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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城市化进程生态城市建设问题分析 

作者：李鸿辉 来源：网络 添加日期：10年09月13日 

  一、广东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一）广东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生态问题 

  广东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期。城市化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不

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诸如人口密集、用地紧张、住房短缺、交通堵塞、环境恶化、公害频发等问

题。广东城市化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发展停留在表面的基点上，即城市规模的扩张与城市功能

转换不同步，城市数量增长与城市质量提高不同步。一方面是城市和小城镇数量的猛增，但城镇体

系不完善，城市和区域功能缺乏科学定位和相互协调，功能不健全，设施不配套；另一方面区域中

心城市发展不足，小城镇布局分散，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

厂不进城”， 更加凸显了城市问题的严重性。 

  城市问题的本质是生态问题，一定区域内人口高度集中而持续增长时，各种资源消耗迅速增

长，必然对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超越自然和社会的承载力，破坏生态环境的区域基础，

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调。 

  （二）城市生态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从更深层次根源分析，城市生态问题的产生是人们对“城市的本质”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在

很长的时期里，以“经济”为价值导向的城市发展思想成为主导，这种只注重经济因素而忽略生活

本质的思想，使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走上了“先发

展，后治理”的道路，导致了一系列的城市生态问题，不但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使城市发

展面临着严重危机，广东也不例外。 

  二、生态城市的内涵分析 

  （一）生态城市的思想渊源追溯及概念辨析 

  “生态城市”作为一个科学概念，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计划”

（1971年）中出现，倡导“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统一”，其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原苏

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生态良性循环的理想栖地，体现了技术与生态的充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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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居民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的最大限度保护，物质、能量、信

息高效利用。美国生态学家雷吉斯特提出生态城市是指生态健全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

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中国学者董宪军认为，生态城市是指基本结构和功能符合生态学原

理，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行，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

度开放和高效利用，居民安居乐业的城市。 

  从“城市的本质是人的生活”这一基点出发，城市首先是人的生活家园，城市的建设就是让人

类最主要的居住形态和生存空间具备最适宜人的生存条件。生态城市体现了两层含义，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生态城市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共生和持续发展的人类住

区。建设生态城市是人类长期反思后的理性选择。 

  （二）生态城市的本质内涵 

  1、生态城市超越了传统城市的概念，把城市作为“人与自然”复合共生系统，融合了社会、

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因素，体现人、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2、生态城市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即其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

展”。 

  3、生态城市坚持了区域整体和系统最优的发展思想。4、生态城市确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统一性。5、生态城市是一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持续发展过程。6、生态城市的发展是

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行动。 

  三、生态城市建设中的政府治理变革分析 

  生态城市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这一超越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政府将起到

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生态城市建设过程各项活动的协调控制，促进生态环境的不断改

善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实现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导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和协调。然而，由

于生态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公共事务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复杂性、动态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其管理控

制的系统性、复杂性、变动性和艰巨性。实践证明，传统的单一权力结构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

适应生态城市建设的客观要求，只有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和公共组织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协

同管理城市建设中的各项公共事务，才能有效地解决日趋严峻的城市生态危机问题。 

  四、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使一些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危及了未来

的发展。面对着生态危机，不少政府一方面对原有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以

生态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城市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政府治理变革，实现包括政府、

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和市民社会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对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成

功地建成或改造了一批体现“环境宜人、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生态城市或住区。 

  （一）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与环境有机融合的生态原则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1971年，莫斯科城按照城乡一体规划把市区和郊区进行整体区域布局，以放射状市级中心体系

和多核分片式空间结构形成8大组团，组团间以绿化系统分隔和道路网络联系，使城市同自然环境

有良好的结合。与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相比，生态城市按照生态的要求调整空间结构：结合自然地

理条件采用分散组团分布结构，强调城乡有机整合，注重城市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合理控制，使城市

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发展，或由同心圆环状向外扩展转为沿多轴向扩展，将城市结构布局与

江河湖水、山丘林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二）建设高效完善的生态支持系统，为整个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保障 

  生态支持系统是各类公园、河流湖泊、湿地、山体谷地、森林、自然保护区、农田草地、果

园、防护林、广场道路绿化、层顶花园等要素集合，通过自然或人工构建形成的立体化网状结构，

对维护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作用。十九世纪巴黎的成功就在于建设了一个高效完善的生态支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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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现代欧洲许多城市如丹麦哥本哈根、瑞士日内瓦、瑞典斯德哥尔摩等也得益于它们完善的生态

支持系统。 

  （三）建设完善的城市基础和公用设施，为高质量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库里蒂巴市作为巴西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城市之一，政府积极发展公交系统，建设包括机动车

道、自行车道、步行区的道路网；完善排水系统，沿河道修建有蓄洪作用的公园、人工湖；在市内

及公园大面积植树种草，把河两岸的废弃厂房、建筑物改造成体育休闲设施；结合公交系统推动住

宅开发；鼓励居民、企业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活动，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生态城市建设

的成功道路。 

  （四）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宜人的聚居形式 

  1999年起，西班牙马德里市规划建设一座占地730万平方米生态城市——新巴列卡斯城。新巴

列卡斯城建设是目前国际倡导的“生态居住区”，主要理念是从宜人居住的角度研究居住区的建

设，重视绿化环境和住区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协调，有完善配套的生活市政设施，强调创造一种和谐

