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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阐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影响闪 ／
？

、 驱动力的基础上 ， 构建了揭￥
？

城市生态化发展驱动机制的 ＤＰＳ ＩＲ模型 ，

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解决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问题耍运用系统的思想句方法 ， 强调系统发展

的整体最优化 ； 依据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械 ， 科学确定Ａ
■

理的城市发展规模 ；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汁算机技术 ， 通过

模拟仿真 ，优化城市系统结构 ； 屮Ｒ生态城市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探索出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
“

中Ｗ特色
”

发展逍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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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 口 、 产业高度集聚而 自态环境的保护与人居环境的改善 。 这消费观念的转变 ， 以及对城市居住 、

然组分稀缺的区域 ， 城镇化率成为衡就导致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差 、 环境恶休 闲环境的关注 ， 所形成的倒逼机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劣 ， 城市规划 、 建设和管理不重视生制 ， 推动着城市生态化发展。 从国内

志 。 改革开放以来 ， 与以经济增长和态环境的保护 、 改善 ， 对 自然生境随外城市发展的实践看 ， 公众 自发组织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伴随而至的是严重意切割 、 破坏 ， 使城市生态系统的完和民间环保组织对推动城市环境的改

的资源 、 环境问题和
“

城市病
”

。 这整性 、 自我恢复能力 因人为破坏而减善起着至关重要 、 甚至决定性作用 。

不仅威胁着城市和泛城市地区人居环弱或丧失 。 尽管这些问题会随着城市国内外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环境

境与安全 、 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和生态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的严峻 、 居民在全球性气候变化 、 产业转移以

空间的维系 ， 也制约着城市的经济社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而有所改观 ， 但及资源环境问题严峻的形势下 ， 削减

会发展 ， 使城市陷人不可持续发展的是这种思想观念在短时间 内是难以根温室气体排放 、 加大污染防治 、 利用

严重危机 。除的 ， 其惯性作用还将对现代城市的清洁能源 、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 建设

发展和城市生态化产生不利影响 。低碳／绿色城市等宏观战略和政策 ，

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影响因子所处的城市发展阶段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生态化发展 。 在当

所处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 环境质量与前资源短缺 、 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和

自 然环境是城市发展 的重要前经济发展休戚相关。 环境库兹涅茨曲国际大环境下 ， 我国也加大了经济发

提 、 基础和条件 。 由 于所处地理位线表明 ：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环境展方式的转变 ， 在加强产业的转型升

置 、 人类活动强度不同 ， 城市所在区污染状况呈现
“

倒 Ｕ型
”

发展趋势 。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 ， 大力推行节能

域的 自然环境状况也不一样 。 自然环因此 ， 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 ， 城市减排 、 发展循环经济 ， 建立资源节约

境状况的差异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资源化水平 、 产业类型 ／结构和土地的利与环境友好社会 ， 这都对城市生态化

的承载能力 、 环境容量和 自然对污染用方式 ， 以及空间格局都有着 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的消纳能力 、 生态的 自我修复能力 ，特点和规律 ， 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难易 。 总着城市生态化发展速度和质量 。城市生态化的驱动力分析

之 ’ 城市所处区域的 自然环境状况影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对优美环境的迫切需求是城市生

响和决定着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能力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好坏 ， 直接影响态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可能性 。着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健康 、 生活 、城市是人 口 和产业高度集聚的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工作 。 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 、 生态意区域 ， 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人

长期以来 ， 我国城市规划 、 建设识 、 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强弱 ， 对城市类活动造成的 ， 其生态化发展的 内生

与管理往往都是以经济为重心 ， 忽视生态化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 随着动力也来 自 于两个方面 ： 人的环境需

了人的居住需求 ， 更无法兼顾城市生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求 ； 产业发展对环境的需求或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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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体制创新是调节阀现阶段表现为 ：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

理论 ， 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体制创新具有调节阀的作用 ：

一 需要与资源环境有限性的矛盾 。

发展的过程 。 人在城市中具有双重身方面可以调节和改变人们需求的数量人和产业的环境需求对环境造

份 ： 居民 、 经济活动中的劳动者 。 城与结构 、 方向 以及技术更新等 ， 从而成的压力与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约束共

市是产业集聚地带 、 经济高地 ， 产业改变城市生态化驱动力的作用力度与同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 ， 在

的门类 、 规模 、 发展速度等直接影响方向 ， 形成合力 ，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生态系统选择和 自组织机制下 ， 形成

