外型，

生态休闲正在成为市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生态城市的建设恰恰可以满 

       足人们对户外休闲的需求。 

       三是建设生态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发展中应坚持环境、社会、经济三者的和谐统

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对保护环境和高效组织社会生活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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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生态城市建设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发展建设生态型城市，有利于高起

点进入世界绿色科技先进领域，提升城市的整体素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和形象。从一个城市来

说，哪个城市生态环境好，就能更好的吸引人才、资金和物资，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 

       二、德阳建设生态城市基本情况 

       （一）有利条件 

       一是德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临龙泉山脉，地貌类型多样。以绵远河为界，河东主要以丘

陵、丘间盆地为主，地势南高北低，多由砂页岩组成；河西以平原为主，约占市区面积的36.4%，

属成都平原的一部分，地貌特征较为简单，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相对高差均不大于10米，土地肥

沃，为德阳市主要农业区。 

       二是境内河流分别属于沱江水系和涪江水系，多发源于西北地区，流向东南，主要河流有绵远

河、石亭江、青白江、湔江、凯江和郪江。市内河流多年平均径流深为531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31.26亿立方米。德阳市地表、地下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地下水水质优良。 

       三是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德阳避免了第四季冰川的袭击，许多物种得以保存，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其中：菌类植物33科222种；浮游植物41科355种；地衣植物17科110种；苔藓植物56科241

种；蕨类植物33科124种；裸子植物10科36种；被子植物167科2329种。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沱江源头生态环境亟待保护和恢复。由于过去数十年长期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沱江源头森

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原始森林面积已缩小45%，森林生态功能衰退，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水土

流失加重，流域内水文条件恶化，地表水径流量减少，水资源缺乏。 

       二是地表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工业废水虽经过“全面达标排放”等控制措施，尚不能做到全

面达标，达标排放情况也不稳定，大量工业废水直接入河，加剧了水质污染。2007年全市废水排放

总量12493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5450吨，氨氮排放量1687吨，已成为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也已成为影响水环境的

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市域内仅有德阳市、广汉市、什邡市、绵竹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处理，而且

现状的污水处理设施还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部分，县城和乡镇生活污水更是直接排入河流。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也不完善，垃圾下河现象在部分乡镇还存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城市生活污水

和生活垃圾对河流地表水的污染现象还存在。 

       三是大气污染不容忽视。德阳为工业城市，2007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3289623万标立方

米；工业粉尘排放量10409吨；烟尘排放量8219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4162吨。因此，工业污染物排

放是影响全市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四是环保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受区位条件限制和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

沿海相比差距不断扩大。受经济发展的限制，环保投入资金有限。生态经济刚刚起步，环保产业发

展缓慢，生态环境建设进程受到制约。 

       五是技术标准和政策措施有待完善。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与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与手段较为落后，德阳地方性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还不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有待加

强，资源与环境保护执法尚不到位，公众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有待提高，部门、地区之间生态建

设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性不够。 

       三、德阳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一）加强教育和宣传，不断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各级宣传部门要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活动，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监督和推动

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生态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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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德阳市生态市建设规划，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生态市建设规划应全面从

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人为本制定战略性的、能指导和控制生态城

市建设与发展的蓝图与计划。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为目标，且规划要起到突出中心区生态景

观建设，营造健康宜人的生态环境，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建设，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发挥城市的综合

生态调节功能，削减城市扩展和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作用。 

       （三）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德阳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从城市的总体

效益出发，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逐步形成合理体

系，在政府的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居民创造一个整洁、宁静、高雅、舒适、便利的工

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生态产业发展。德阳应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城市能源体系，大

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城市能源体系，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

展环保产业；建立城市清洁交通体系；发展城郊生态农业，改善城区周边环境，缓解市中心的生态

压力。 

       （五）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设高品质的生态居住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生态建设，

坚持政府组织、群众参与、统一规划、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城市绿化管理制

度，切实保证绿化用地，不断增加绿地面积，恢复生态功能和植物的多样性。一是加强沱江上游源

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增加河流生态环境用水。加大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力度，加强对风景名胜区和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二是保护绵远河、石亭江、鸭子河等主要河道和人民渠引水干渠，在其两侧设

置足够宽度的绿化隔离带，严禁安排重污染类工业用地，严格工业企业的排放标准。增强防洪和水

资源调蓄能力，大力防治工业、城市和农村污染，保护饮用水安全。三是保护继光水库、彭家坝水

库、黄鹿水库周边及人民渠等水库供水渠沿线，保证水库水质在二级以上。一步优化长江上游防护

林结构，植树造林多样化。以水土流失防治为重点，完善生态保护及其监测体系。 

       （六）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制体制，部门密切配合，强化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涉及

城建、环保、土地、园林、工商、公安、交通、水利、科技等许多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

切配合，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把城市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七）加强成德绵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

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

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成德绵应逐步构建区域性生态体系，形成区域生态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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