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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生态建设存在五大问题 

作者：俞孔坚 来源：网络 添加日期：10年03月17日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更是日新月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正处于城市化

发展的阶段，城市的数量已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36个，发展到目前600多个。城市

人口也由1949年的不足10%，发展到目前30%左右。如何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把城市人口、资源、社会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协调统一，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城

市发展所面临的不容回顾的问题。  

 

       我国城市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城市河道整治中的“渠道化”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25.4%的城市是临河设置的。80年代初，我国许多城市开始规划城市

河岸，但由于规划思想落后，规划的城市河岸功能单调，且人工痕迹累累，在许多城市，城市河岸

往往被渠道化，甚至把河流变成暗渠。渠道化的河岸大多只注重防洪，重改造轻保护，破坏乡土植

被，不能体现河岸的综合功能。景观设计多采取传统的工程措施，即拓宽河道、裁弯取直、水泥衬

地、石砌护坡、高筑河堤等。这些措施虽然能够立竿见影，使河道景观看上去“整洁”、“漂

亮”，但是却忽略了许多缓慢的或不易察觉的负面影响。  

       （2）城市绿化建设中的“造假化”问题  

       近几年，为了追求所谓的“异域风情”和施工管理上的简便，北方许多城市的绿化建设中出现

了严重的“造假”现象。这种现象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蔓延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建设

的进程。  

       （3）城市景观建设中的“奢侈化”问题  

       城市景观环境的建设正在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所左右，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了为

了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而“大兴土木”，把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城市形象的塑造上。这种被

称作“城市美化运动”或“城市化妆运动”的城市景观建设行为，是一种没有远见的赶时髦现象，

其结果造成了今天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特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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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城市生态建设中的“急进化”问题  

       城市生态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存在“急进化” 问题。虽

然近几年由于北方城市的水资源短缺，人们对大规模种植草坪的现象提出了质疑。但是很多城市为

了在短时间内取得绿化的效果，仍然热衷于大规模发展草坪，尤其是公共绿地、住宅小区的建设。

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中占主导地位的树木、尤其是乡土树木的种植比例较低，影响了城市绿地综

合生态效益的发挥。  

       （5）城市生态建设中的“崇洋化”问题  

       城市生态建设中的“崇洋化”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逐步失去民族性。在我们一些城市，建设

者为自己城市的所谓“辉煌建设成就”沾沾自喜时，国外某城市专家却说他不想看中国的任何一个

现代城市，因为大多数的现代城市景观可以在欧美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城市看到。他说中国的

城市已经越来越没有文化了。这不是耸人听闻。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1）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的同时，做好城市生态建设规划。  

       这个规划必须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为目标，立足城市市域范围，综合考虑城市周边地区

及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内容应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城市环境

保护规划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是生态建设的依据，各级政府应高度重

视。要把城市生态建设贯彻到城市规划设计、规划建设、规划管理的全过程中。 

       （2）建设生态建设，走城市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遵守五个原则。系统原则：城市是一个区域中的一部分，城市生态系统也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与城市外部其他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用系统的观点从

区域环境和区域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自然原则：城市规模及结构功能等都受自

然条件的限制，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特征和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原则：经济的发展

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

生态原则：维持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必须注意城市生态系统中结构与功能的相互适应，使城

市能量、物质、信息的传递和转化持续进行，处于动态平衡。阶段性原则：发展生态城市，不能急

功近利，要根据城市社会经济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相结合，分阶段定目标，持续发展。  

       （3）加强城市生态绿地建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城市绿地建设应解放思想，加大力度，改变过去那种“见缝插绿”、“三小绿地”的保守观

念。应把重点放在建设大型生态绿地、环城绿地、大型交通绿地以及居住区绿地上，强调城市绿地

的连通性、城郊绿地的结合性、景观与生态的共融性。在生态绿地的建设上强化科学性，在科学性

和基础上追求艺术性。  

       （4）维护和建立城市绿色廊道，保护野生生物栖息环境。  

       应尽量保留自然特征的河流廊道、城市河岸的带状公园和城市道路两侧的立体绿化带等。 

       （5）保护乡土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  

       21世纪生态建设的主题是保护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原有生物生息环境的保护和新的生物

生息环境的创造。在城市建设中应保护城市中具有地带性特征的植物群落。要保护乡土树种及区域

性稳定植物群落的组成，有节制地引种。乡土树种是构成地方性自然景观的主角，也是反映地区性

自然生态特征的基调树种。  

       （6）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最坚持”的守侯 

 

云南大理重旱直 

城事声音

百姓心声：买房，我最大的心愿 

请重视环境卫生 创良好城市形象 

广州面临“超级城市”挑战 

海南要做怎样的示范？ 

农民工二代怀揣城市梦 

百姓感言：长沙巨变我们得实惠 

幸福在大都市之外：生活品质高成就 

谈我眼里的九大城市感受 



 

       屋顶绿化作为拓展城市绿化空间的手段之一，应在我国城市生态建设中积极推广。生态型屋顶

花园已经成为防止大气变暖、节省能源、改善城市自然生态的一种综合性手段。从未来城市建设的

发展来看，这种手段是我们在城市生态建设中应该学习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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