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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城市建设势在必行。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予以

大力重视和支持，但是在实际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

诸多不足，特别是缺乏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有效平衡。生态城市，

强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追求人与资源共生共存的城

市环境建设 [1]。其具备动态性特征，需要对城市生态环境变

化情况进行充分考虑，需要对城市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

济特征等予以综合分析，也需要社会公众与相关利益主体的

共同参与打造，实现对城市发展空间的合理规划与布局优化，

实现对城市发展新思路的有效创新，推动城市生态文明与经

济建设的和谐统一发展。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成都

首次提出的“公园城市理念”，2021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为生态城市的规划

和实施提供了路径。

构建四大指标体系 [2]。由森林覆盖率、自然驳岸、郊野

公园（耕地等农业景观）占比、优良天数占比、绿道线网密度，

形成城镇外生态环境指标；由城市人均绿地、居住区公园绿

地服务覆盖率、开敞空间绿视率等指标形成城镇内生态环境

指标；由“生活圈＋产业社区”、绿色交通出行率、公共交

通分担率、避难场覆盖率、建成区污水再生利用率、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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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文化馆等文化设施、体育馆以及体育场等体育设施等形

成城镇生活魅力发展指标；由人才比例、科技投入、再生能

源及碳排放相关系数组成产业内涵增长发展指标。

①锚固自然生态本底，保护利用生态景观资源。构建“山

水林田湖城”城市格局。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类，按要求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予以管控。分析识别

不同地域的山、水、林、田、湖特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生态环境、节约用地要求，以保护和合理利用为目标，将区

域内生态红线保护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山、水、林、田、

湖，分层级划分重要生态绿隔区、一般生态绿隔区予以管控，

建立公园和绿道连接路径的网络节点体系，明确建设用地、

廊道退距、生态治理等控制要求和措施。

② 以公园体系为核心，推进城乡高品质场景建设。一是

以自然保护地、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湖泊湿地公园、风景

名胜区形成生态公园体系。结合人的自然生态消费行为分析，

在可利用土地的范围中，组织道路轨道等基础设施，构建高

质量、可参与、可进入的自然生态价值转换场景点位。二是

以农业大地景观为依托，以绿道、河流、湖泊、古迹为脉络，

以城镇、乡村、村落、聚点、遗址为节点，在可利用土地的

范围内，围绕人对农业发展、生产、消费、体验等众多需求，

形成灿烂多样且不同侧重的“农商文旅体”郊野公园。三是

分析公园覆盖半径的面积需求和范围，结合城市全年龄段对

文化、体验、体育、社交、公共服务等活动需求构建“大、中、

小、微”的城市公园体系，通过城市水系、道路等蓝网绿线，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1公里见林”。

③ 转变经济组织方式，构建内涵式增长发展模式。一是

挖掘地域历史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价值。统筹历史文化街区、

文物、历史建筑、名木古树、农业遗址、水利遗址等遗存保护，

建立遗存之间分类型、无冲突的统一保护管理体系、通过“文

化传承、建筑重生和文艺美居”等总体思路，构建具有人文

关怀的记忆保护、文创发展等遗存利用体系。在城市开展中，

摒弃大拆大建和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强化共建共享、共商共

治理的运作机制，突出城市更新的内涵增长模式。二是有效构

建具有韧性的生态城市，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力度能源的有效利

用 [3]，加大城市智能管网建设，优化完善城市排水，回水利用

体系，实施“海绵城市”，加强 TND、TOD的组织和复合开发，

强化“密路网、小街区、窄路幅”的道路建设，提高步行的空

间占比和亲人尺度。三是全面推进产业绿色发展。以产业功能

区，构建产业生态圈体系，实现行业螺旋式发展创新，以公

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完善提升城市功能，

强化产城一体城市建设和职住平衡。

通过构建“生态价值开发投入、非市场化、市场化和生

态价值共建共享”四套机制，强化“生态保护与治理、基础

设施建设、市场服务平台、绿色金融支持、科技人才支撑”

五类支撑，践行“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条主线，提

升“生态文旅产品、生态特色农产品、生态绿色工业产品”

价值，实现“生态资源资产规模日益壮大、生态价值开发渠

道日益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日益完善”的目标。

通过“动态掌握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家底、开展生态价值

（GEP）核算与评估、强化生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建立和

管理好生态环境资源资产一个账户。重点评估城市生态价值

整体情况、自然资源实物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及动态变化情

况，推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将生态价值核算

结果纳入地方领导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和生态产品交易、推

广、经营、开发的重要参考。

将“生物多样性”变“生活多样性”，重点形成核心、

节点、网络化的空间体系，创新创意培育立体化旅游产品，

促进生态旅游提档转型。依托城市农业特征特色，将“原产

地”变“名品牌”，以粮食安全为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和区域帮扶协调作用，在可利用土地上，结合农业产业特色，

强化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推进博览交易、信息服务、生活服

务、教育培训等功能下乡，全面提升生态农业价值。依托“绿

色”变“高端”，引导生态工业创新升级，提升地均产出效率，

探索碳排放权资源配额交易，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跨片区实现。

持续开展区域合作，建立生态补偿体系，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内部跨区域实现。开展生态资源整体性、系统性生态保

护与治理，推进生态价值开发关键环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生态品牌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探索生态环境信用积分评价和

运用机制。设立生态价值开发市场服务平台，促进生态产品

交易，创新生态价值开发绿色金融支持。

在国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号召下，各个城市

积极转变传统的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形成经济、生态、社

会效益和谐统一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理念。如何加强实现经济

与生态的平衡成为城市规划设计的关键与重点，这要求城市

规划过程中加强对生态城市规划理念的有效应用，不断推动

城市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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