着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展 ？

’ 另一方面 ， 政策体制的创新可以多元双向互动关系 ， 并通过技术 、 政

曰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城市令那些已经陷入生态环境危机的城市策 、 规划 、 管理等手段不断地调适影

生态化的外部压力焕发新的活动 ， 实现生态化转型 。响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基本要素及其相

城市生态化发展 的速度往往与互作用的演化动力 ， 促使城市朝着生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驱动机制——态化发展 ， 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

关 。 城市不仅是人 口 、 产业高度集聚ＤＰＳ ＩＲ模型级阶段和高级形式 。 生态城市各子系

地带 ， 而且也是资源消耗、 污染排放城市系统的应一压力机制统之间的协同发展 ， 使得整个城市生

最为集中地区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系统科学理论认为 ， 系统的输人态系统能够在其资源可供和环境可承

快 ， 城市人 口急剧膨胀 、 规模扩大 、／输出 时刻改变着其内部结构 、 功能载的前提下 ， 以不同的振幅和频率围

经济飞速增长 ， 同时基础设施与配套并产生相应的响应或变化 ， 而系统则绕均衡发展轴进行 日趋相对稳定的非

服务滞后 ， 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 巨通过 自组织作用及时改变和调控 自身线性螺旋式演化 。

大压力 ， 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结构 ， 增强其 自我适应能力 ， 进行 自城市 的这种非线性 的螺旋式演
“

城市病
”

， 迫使人们对传统经济发我修复 ， 保障系统的健康和功能的正化 ， 实际上是城市复合系统不断发生

展方式 、 城市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常发挥 。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同 自然类似 自然界生态系统的 自组织调节 ，

观念进行反思 ， 并积极采取行动 。环境间的这种相依关系在城市表现得最终促使其演变为人们期望的结构合

技术进步是助推剂尤为集中和突 出 。 自然环境系统不断理 、 功能和谐 、 动态平衡的人与 自然

循环技术 、 清洁生产技术 、 资地为城市提供资源 ， 城市则通过生产和谐的城市生态系统 。 这表明 ， 城市

源综合利用技术 、 先进的工艺 、 信息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向环境排放废生态化是指促使城市社会一经济一 自

技术等的发明与应用 ， 不但可以促进弃物 ， 从而改变着资源的存量和生态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 、 稳定有序

淘汰落后 的产能 、 工艺和传统产业环境质量 ； 后者又通过资源短缺和环的演进过程和发展 目标 。 它已不再是

的转型升级 ， 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境恶化反作用于城市系统 ， 二者构成单纯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生态化 ， 而是

的排放 ， 发展资源节约 、 环境友好型了压力
一状态一响应关系 。强调社会、

’

经济 、 自然协调发展和整

产业 ， 也可促进资源的节约 、 深加工影响其生态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在体生态化 。

与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 有利于内外动力的驱动下 ， 作用于城市内部

城市生态化发展 。 信息技术 、 高新技结构 ； 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则发生应中国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术 、 节能技术和新材料 、 新产品等不激响应 ， 通过系统的生态选择和 自组城市 的社会 、 经济 、 生态环境

但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与转型 ， 而且有织机制 ， 产生负熵流 ， 反作用于外环等子系统有着各 自 的价值取 向 和 目＿

利于满足人们居住环境改善等多元化境 ， 从而形成应一压力响应机制 ， 并标 ， 往往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 相互■

需求 。 技术更新在城市生态化发展中在乘数和扩散回波效应的基础上 ， 最制约 ， 从观念和行动上要明确城市生■

扮演着能量放大器作用 ， 加速或延缓终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 （见图 １ ） 。态化发展 目标不是追求单个子系统发＿

着城市生态化步伐。 然而 ， 科学技术ＤＰＳＩＲ机制下的城市生态化发展展的最优化 ， 而是强调各个 目标之间＿

是一把双刃剑 。 技术革新与进步对城趋势协调平衡 ， 追求在一定条件下的整体１

市生态化也会产生不 良影响 ： 新技术城市的生态化发展正是人类与环发展最优化 ， 最终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

也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和新的污染 ，境之间一系列矛盾运动在城市系统生谐 。 这就要求明确城市生态化是一个【

难以根治 。态化机制作用下的过程与结果 ， 它在系统工程 ， 必须转变传统的割裂式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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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环境需求 —— 产业的环境需求３行情景模拟 、 ｆｔ
■

