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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阐述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的沿革、特征与内涵，研究我国城市低碳建设规划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指出

绿色革命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低碳模式创新。揭示其重点是要以绿色理念为导向，并在发展实践中引领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同时提出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我国需要重视绿色建筑和低碳节能方式，采用多元融合的绿色发展

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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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expound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ow-carbon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China’s	 citie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green	revolution	 is	a	 low-carbon	

model	 innov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It	 reveals	 that	 its	 focus	 is	 to	be	guided	by	green	

concepts	 and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pos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hina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green	buildings	and	 low-carbon	energy-saving	methods,	and	adopt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green	

development	planning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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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发展理念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的政策、技术标准在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也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城市规划工作者，要运用综合方法，研究

全局性、长远性、宏观方面的问题 [1]。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应采取怎样的产业和政策配套体系、技术规范标准，需要我们研究和

借鉴国内外发展实践的先进经验，支持并坚持多元融合的绿色发展模式和与之相包容的规划理念，这也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神圣 

职责。

一、绿色经济发展演进

1.绿色经济发展的缘起

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是生态的世纪。绿色经济理念和行

为，已逐渐深入人心。“绿色”是自然、生态、生命与活力的象

征，代表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众所周知，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次石油危机，包括频频出现的环境公害事

件，已经给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不可忽视的是如酸雨、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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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土地沙化、能源紧缺、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等种种残酷事实

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未来发展。因此，将绿色理念作

为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各届的认

同。绿色发展直观地表达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 [2]。

缘起于对过去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导致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这也是我们人类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

深刻反省。

2.绿色经济模式的特征

绿色经济模式的特征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

在要素，并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

的目标；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

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探索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化模式，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压

力、落实节能减排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 [3]。

（二）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

1.绿色工业革命

从绿色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必须关注以致引领当前的“绿

色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浪潮。从绿色发展的趋势来看，

我国必须关注以致引领当前的“绿色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

命浪潮。追溯以往，人类已经经历过三次划时代的工业革命。第

一次工业革命是1820年英国领导的蒸汽机革命，时间不过短短

的50年后，就将正处在农业发展顶峰中的大国中国（当时 GDP

占世界比重将近1/3）远远地抛到后面。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

美国领导的铁路革命、 钢铁革命、 电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 (石

油 )革命，使得美国开始迅速崛起，使其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

以信息化为导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抓住机遇、奋起直

追，使得我们在这一轮发展中一举改变落后的局面，逐渐走到了

世界的前列。因此，“绿色革命”的兴起，这将是人类迄今为止

最大的一次发展战略机遇，中国正处在一次发动“绿色革命”的 

前沿。

2.低碳经济模式定义

低碳经济的定义，低碳经济与节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投

入产出效率，强调“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

率、高效益”的经济效果。低碳是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以节

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

式 [4]。低碳之路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5]。总

之，低碳经济与节能的实质是人类第一次实现工业或者经济总产

出提高的同时碳排放下降。创建低碳绿色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我们

基本的发展战略。

3.绿色低碳建筑的定义

绿色低碳建筑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节能建筑、生态建筑、可

持续建筑。目前，国际上发展较成熟的绿色建筑评估系统有英

国 BREEAM（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美国 LEEDTM（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多国 GBC（Green Building chal-

lenge）等，它们的架构和运作，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地区规划新

型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重要参考。

4.绿色建筑相关标准的评价

各国对绿色建筑相关标准的评价内容，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

五大类指标项目体系：一是环境指标 — 水、土地能源、建材等自

然环境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负担，包括对水、土地、空气的

污染的控制。二是健康指标 — 主要指室内环境质量的控制。三

是社会指标 — 绿色建筑的经济性及其使用、管理等社会问题的

关注。四是规划指标 — 包括场址的环境设计、交通规划等要素

的控制。五是设计指标 — 设计中意在改进建设生态性能的技术 

控制。

二、绿色低碳建筑与城市低碳建设规划

据统计表明，人类从自然界所获得的50％以上的物质原料用

来建造各类建筑及其附属设备，这些建筑在建造与使用过程中又

消耗了全球能量的50％左右；建筑垃圾则占人类活动产生垃圾总

量的40%。低碳建设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投入产出效率，即“低

耗、高能、高效”。自绿色建筑评估系统的建立，为各国规划新型

绿色节能建筑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我国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社会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绿色低碳城市建设规划暨生态城乡规划建设作为现代社会生态城

市、节约型城市、循环经济城市建设的重要影响的组件。它不仅

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安全与功能稳定的组织结构，参与城市生态

服务能力的效率变化，而且对提高生态人居系统健康质量起着重

要作用。近年以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员会已组织了有

关专家，制定出版了一直比较客观科学的绿色生态住宅评价体

系 —— 《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这是我国第一部生态住

宅评估标准，同时融合我国《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

等法规的有关内容。

（一）绿色低碳与建筑节能

绿色低碳建筑是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人类对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以及不加节制的开发与建

