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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2010 年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及动力机制研究

徐 毅 彭震伟 (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生态系统维持正常运转的重要物质空间，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城

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空间的有机构成，具备城市空间的一般特点，其发展演化的空间过程受到城市发展动力的影响。改革开放

后的 1980 年至 2010 年间，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快速演化，重点论述了此期间上海城市生态空间

演进的空间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了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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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由绿色生产

者( 绿色植物为主) 与非生物环境构成的自然或半

自然地域空间，涵盖了城市环境下土壤、水体、植被

等物质要素组合而成的各种空间形式。城市生态

空间维护着城市的生态平衡，是支撑城市生态系统

运转的重要物质空间［1 － 4］。城市生态空间所具备的

物质生产、生态降解及通道联系等功能，对城市生

态环境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Avissar，1996; Gomez，
2001) 。与此同时，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空间的有

机构成，由此而使得城市生态空间既具备自然生态

要素的特质，又具备城市空间的一般特点，其发展

演化的空间过程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

程，并带来了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快速演化，本文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 1980 － 2010 年为研究时段，展开

对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过程及动力机制的研究。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过程

建国后至 1970 年代末，上海城市发展定位于

“单一工业化城市”，承载工业、居住、服务业等城市

功能的城市发展空间①主要局限于约 200km2 的老

市区内［5，6］。这一时期，老市区内绿地面积狭小，河

道污染严重，而城市外围则总体保持着农田水网的

生态空间格局。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发展定位

发生转变，逐步向“多功能城市”转型。1990 年代以

后，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的发展转型开始加

快，出现了包括工业郊迁、居住外推、服务业的中心

集聚等城市功能调整［7 － 11］，这为上海城市内部生态

空间的优化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上海城市

外部生态空间的快速减损( 图 1) 。

图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化

资料来源: 1980、1990、2000 年空间数据为通过 USGS( 美国

地质勘探局) 网站下载相应 landsat 卫片并经过同期上海市

相关 现 状 资 料 校 核 整 理 获 得; 2010 年 空 间 数 据 为 通 过

Google Earth 下载卫片数据整理并经过同期上海市相关现状

资料校核整理获得。上海市相关现状资料包括:《上海市地

图集( 1984) 》、《上海市区地图册( 1990) 》、《上海市地图集

( 1997) 》、《上海市影像地图集( 2001) 》、《上海城市自然地

理图集( 2004) 》、《上海市地图集(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专版)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中现状资料、《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五年实施评估( 2006 － 2010) 》中现状资料。

本文从“生态空间数量规模演化”和“生态空间

结构特征演化”两个方面展开对上海城市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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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过程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上海城市生

态空间演进过程的空间特征。
1.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数量规模演化

1. 1.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总体数量规模的演化

1980 年代以来，在以上海中心城区为典型的上

海城市内部层面与城市外部层面上，均呈现城市发

展空间面积规模的增长和生态空间面积规模的缩

减，中心城区生态空间从 1980 年的占比 64. 1% 下

降到 2010 年的占比 18. 2%，而外部层面生态空间

则从占比 94. 3%下降到占比 57. 6% ( 图 2) ，虽然在

内外部层面上不同生态空间类型的规模分化发展，

有升有降，但在总体生态空间规模上呈现显著的缩

减态势。

图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规模演化

数据来源: 根据图 1 中空间数据计算所得。

图 3 上海生态空间类型的数量演化

数据来源: 公园绿地、农田、林地数据根据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及《上海郊区统计年鉴》，河道数据为根据图 1 中空

间数据计算所得。

中心城区在 1980 － 1990 年的十年间，生态空间

缩减 量 达 到 近 200km2，1990 － 2000 年 下 降 至 近
70km2，2000 － 2010 年缩减数量下降至近 34km2 ; 而

外部层面则有所不同，1980 － 1990 年生态空间缩减

约 775km2，1990 － 2000 年缩减约 890km2，2000 －
2010 年缩减数量下降至近 660km2。以上数据反映

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空间的拓展主要在 1980 年代，

其后中心城区内发展空间拓展余地有限而逐渐转

向外围导致了 1990 年代外部生态空间的大幅缩减，

到 2000 年后，外围生态空间的缩减量也开始有所

减缓。
1. 1.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主要类型的数量规模

演化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各主要类型

均受到城市发展及相应空间演化的影响，但在具体

演进特征上有所不同。
从各类型空间数量的演化上来看( 图 3 ) ，上海

的公园绿地、林地与城市发展空间同向关联，随时

段而增长; 农田则与城市发展空间的扩张呈现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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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快速减损; 而对于上海的河道，则随着发展