真 ， 禾斗学 、 观 、

—

＾
￣

ｚ


动态地反映不同发展情景城市所面临

对优美Ｗ境的需求 ！ｔ的矛盾 ， 科学规划符合城市生态化发

ｒ
￣

Ｄｒ ｉｖ ｉ 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技术

 展的最优方案 ， 促进城市发展 的整

１＝１
－体最优 ， 增强城市决策与管ＳＩ的科学

職严性 ， 实现人与 自然健康 、 和谐 、 持续

发展的相处模式 。

｛产 、
丨 Ｉ

＇结构
）再次 ， 改变传统的条块分害！！ 的

ｖＡＪ管理体制 ’ 整合优化系统发展结构 。

依托多学科 、 多领域的专家 ’ 广泛吸

纳包括政府 、 居民 、 企业、 媒体 、 行

生态选择与自组织Ｖ
？

业协会等各界人士的观点与建议 ， 设

立高级别 、 跨部门 、 多方参与的综合

Ｉ



１决策机构 ’ 加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战

环境与发展的可雜略研究 、 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管理 。

－

Ｓｔａｔｅ？Ｓ５ｆｅｌＫ
“＾包括研究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

ｉ１环境容量 、 生态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

丨ｍｐａｃｔ扩散与回■应等 ， 制定城市生态化路线图 、 相关政

ＬｅｓＰ賺城繊七丄」略与对策］策以及创新机制体制 ， 科学指导和协



调解决城市生态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圄１ 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驱动机制 （ ＤＰＳ ＩＲ模型 ）种种 丨司题 。

值得注意 的是 ， 中 国生态基础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
”

和简单的业选择 、 先进技术的运用 、 产业空薄弱 ， 人 口众多 ， 科技水平 、 人 口素

“

修修补补
”

方式 ， 树立系统的观念间布局 、 环保准入等方面加强污染的质 、 意识观念、 城市发展水平都远不

和系统的思维 ， 综合运用包括规划 、源头控制 ， 增强城市生态 自我修复和及发达国家 ， 城市生态化的关键是在

技术 、 经济 、 立法 、 教育 、 政策 、 制环境的 自净能力 以及对外界压力的抗充分考虑城市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

度 、 管理 、 区域合作与交流等多种手御能力 ； 加强高新技术 、 环保技术 、的基础上 ， 增强 自身应力和应对外界

段进行城市生态化建设 。

’

信息技术 、 低碳技术 、 循环技术等先压力的能力 ， 探索非传统式又非西方

首先 ， 依据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环进技术和理念的应用 ， 降低城市社会化的
“

中 国特色
”

城市生态化发展道

境容量 ， 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模 。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放大技路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式 。 ？

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中 ， 充分考虑术的正效应 。 在注重硬技术应用的同

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 ， 确定城市合时 ， 还要加强宣传教育 、 政策制定和主要 参 考 文 献

理的人 口容量 、 用地规模 、 资源供给 立法 ， 创新机制体制 ， 使城市生态化⑴毛锋 ， 郑洋 ’ 朱高洪 ． 社会和谐与可持

结构 、 产业结构 、 土地利用结构 、 空 发展常态化 、 制度化 ， 生态理念深人
续发＿ ’＋ＢＡＰ

？２００８
，

１ ８ （６ ） ：１ ２
－

１ ７ ．

Ｉ司格局 ， 加强人 口 、 ±地 、 产业 、 ＾Ａ心 、 变成居民的 自觉行动 。

［ ２ ］毛志锋 ？ 人类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Ｍ］ ． 北

态 、 基础设施等各种规划的衔接 、 耦其次 ， 借助先进计算机技术进行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合 ， 优化城市空间格局 ： 充分利用城综合模拟 ， 进行城市系统结构优化 。［ ３ ］ 黄光宇 ， 陈勇 ． 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

市及周边的山体 、 河流 、 大气环流等根据城市生态化发展驱动机制模型 ，城市 ［Ｊ ］ ． 城市环境与生态城市 ，
Ｉ＂ ９

，

自然条件 ， 构筑包括生态斑块 、 生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 虚拟现实技术 、１ ２？ ：２８
＂

３Ｌ

廊道 、 生态节点 、 城市绿道 、 污染扩云计算技术 、 大数据 、 综合决策模型
（王晶明 ，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

肖

散走廊等在内 的合理生态格局 ， 从产和系统生态学思想 ， 对城市复杂系统劲松 ，
ｉ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