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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南昌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出发 ,分析了该市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 , 并提出相关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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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6 届会议上发起了“关

于人类聚居的生态综合研究”,“生态城市”概念应运而生。

这一崭新的城市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 其内涵也不断得到发展。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世界上很

多城市如罗马、法兰克福、华盛顿、东京、莫斯科以及我国的

北京、天津、长沙等都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在全国部分省、区进行的“生态示范区”试点也取得了较好经

验,“生态城市”已被公认为21 世纪城市建设的理想模式。

1  “生态城市”的内涵

张禄祥等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学等角度阐述了

生态城市的内涵。①从哲学角度看, 生态城市的本质是实现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也即“天人合一”, 这是生态城

市的价值取向所在。②从经济学角度看, 生态城市的经济追

求效益, 而不是粗放型增长经济, 因此应充分采用可再生利

用,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 建立生态农业, 实现生态

化生产。③从社会学角度看, 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

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应从生态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 , 倡导生

态价值观、生态伦理, 提高人们自觉的生态意识, 建立促进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④从地域空间角度看, 生态城市

是城乡结合、互为一体的, 这里的“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

不同, 与传统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总

之, 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

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四者保持高度和谐, 城市环境及人居环

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 失业率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高

新技术占主导地位, 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 , 最大限度地

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

定、协调、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2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 .1 南昌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作为江西省的省会, 素

有“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之称的南昌市在实践生态城市的建

设过程中做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的成绩表现在以下方面:

2 .1 .1 生态环境建设。为促进南昌市的生态环境建设,2005

年, 南昌市出台全国首部保护城市湖泊地方法。同时, 该市

还实行了城市“绿线”管理制度, 明确划定各类绿地范围控制

线。对已建成的城市绿地、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

风景林地, 以及城市主要道路、铁路、公路、江河堤岸、风景湖

泊沿线绿地等区域规划“绿线”范围。规划“绿线”内的用地

不得改作他用或进行与城市绿化不相关的建设项目。随着

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 , 仅2004 年 , 南昌市便新增城市绿地284

hm2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7 .1 m2 , 城区绿化覆盖率和城市绿

地率分别达36 .88 % 和34 .88 % 。2006 年通过的《南昌生态市

建设规划编制大纲》提出在2015 年成功创建“生态市”的

目标。

2 .1 .2 生态产业建设。生态产业是继经济技术开发、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发展的第3 代产业, 是包含工业、农业、居民区

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状况的一个有机系统。近年来, 南昌各

县按照市委、市政府分类指导、错位发展的思路, 结合各自不

同实际, 利用自身优势资源, 主动融入大南昌, 对接大南昌 ,

积极探索适合本县区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 形成了竞相发展

的新格局。如进贤县紧紧围绕“工业优强县、产业特色县、绿

色生态县、和谐文明县”的战略目标,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等

优势, 积极对接南昌, 推动了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该

县的文化用品“一支笔”、医疗器械“一根针”、高空礼弹“一盆

花”、食品加工“一瓶酒”、钢架结构“一张网”、特种水产“一只

蟹”、食用菌类“一朵菇”等七大特色产业发展迅速 , 产业集聚

度不断提升, 市场份额不断做大 , 产品品牌不断叫响 , 带动作

用不断增强 , 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已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增

长极。2006 年, 该县医疗器械“一根针”、特种水产“一只蟹”

分别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国字

号”称号。又如湾里区围绕“三区一园”的发展定位, 全力打

基础、重保护、快发展, 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后花园建设, 经济

社会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 , 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74 909 万元, 同比增长16 .1 % ; 财政总收入完成12 636 万元 ,

同比增长33 .5 % 。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2 .1 .3 生态人居建设。包括土地和景观生态工程、水生态

工程、能源生态工程、废弃物的处置工程等。2003 年江西省

在南昌开展住宅建筑节能示范工程。使用节能墙体, 冬天能

使建筑物内保持太阳、取暖器及照明设备产生的热能; 夏天

能阻隔室外的热空气, 可节约使用空调 , 从而降低居民的用

电量, 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南昌2007 年起率先在江西省试

水生态城市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目标是力争到2010 年,

该市主要江河、湖泊水质监测I-III 类水质比例达85 % 以上 ,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99 % 以上,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80 % 以上。同时, 南昌市对市区道路上的运输车辆防尘进

行统一监管, 彻底改善了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物居高不下的

局面, 使南昌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5 % ; 加快城市饮用

水净化和污水处理建设, 使南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30 % ; 还对交通噪声、工业企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文化娱

乐噪声和商业噪声污染进行综合整治, 确保区域环境噪声平

均值低于60 Db。此外 , 南昌2007 年将以环城主干道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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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主体 , 高品位构建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带、大型城市绿