空间的增长呈现河道数量缩减。可见，各生态空间

类型在数量上呈现分化发展的特征。从阶段特征

上来看，各生态空间类型的空间规模都存在 1980 年

代演化相对平缓，进入 1990 年代以后演化速率开始

提升，而 2000 年以来则延续了各生态空间类型的加

速演化趋势。
1. 2 生态空间结构特征演化

1. 2.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总体空间结构特征演化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空间在内外层面上生

态空间与发展空间相互穿插演化，呈现斑块化与破

碎化特征( 图 4) 。
在中心城区，以城市发展空间为基质，绿地为

斑块，从 1980 年 0. 12 块 /km2 的密度增加到 2010
年 1. 33 块 /km2 的密度，而斑块平均面积则从 1980
年的 26. 08ha 下降到 2010 年的 1. 50ha，同时内部层

面上的河流廊道长度也在演化过程中有较大规模

缩减，反映了中心城区范围内农田、林地等向城市

绿地的转化。

图 4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结构特征演化

数据来源: 根据图 1 中空间数据计算所得。

在外部层面，以发展空间为斑块，从 1980 年的

1. 9 块 /km2 上升到 2010 年的 28. 9 块 /km2，而发展

空间斑块平均面积则从 2. 92km2 下降到 1. 47km2，

反映了发展空间在外围的破碎化增长。
1. 2.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主要类型空间分布的

演化

上海各类型城市生态空间的分布演化特点有

所不同( 图 5) ，1990 年代上海的发展空间变化主要

在于老城区，相应生态空间的空间演化主要也在老

城区及紧邻的近郊区，1990 年代以后上海发展空间

的拓展逐渐转向近远郊区，相应各生态空间类型的

空间变化也逐渐转向外围的近远郊区。
上海老城区绿地占上海城市绿地总量比重由

1995 年的 46. 7% 下降到 2007 年的 16. 2%，而近郊

区则由 1995 年的 31. 1% 上升到 2007 年的 63. 6%，

也就是上海城市绿地的增长重点逐渐由老城区向

近郊区及远郊区发生变化。上海农田减损则呈现

由外围向临近发展空间的区域逐渐增强，表现为近

郊区农田空间比例的显著下降，上海近郊区农田由

1993 年的 77212ha 锐减至 2005 年的 43156ha，在上

海农田的空间比重上也由 1993 年的 25. 7% 下降为

2005 年的 18. 4%。上海林地的增长主要在郊区，而

其增长的重点主要位于远郊区。
1. 3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过程的空间特征

归纳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过程，存在着较

为显著的失衡特征。1980 年代以来，在城市发展空

间外部拓展与内部更新作用下，上海城市生态空间

各类型分化发展; 整体生态空间规模呈现外部生态

空间缩减、内部生态空间增长，但总体减损的特点;

而生态空间结构特征则表现为斑块化程度的不断

提升。
就空间演化的阶段特征而言，1980 年代上海生

态空间的演化总体围绕老城区平衡演进，到 1990 年

代起随着中心城发展功能的外溢而呈现中心城与

近郊区联动的快速演进，2000 年之后，随着发展空

间的区域拓展，上海城市生态空间也进入到涵盖近

远郊的区域演进阶段(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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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生态空间类型的空间分布演化

数据来源: 绿地、农田、郊野生态空间数据根据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及《上海郊区统计年鉴》，城市发展空间数据

为根据图 1 中空间数据计算所得。

表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结构体系的空间演进特征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代

生态空间规模 中心城快速减损，外围平缓减损 中心城平缓减损，外围快速减损 中心城平缓减损，外围快速减损

生态空间结构 平缓 斑块化 加速 斑块化 斑块化 破碎化

阶段演化特征 围绕老城区的平缓演进 中心城与近郊区联动的快速演进 涵盖近远郊的区域演进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

由于城市生态空间既是城市总体空间的有机

构成而受到驱动城市空间发展的经济社会动力影

响，又因为自身的生态服务功能而使得城市生态系

统对生态空间存在生态依赖与生态约束，所以城市

生态空间的演进受到城市经济社会驱动力与生态

系统约束力的双重作用。
2. 1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经济社会驱动力

在空间系统上，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存在

经济、社会和制度三层次上的动力因素，并形成各

层次上动力方向分化的演进动力，也就是利于城市

生态空间优化完善的促进动力和导致城市生态空

间减损发展的减损动力( 表 2 ) ，而城市生态空间的

演进方向是由各层次上促进动力与减损动力的合

力决定的。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

的空间失衡，可以从经济、社会和制度层次上促进

动力与减损动力的失衡加以理解。
2. 1. 1 经济层次上的演进动力

城市生态空间存在物质产出、休闲消费和带动

周边发展等经济收益方式，驱动着城市生态空间的

发展，构成了经济层次上生态空间增长的促进动

力; 而城市生态空间向发展空间转化则可进行相应

的土地出让、地产开发、工业生产等而获得经济收

益，构成了生态空间的减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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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多层次动力因素