的社会生活氛围，体现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发展。这种“以人为本”发展的聚居形式，处处体现对

人的关怀。 

  （五）建立以节约资源、防止损害生态环境、加强物质能量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现代化生态工业

模式 

  生态城市必须解决工业生态化问题，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一是

采取“生态技术”使生产过程和产品环保化、高效高技术化，建立节约资源、防治污染、实现资源

循环利用和废物综合利用的新型工业生产模式；二是按照“工业生态学”思想发展生态园工业区，

建立“生态产业”体系。 

  五、广东实施生态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 

  广东2003年城市化水平是47.67%，从整体上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城市生态危机依

然危及着城市的未来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政府治理变革，把生态理念贯穿于城市化的

整个进程中，促进城市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广东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广东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指向是生态优先，实现人与自然、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和谐协调、健康持续发展；二是立足于现状，着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对立、生态危机等主

要问题；三是因地制宜，结合各自条件探索不同区域相应的城乡生态化策略与途径；四是从经济、

政治、文化、环境等系统整体角度去认识各方面的作用和关系，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去解决生态城

市实践问题；五是城市生态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和持久的发展过程，必须坚持长期规划，稳步推

进。 

  （二）按照生态优先分区推进要求优化区域城市体系结构 

  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的现代化生态型特大城市连绵带，其辐射范围包

括清远、河源、云浮、阳江等邻近的城市。优化区域内城市体系布局，构建城市间快速交通系统、

生态资源共享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按照层次推进、轴线延伸等加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乃至

邻省的联系，拓展共生发展空间，使之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具备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生态型国

际性大都市连绵带。 

  粤东、粤西、粤北不同区域采取三个层次的发展策略：第一是强化区域核心城市发展，通过核

心城市整体实力提高和环境优化引导区域内城市化发展；第二是通过分工与合作促进区域内其它中

小城市特色化、专业化发展和功能互补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三是重点发展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

较好的中心小城镇。同时，围绕核心城市建设便捷的交通网络，构成大、中小城镇有序的整体协

调、分工明确、特色分明、功能互补、生态良好的区域城镇体系。 



  （三）按照高效生态发展要求建立生态型区域城市产业结构 

  生态型经济要求跳出一城一镇的局限，从区域整体的层面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以节约资源、防

止损害生态环境、加强物质能量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现代化生态产业模式。珠三角产业发展上应注重

高级化和生态型，在产业转移过程腾出空间，集中资源发展高科技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和生态城市

型产业；粤东、粤西地区实行区域工业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并进的战略，在主动吸引和承接珠三角产

业转移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二、三产业比重，推动乡镇企业集约经营、规模发展，引导其向

中心城镇集聚；粤北山区按照把山区城市建成生活安居的净土、绿色的屏障、理想投资地的要求，

走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按照整体协调永续利用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环境保护 

  要从整体发展和永续利用的要求出发，优化对土地、森林、水以及其它自然资源的配置，最大

限度地提高各类资源使用效率。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从整体层面去规划和实施城市区域的生态支持

系统建设和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十分短缺和分布不均匀问题是制约广东城市化和生态发展的主要矛

盾，应该采取特殊措施加以缓解：一是把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结合起

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二是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易地开垦补充耕地，探索跨省区的易地开发和基

本农田保护区易地平衡的可行性；三是全面推行都市区、城镇密集区、开发区和生态敏感区等四种

用地模式分类制导模式。 

  （五）按照综合协调全面推进的要求实施生态城市建设策略 

  生态城市建设涉及城市各个系统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各项设施建设和自然演进过程，应

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全面推进实施：宏观策略是从全省整体上推进城市体系生态化发展

而采取的措施对策；中观策略是根据广东不同区域（包括城市群）生态系统的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对

策；微观策略是指在某一个城市或地区具体实施生态建设时应该采取的措施对策。各级政府在实施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从编制生态城市规划、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建设生态支持系统、完善基

础和公用设施、发展宜人的聚居形式、发展现代化生态城市经济模式、建立生态城市法律保障体

系、强化公众生态和参与意识等各个环节上，坚持综合协调、全面推进。 

  （六）实施分阶段推进生态城市发展战略 

  起步阶段：主要任务是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调整人们的行为意识；制定整体计划，建立生

态示范工程，对城乡的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初步建立起生态城市建设实施的保障机制、

法律体系。 

  生长阶段：公众生态意识增强并逐步向绿色产业结构和生活消费模式转变，加快城乡组织结

构、功能的调整改造，全面整治和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及区域生态

环境整体共生能力，基本形成城乡社会、经济和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高级阶段：城乡进入有序稳定发展状态，即实现生态目标。形成公众自觉广泛的参与和生态城

市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发展中始终保持动态平衡和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不断的创新、提高和完善。 

  由于广东不同区域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态城市建设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起步阶

段，又有生长阶段，各个城市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有计划分阶段推进，加快发展。 

  （七）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促进生态城市建设 

  基于生态城市建设视角的政府治理变革途径是：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分析和治理实践经验的借

鉴，分析和探讨广东生态城市建设体制环境和管理模式的创新途径，摆脱政府垄断和管理主体单一

现状，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动员、引导、组织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与发展决策，形成社会网络组织体系和多中心治理模式，建构适合我省实际的生态城市建设治理体

制。 



 

（作者系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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