化、中小绿地广场三位一体的绿化格局 , 进一步完善、优化南

昌点、线、面绿化体系, 力争新增城市绿地200 hm2 , 人均公共

绿地增加1 m2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1 个百分点, 以达到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2 .1 .4 生态文化建设。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 鄱阳湖西南

岸, 自然环境优美, 山环水绕, 风光绮丽。西挽西山, 北望梅

岭, 赣江穿城而过,“城在湖中, 湖在城中”。其文化底蕴深

厚, 有着众多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 为对

八湖进行整治开发 , 南昌市确定了“环湖一条路, 沿路一片

绿, 依湖一片景 , 连湖活水系, 靠湖聚财富”的基本思路, 并根

据各湖的自然个性、文化背景, 分别开发成各具东西方特色

的文化娱乐景点。梅湖畔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是清代水墨写

意画派大师朱耷的居所遗址。梅湖的规划以纪念馆为文化

核心, 建成与其文化历史地位相称的中国画精品殿堂, 湖区

则保持原有的水乡风貌和田园野趣。2007 年即将出台的《南

昌市城市总体风貌规划设计方案》将南昌定位于“历史悠久

的滨江花园式城市 , 突破创新的长江流域旗舰城市”,“彩色

南昌”将为英雄城发展全面提速, 诗意花园城为市民创建美

的乐园。

2 .2  南昌市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南昌的生态城

市建设虽取得一定成绩 , 但总体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并面

临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 ①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城市具有

和谐性、区域性和结构合理、关系协调等特点 , 这就决定了城

市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上, 还应是城、

乡的和谐共存;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的统一体, 其本身即为一

个区域概念, 城乡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制约, 只有平衡协调的

区域, 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目前, 南昌市生态城市建

设依然存在各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政策受惠失衡的问题。②

污染依然是阻碍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该市污染

排放总量控制、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取得一定进展, 但仍有不少县城地区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 工业排放污水和生活垃圾仍未从城区

撤离。同时 , 南昌市的建筑一味使用高耗能建材, 不断排放

建筑污染 , 太阳能的利用率很低, 污染治理任重道远。另外 ,

众多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的噪声污染也是该市民众生活的一

大敌害。③城市区域发展不协调, 未形成产业化规模。生态

城市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城市建设的工业、农

业、能源、交通、建筑、绿化、通讯、环保等方面。目前南昌市

虽出台了各项措施力求整合以上诸多因素以使其协调发展 ,

但仍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 如都市农业的发展和生态城市的

建设相脱节即是当前该市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

3  发展思路

3 .1 城乡结合, 统筹规划  城乡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建设

生态城市 , 实现自然资源的内部化及减小“生态足迹”提供了

可能, 城市的发展需要乡村提供物质基础, 如农产品、林木

等, 而乡村的发展则需要城市提供市场, 所以城市与乡村是

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 必须统筹规划, 实现两者的

协调发展。“平衡的城市概念现在必须扩大到平衡的区域”,

这就需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协调、规划, 需要整体的考虑和

共同的行动,“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 反映出

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统一性”, 这也是生态城

市区域城市化空间生态整体规划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南昌的区域范围将以“一核五片”组团式、多中心、网络

化为布局结构, 形成“众星捧月”的全新格局, 以赣江为轴, 形

成以中心城为核心, 交通线为主轴线, 外围中小城镇星罗棋

布的空间格局。五片是核心区外围的5 个城市组团。莲塘

依托紧邻南昌城区、交通便利的优势, 规划发展为“生产—生

活”为一体的综合区, 重点发展商贸和第三产业。望城紧邻

红谷滩, 将规划发展为文教科研为主的功能区。湾里借梅岭

之利, 规划为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为主的功能区。乐化将利

用京九铁路、昌九公路穿城而过, 昌北机场在其一侧的交通

便利, 规划发展为物流、仓储为主的功能区。罗家将利用原

有的工业基础, 规划发展为“生产—生活”为一体的综合区。

5 个组团各自为中心 , 向周边发展。各片区、组团之间以城市

快速路、主干路联结, 与南昌城区形成互相连接的整体。

3 .2 发展都市农业, 完善区域功能  生态城市建设同样面

临农业问题 , 如何发展都市农业, 关系到生态城市建设的成

败。生态城市居住区不是单纯只有“居住”的功能区, 而是一

个短路径功能混合型的“完整社区”, 居住区内部及周围除了

安排学校、商业、娱乐、绿化等公共设施, 还将引入无污染的

工业和服务业, 甚至包括农业。南昌市5 个组团地处城市郊

区, 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 发展优势农业、

牧业或旅游业等, 形成各具特色又自给自足的生活区。城市

中心区的各居住板块, 如潮阳区板块、象湖板块、红谷滩新区

等, 应创建绿色社区, 在社区中解决住户的工作、生活、休闲、

交通等问题, 实现资源共享和能源的高效利用。

生态城市工业区的开发建设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 ,

能源循环利用, 资源共享 , 互补互利, 变“废”为宝, 使污染物

消除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 从而杜绝一切污染, 维护人类的健

康,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南昌市现有昌北经济技术开发

区、昌南工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11 个工业园区, 以汽车

航空及精密制造产业、中成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和

现代家电产业、食品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等五大产业

为支柱。该市应依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 通过企业间的物质

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 , 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