经济层次 社会层次 制度层次

促进

动力
+

生态空间

经济收益
－

物质产出

休闲消费

周边带动

人口增加

老龄化

生态空间需求

约束

制度
－

耕地保护

规划管理

减损

动力
－

发展空间

经济收益
－

土地出让

地产开发

工业生产

人口增加

发展空间需求

激励

制度
－

全球化

市场化

分权化

观察 1980 － 2010 年上海生态空间与发展空间

的经济收益差异，可以发现其经济收益差异是不断

扩大的。1980 － 2010 年，上海耕地地均产出从 32. 2
万元 /km2 增加到 772. 5 万元 /km2 ; 而 1980 － 2010
年，工业用地地均产出从 169895. 9 万元 /km2 增加

到 493380. 5 万元 /km2，经济收益差异大幅增加( 图

6) 。从上海土地出让价格的变化来看，1999 － 2010
年，上海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价格从 3422 元 /m2 提

升至 14400 元 /m2，相应的土地出让价格也从 214
元 /m2 上涨到 4550 元 /m2，虽然土地出让价格增长

比率与耕地产出增长比率相差不大，但绝对经济收

益差却大幅拉大( 图 7) 。

图 6 上海主要年份耕地与工业用地的经济收益差异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

图 7 上海土地出让价格的变化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就数据来看，研究时段内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向

发展空间转化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超作为生态空间

的经济收益，城市空间利用方式经济收益的差异导

致了围绕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市场失衡，带来经济

层次上动力因素向减损方向的偏向且处于持续的

强化中。
2. 1. 2 社会层次上的演进动力

1980 － 2010 年上海城市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并

带来发展空间的增长需求，构成了社会层次上生态

空间的减损动力; 而同时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与

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人群对生态空间的偏好的增

加［12］，形成了生态空间的促进动力。双向动力叠

加，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下，城市人口增长

的发展空间需求更为刚性，而生态空间则处于总体

上的减损和建设上的分布不均，导致了 1980 年代以

来社会层次上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减损动力的不断

增长。
观察研究时段内上海人口增长带来的城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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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演化( 图 8 ) ，上海常住人口从 1980 的 1152 万人

增加到 2010 年的 2303 万人，发展空间则从 1980 年

的 360km2 增加到 2687km2，可以发现发展空间增长

趋势与常住人口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也就是

城市人口增长的发展空间需求基本得到了实现。
而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则是分化发展，内部生态

空间的供需差距被逐步缩小，1980 年供需差距为

7674ha，到 2010 年缩减为 66ha，基本实现了需求与

供给的平衡( 图 9 ) ; 而外部生态空间的供需差距则

是被放大的，从 1980 年的供给超过需求 3677ha，到

2010 年的供给不及需求 942ha，并有进一步放大的

趋势( 图 10) 。也就是内部层面上基于城市群体的

生态需求，生态空间有了大幅的增长; 而外部生态

空间则更多地用于实现人口增长的发展空间需求，

从而形成了快速减损的演化特征。

图 8 上海主要年份人口规模与城市空间的演化

数据来源: 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

发展空间、生态空间数据为根据图 1 中空间数据计算所得。

图 9 公园绿地需求与供给演化情况

数据来源: 公园绿地供给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数据，

公园绿地需求数据按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m2 计算②

2. 1. 3 制度层次上的演进动力

在制度层面上，当前城市空间发展存在激励性

图 10 生态空间供给与需求演化情况

数据来源: 生态空间供给根据图 1 中空间数据

计算所得，生态空间需求按照人均 200m2 计算③。

制度和约束性制度，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构成

了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激励性制度环境，而耕地管

理和规划管理则构成了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约束

性制度环境，但总体上存在“强激励、弱约束”特征，

又由于城市行为各方在生态空间权利分配上的不

对等，地方政府实质上掌握着城市空间的发展走

向［13 － 15］，由此形成了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空间

发展中的制度偏向，形成了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化

中制度层次上激励强于约束的制度失衡。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空间发展中，以全球

化、市场化、分权化为特征的激励性制度环境总体

得到不断强化［16 － 19］。从外资企业数量、合同项目及

实际吸收外资金额的变化来看全球化对上海的影

响，可以发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图 11) ; 而从

财政体制、土地制度及城镇住房制度的变化来看，

制度层面的分权化、市场化同样是日趋加强的过程

( 图 12) 。

图 11 上海外资企业数量、合同及实际吸收金额

数据来源: 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观察约束性制度环境的变化，从时间上看，耕

地保护制度的完善过程相对滞后于财政体制、住房

制度的变革，但呈现不断强化的特点，尤其是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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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和 2000 年代的持续强化过程。对生态空间的

