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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生态城市”概念至今，美国、德国、英国、丹麦、瑞典等20多个国家均在
不同层面开展了与之相关的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改善型生态城市或城市整体生态复兴计划，
中小规模的生态镇、村、社区规划，以及多类型生态园区和技术优化型生态项目。
总体来讲，“生态城市”建设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国际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公认的、统一的“生态
城市”定义和量化标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体系也有待完善。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地区快速发展对于“生态城市”受益
及相关建设项目、产品的需求十分巨大，“低碳生态城”、“低能耗生态城”、“低灾害生态城”（
可简称为“三低生态城”）已成为我国城市与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热点，发达国家的一系列技术和理
念也正快速进入我国。
当前，在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工作是已经启动或开始拟定的若干个“综合型生态新
城（镇）计划”，如上海中英“东滩生态城”、天津“中新生态城”、唐山曹妃甸中瑞“滨海生态新
城”、天津中芬“高科技生态城”等，这些计划主要分布在京津唐和长三角地区，均属中外合作项目
，功能以居住、研发、综合服务为主，由中方提供土地等硬件设施，外方负责技术支持，投资和运作
依托市场来完成；其次，有几十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市”的战略目标，海南、江西、陕西、山东、
浙江等十几个省份也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发展计划，这些实践主要集中于我国的东部、中部，西
部、北部和南部也有少量分布。
另外，各具特色的生态园及示范区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当代城市设计学科理论以及生态城市设计思想方法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国生态城市人
居环境优化以及“三低生态城”工作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设计在我国城市空间环境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城市设计同各类城市问题的深度结合，空间环境的生态可持续已经成为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由此还形成了可持续城市设计、低碳城市设计、健康城市设计、紧凑城市设计等一系列的相关
课题。
总体上讲，城市设计学科已经步入了生态世纪。
然而，如何将自然生态及环境质量议题切实纳入城市设计的实践中，是各国城市设计人员亟待解决的
问题。
于是，生态城市设计思想和理念应运而生。
在能源和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生态城市设计通过协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以及城市居民的关系
，正逐步成为当代城市空间环境优化的重要方法，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设计理论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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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营造当代都市的绿色未来》立足于城市设计学科在物质空间环境营
造层面对生态学知识和原理的借鉴，从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两方面着手进行交叉性应用研究，旨在从
牛态学和城市人居环境生态建设角度为城市设计理论和实践寻求新的增长点。
其理论基础部分包括牛态城市设计的对象、要素、议题、目标、原则、价值准则以及相关原理、模型
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从设计创造和实施管理两方面进一步探讨实践操作方法，包括生态城市设订‘对
策、手法、程序、技术、成果以及实施管理技巧、工具、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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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我国量大面广的新城建设项目及其带来的空间环境生态问题已经给城市设计工作者提出了
严峻挑战，我们应尽量减少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人工建设与自然健康的生态平衡，在整
体性、多样性、紧凑性原则指导下进行设计，霍华德设计的莱切沃斯田园城、索勒里设计的阿克桑底
是这方面的典范。
　　基于新城建设的生态城市设计的第一要点是保护性设计。
保护性城市设计是基于高度的经济开发对城市环境适居性的消极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包括保护自然生
态、环境质量、能源资源、传统人文特色等。
其他设计要点有：以新城发展促进老城更新；适应当地气候等自然条件组织建设；土地使用的可持续
和混合多样；建立人工与自然和谐的、指向未来的、健康合理的空间生态发展框架和景观生态安全格
局；形态集约紧凑，控制蔓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步行和骑车；保护自然山体、水体和动植物
；预留和控制适量的人工森林等“自然呼吸”地带；人工改善物理环境；绿色开放空间网络和生态基
础设施预先设计；新城人文风貌、景观形象的树立；对雨水收集、太阳能利用做预先设计，能源资源
循环体系预设等。
　　在越南胡志明市新城城市设计项目中，设计者强调新城设计与老城风貌的协调，试图打造现代新
城与传统风格、本土文化、异域文化共生的典型。
此外还特别运用了许多生态城市设计策略：集中、紧凑的城市形态；维护现有河流水道；通道和开放
空间的布局适应气候条件以充分利用自然通风；以大面积河滨公园作为生态核心与周围更大面积的自
然环境的相连；通过雨水贮留、水源涵养等生态设计手段，为新城的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提供支
持。
　　5.5.2.2 旧城改造：更新进程中的生态网络维育　　目前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土地资源紧缺这对
矛盾要求我们集约利用土地，于是很多城市进入了以旧城更新和再开发为主的建设阶段，这在理查德
·瑞杰斯特看来是改善和重建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城市目标的重要时机。
“对建成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
”　　生态城市设计的更新策略是以原有生态网络维育为前提的有机更新方式。
因此，城市设计者的第一重点是空间环境生态保护和恢复性设计，其中生态恢复设计主要是针对长期
和高强度人为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损害和生态脆弱，来重建城市与自然平衡，循序渐进的实施旧城的
生态复兴。
此外，旧城生态保护不仅针对自然和人工生态等物质要素，还包括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在内的人文
生态资源。
应当特别保护传承至今的有价值的社会人文生态脉络、地区空间环境生态特色，这对于地区社会文化
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伯克利生态城市计划是一个在现有城市基础上寻求转变为生态城市的范例，对良好的要素进行保
护和强化，对不良的部分进行改造，从而恢复城市生态活力，使城市及整个地区得以复兴。
麦基的细胞更新法确定了城市有机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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