关系, 使一家工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

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 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从整治工业园

区的生态环境着手, 积极推动现有工业园区的生态化建设 ,

提高绿化密度, 加强三废治理, 改善生态环境 , 根据区域性环

境污染综合治理的需要, 把园区结构性污染和产业结构结合

起来。如高新区地处南昌市城东, 园区环抱艾溪湖, 东望瑶

湖、西濒青山湖、北临赣江 , 生态环境优美, 是南昌市大气质

量和综合环境最佳区域 , 宜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

生物医药以及资源深加工等特色产业,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

拉长产业链 , 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

体化、环保节能五大支柱产业, 但要求工厂园林化、设施配套

化、园区生态化。

农业生产区是生态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整个用地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应坚持科学规划 , 突出特色, 优先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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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泛影响的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南昌市的5 个组团( 罗

家、莲塘、望城、湾里和乐化) 都应根据本地条件, 发展生态农

业。①统一整治土地 , 兴修水利, 建立完善的农田排灌系统。

同时, 营造田间、沟渠绿化, 形成多树种多层次的立体生态结

构, 实现农田林网化和水利化, 进而实现大地园林化。②因

地制宜地合理布局农作物, 优化种植业结构, 改单一的粮食

作物种植为粮、经、饲、肥等结合的多元型结构。开展多种经

营, 实行生产、加工、供销综合经营, 以一定的规模经营或专

业化经营, 把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产品推向市场, 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紧密结合的综合生产体系 , 实现农业与

工贸相结合, 农业生产商品化、产业化 , 从而解决当地农民的

就业问题, 改善城市周边环境 , 缓解市中心的生态压力。

3 .3  设计生态建筑, 杜绝环境污染 生态建筑应结合“5R”

设计, 即根据 Revalue , Renew, Reduce , Reuse 和 Recycle 的原

则, 在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中 , 重新界定价值取向, 变“废”为

“宝”, 减少物质、能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减少废物排放 ,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使建筑由纯消费型向可循环利用型转

变。在建筑材料的选择过程中, 应尽量使用可循环使用的建

筑产品, 使用长寿命的建材 , 避免使用破坏臭氧层的保温材

料或解体时产生对环境污染的材料。建筑内产生的垃圾分

类、处理、收集也应与建筑设计有机结合, 甚至将建筑内的污

水、有机垃圾通过一定处理设施, 模拟自然生态过程设计为

多层次的物质循环流, 加强循环利用机会, 减少排放物。南

昌市应对本市的建筑行业加强监测力度, 同时引进国内外最

新的生态建筑设计理念, 并结合自身的自然、经济、人文等各

方面特点, 构筑一个城市生态建筑的体系。

3 .4 倡导生态文明, 推进社会文明  生态城市物质环境的

形成受人的行为所支配 , 而人的行为又受其思想观念、意识

所支配。文化给生态城市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一致性, 同时生

态城市又通过文化影响社会。所以, 在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

中, 应倡导生态文明。

3 .4 .1 倡导生态消费观。在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同时, 不

能忽视对自然界的关心和爱护。在消费过程中应重视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 追求精神价值 , 崇尚文化, 进行文明

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 , 从而建立一种朴素的、文明的、健

康的生活方式,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3 .4 .2 倡导生态美学观。一切美都必须建立在保护自然、

爱护自然的基础上, 自然美是美的最高境界, 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所创造的生态美是任何人工化的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社会文明的形成和倡导, 要通过城市的“软件”和“硬件”同时

作用才能达到,“软件”即在社会教育体系中渗透生态消费观

和生态美学观,“硬件”即制定相应的社会规章制度, 建设配

套的生态基础设施。只有将二者结合, 才能形成健康的生态

文化, 构建完善的生态社会文明。

4  结语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它涉及城乡不同

时空范围的物质与精神各系统层次的方方面面, 既要对现有

城乡的物质环境进行有机更新, 又要建设一种合乎生态伦理

的文化和社会经济, 从而对整个城乡系统的经济结构、社会

结构、文化结构、空间结构等进行根本性改造、创新和重构。

在走南昌特色的生态发展城市之路的进程中, 应保持历史文

化名城的城市风格、传统文化的艺术品位、红色旅游城市的

地域特色, 在提高物质性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性

知识、信息的利用,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全面建设“山水城

市”、“花园城市”和“生态城市”, 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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