规划控制同样存在先期滞后而随时间发展得到加

强的特点。
从上海土地出让 ( 图 13 ) 和土地违法处置 ( 图

14) 的变化可以看到，2000 年代上半段之前城市土

地的管控更多地受到激励性制度环境的影响，表现

为土地出让的增加和土地违法事件的高发; 而 2000
年代下半段起，约束性制度环境开始产生更大影

响，表现为土地出让地块的收缩以及土地违法案

件，尤其是耕地违法案件数量的显著下降。

图 12 研究时段财政、土地、住房与耕地保护的制度变化情况

图 13 上海土地出让情况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空间演化的激励性制

度环境与约束性制度环境都有完善强化的特点，但

2000 年代上半段之前，激励性制度的强化占有主导

影响，使得制度层次的生态空间演化动力表现为减

损动力，且呈加强态势; 到 2000 年代下半段开始，约

束性制度的影响力开始得到加强，虽然还不能够扭

图 14 上海土地违法的处置情况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转激励性制度的减损作用，表现为制度层次上城市

生态空间减损动力的弱化。
2.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生态约束力

2. 2. 1 城市生态系统失衡与生态环境演化

城市生态空间的失衡演化带来了城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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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恶化。一方面，是城市生态空间在内外层面的

分化演化与总体减损状况，导致了生态空间生态服

务功能的弱化与城市生态系统中生态支撑力的不

断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发展空间的粗放蔓延，

对城市生态系统构成了不断增加的生态压力。在

生态系统压力增加与生态系统承载力下降的叠加

作用下( 图 15) ，城市生态系统不堪承受，生态环境

呈现恶化趋势，从而对城市各方形成生态约束。
1980 年代以来，城市生态空间的失衡演化加剧

了上海城市生态系统的失衡，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

弃物等的污染和淤积以及土壤、噪声、电磁波辐射

等的环境污染，而大气环境问题和水环境问题则是

城市生态系统失衡情况下最容易受到污染而产生

的生态环境问题。

图 15 空间失衡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式

从上海水环境的演化情况来看，在经历了多轮的

水环境综合整治之后，上海市中心城区主要河流如黄

浦江、苏州河等的水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全市河流

的整体水环境质量却呈下降趋势，全市劣 V 类水占比

已由 1997 年的 31. 1%上升至 2006 年的 55. 7%［20，21］。
从上海大气环境的演化情况来看，传统污染物

浓度有所降低，但 1980 年代以来雾霾灾害频发，

PM2. 5 污染日趋严重的事实反映出目前上海大气

质量仍在恶化。据统计，上海市区和远郊霾日数在

1954 － 2007 年期间总体呈增加趋势，且增加主要发

生在 1980 年以后［22］。虽然客观上，上海城市环境

污染存在周边区域环境的影响，但上海城市自身生

态系统失衡导致不断增加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占有

更大影响比重［23］。
2. 2. 2 从失衡向平衡的演进状态调整

上海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关乎城市行为各方

的切身利益，并激发了各方的生态需求，形成了上

海城市空间演化中的生态约束力。这种生态约束

作用随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增大，反映到经济、
社会和制度层次上，引起城市行为各方对城市生态

环境及生态空间的不断重视和加大投入，城市生态

空间对城市发展空间的约束限制作用得到强化。
( 1) 上海城市环境整治与城市生态空间经济投

入的加强

在生态环境约束作用下，上海在环境治理与生

态空间建设方面的经济投入显著增加，且保持着总

体上升势头( 图 16) 。1995 年以来上海环境保护总

投资占 GDP 比重从 1. 9% 上升到 3. 0% 左右，尤其

自 2000 年代下半段起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有

较高比重。上海对于城市绿化方面的投入自 1990
年代中期起显著增加，从 1986 年的 0. 43 亿元上升

到了 1995 年的 4. 27 亿元，在 1998 年上升到 9. 10
亿元，进入 2000 年之后跃升至 38. 76 亿 元，并 在

2000 年代总体稳定在 30 亿元上下的年资金投入

规模。

图 16 上海主要年份环境整治保护投入

数据来源: 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 2)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规划约束力的加强

以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为主线，并适

当穿插相关规划的内容，观察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

规划演进［24 － 26］。1980 年代以前，上海已经形成了

对城市生态空间结构框架的初步规划设想，规划视

角主要局限于中心城区，并没有构成对城市发展空

间扩张的有效限制; 1980 年代以来，对上海城市生

态空间的规划视角逐渐放大到市域层面，对生态空

间结构的安排也逐渐走向总体宏观控制阶段，但存

在多头规划的协调问题和实施问题，规划对发展空

间的实质性限制作用依然有限; 2000 年代中期以

来，上海市组建完成了新的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

管理局，开展了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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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衔接的“两规合一”工作，并编制完成了《上海市

基本生态网络规划》。近年来上海开展的城市开发

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以

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6 － 2040 ) 》编制过程

中，建设用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提出等，使得

上海对城市生态空间的有效规划实施与管控得到

进一步加强。

图 18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层次动力的阶段演化特征

2. 3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特征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受到城市经济社会

驱动力与生态系统约束力的双重作用。从城市经

济社会驱动力角度出发，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过

程中存在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次上的演进动

力，而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服

务功能则作为生态支撑或是生态约束对城市行为

各方产生影响，并渗透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层次

的演进动力之中。从而形成了上海城市生态系统

约束力与城市经济社会驱动力的相互影响与循环

作用，并构成了城市生态系统、城市行为主体、城市

空间系统之间的约束平衡( 图 17) ，不断推动着上海

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过程。

图 17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约束平衡机制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中，经

济、社会与制度层次上内在促进动力与减损动力的

总体失衡，导致了城市生态空间外在物质空间演化

的失衡。而在生态约束作用下，经济、社会、制度层

次上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的促进动力与减损动

力发生变化，并带来综合演化动力的变化，到 2000
年代下半段，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化的失衡状况开

始扭转，在失衡动力状态下生态空间分化发展与快

速减损的状态得到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力度未必能

够实现生态空间的总体增长，但却至少扭转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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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快速减损势头( 图 18) 。

3 结语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存在着不平

衡演化的总体特征。在城市发展空间外部拓展与

内部更新作用下，存在上海城市外部生态空间缩减

与内部生态空间增长的过程，包含了生态空间数量

规模演化与生态空间结构特征演化两个方面，总体

存在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内增外减与总体减损，呈现

失衡演化特征。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的演进存在城市经济社会

驱动力与生态系统约束力双重作用下的约束平衡

机制。198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过程

中，经济、社会与制度层次上内在促进动力与减损

动力的失衡，导致了城市生态空间外在的不平衡演

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促发了城市各方目标利

益导向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并带来各层次动力因素

的转化，构成了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化中的生态约

束平衡。△
【注释】

①本文将城市空间中除生态空间之外的空间定义为发展空间，城市

生态空间与发展空间相互契合，共同构成城市空间。

②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J137 － 90 ) 及《城

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公园绿地需求按照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7m2 计算。

③参照王绍增、李敏( 2001 ) 的研究，每人至少需要 200m2 以上的生

态空间以实现城市碳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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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我国近年来在本土遗产保护理论方法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和贡献，2007 年通过的《北京文件》对东亚地区文物和遗址的保护

原则进了澄清，强调了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必须基于彻底理解遗

产地及其重要的历史分层，考虑每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而

不是基于固定的、标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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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Ancicent City Ｒevival by
"Whole Archaizing Ｒebuilding"

After a De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Datong Ancient City

WANG Jun

【Abstract】"Whole Archaizing Ｒebuilding" movements have been waging in dozen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es in recent years，
which arouses the society's concerns． This trend has been partially contained under corporat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after 2013，but
the maladies are now emerging and even exacerbating． Well than，the focal point of concern is how to how to achiev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ke Shanxi Datong as an example，analyzing of the problems with " Whole Archaizing
Ｒebuil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ose objective developing rules of city in the first place，and then proposing the countermeasures
basing on urban space network revamping，functional activity restoring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refactoring． At the end of paper，it
offer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
【Keywords】Whole Archaizing Ｒebuilding; Destroy the Old and Build the New; Network Ｒevamping; Authenticity;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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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Shanghai Urban Ecospace in 1980 － 2010

XU Yi，PENG Zhenwei

【Abstract】Urban ecospace is a kind of crucial material space where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makes its circulation sustainable．
Meanwhile，urban ecospace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urban space． The spatial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Between 1980 and 2010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has brought the rapid evolution of urban ecospace in Shanghai．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cospace in Shanghai during this period． Further，analysis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Shanghai urban ecospace evolution in this period
is made．
【Keywords】Urban Ecospace; Spatial Evolution; Dynamic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