设，使现代建筑不仅疏离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和交流，同时也

给环境与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地域，观念和技术等方面

的差异，例如伦敦市碳排放总量中，家庭住宅占到38 %，商用和

公共建筑占33 %，而交通占22 %[6]。因此低碳城市的重点在于降

低这三个领域的碳排放。

（1）节能建筑在城市低碳建设规划中的作用

绿色节能建筑的概念是当前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建筑领

域的具体体现。由世界各国制定的绿色评价系统不仅指导检验绿

色节能建筑实践，同时，也为我国未来的城乡规划与建设、建筑

市场，提供了制约和规范。

纵观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原有的规划技术体系与现

代社会发展需求存在着很大的目标差异。绿色建筑是现代生态城

市、节约型城市、循环经济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对提高生态人

居系统健康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如疫情之后四川成都等地开发的

绿色生态化住宅产品。城市生态系统的高效存在与服务功能的稳

定性是发展绿色建筑的核心基础，也是绿色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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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前提条件。在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我国传统规划技

术体系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显著差异，这将形成阻碍绿色

建筑推广与落实的基础性问题。

（2）节能建筑在城市低碳建设规划中的意义

从生态环保的观点来看，绿色节能建筑的意义在于：1.在建

筑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及拆

除过程）中，以最节约能源、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尽量降低

环境负荷。2.为人们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3.达到人及建筑与环境三者的平衡优化和持续发展。

（二）绿色建筑与低碳城市建设规划的实践与评价

（1）绿色建筑评估的作用

1.绿色建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绿色建筑的实现贯

彻于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不仅需要设计师运用可持续发展的设

计方法和手段，而且需要决策者、施工单位、业主、管理者和使

用者共同参与建造和运营的全过程。2.多层次合作关系的介入，

需要在整个程序中确立一个明确的绿色建筑评价结果，形成共

识，使其贯彻始终。3.标准体系的逐步建立，为绿色建筑和建筑

节能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4.重新审视现代设计。所谓的“绿色

设计”是贯穿到建筑的整个建设过程。消费引导生产模式，并通

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经

济结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消费理念。

（2）城乡一体化规划理念

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多样性选择中，关注、融合与

绿色发展相包容的城乡一体化规划理念，将有助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步入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轨道。城乡发展六个“一

体化”，都是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路径。其中，科学规划是

基础，产业发展是支撑，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关键，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城乡均衡化配置以及管理体制的建立则是 

保障。

我国城市化是乡村变成城市的复杂过程，以农业为主的传统

乡村转向以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社会现象，包括：1.人

口、地域、产业，以及空间形态的转化；2.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

在农村的扩散；3.基础设施现代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更新、环

境的改善。其次，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

过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的意义是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

活，他们选择定居在一个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坚持包容性增长的规划理念。我国早期就以提出“包容性增

长”，其核心是民生和增长，即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社会协调发

展。例如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命题就是以人为本的

“包容性增长”。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要包容人，理

解人，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加强公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

度，支持度，承受度；公平竞争，共克时艰，从长计议，关注民

生，发展民生，解决民生。

遵循“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包括：我们的城市发展要重

点考虑人的需求，而非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统筹城乡发展是把

握城乡建设的整体规划，包括产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

提供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服务。注重城市的空间均衡，城市的发展

要依托资源的禀赋。

（3）区域间协同发展规划

一个经济区域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高梯度地区和低梯度地

区，区域梯度的核心是产业梯度。由于生产要素禀赋、产业基础

与产业分工的不同，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上形成了

一定的阶梯状差距，这种产业梯度的存在导致了产业在地区间的

梯度转移。

以早期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重点发展“一轴、两核、三区”。

“一轴”即以京津唐高速公路为轴心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两

核”即以京津两市作为首都经济圈的双核城市，将北京的首都优

势与天津的港口优势、北京的知识经济优势与天津的外向型经济

结合起来。京津冀的经济联系密切，规划把京津冀北地区都包括

在内，京津对加强与河北经济合作有着内在需求，河北亦提出了

充分利用环渤海、环京津的优势展开“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空间布局及产业转移，研究区域合作的趋

势、特征与生态化机制。指出实现产业合理、顺利转移，是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长远发展和共同利益出

发，需建立生态机制以打破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造成的利益分

割，客观面对区域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和开放性 [7]。

三、绿色经济发展与新兴产业

（一）发展绿色经济突破资源环境瓶颈

我们在当今社会，只有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才能有效突破资

源环境瓶颈制约，并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

置。绿色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在此之前的三次工业

革命都是依赖于化石能源；2.在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二氧化

碳排放也在增加。据分析认为，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在战略上纷纷

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

重点，抢占绿色经济发展制高点。“绿色发展”是顺应世界发展潮

流的发展观。

（二）以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的发展

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

促进技术创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

消耗及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技术的

研发和引进消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及重点工

艺流程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排放。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安全、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标准，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规模。创新机制，大

力发展节能服务产业。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此外，绿色经济还包括大力发展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

材料、海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产业。1.组织

开展共伴生矿产资源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城市矿产”餐

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重点工程。2.大

力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强化环保产业，加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艺术与设计23年5期-5.25.indd   93艺术与设计23年5期-5.25.indd   93 2023/5/25   10:00:012023/5/25   10:00:01



城市设计 | URBAN DESIGN

094 | ART AND DESIGN

建设。

中国的城市化是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城

市的空间拓展与规模的扩张。因此，如何提升城市化发展的质

量，制定与此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选择合理的产业发展的模式，

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8]。

四、结论与讨论

以低碳、绿色为新理念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在传统发展

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我们需要融合绿色发展理念，并将这种

理念，根深蒂固地体现在城市发展规划设计中和经济社会发展实

践的主流中，并成为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作为规划工作者，必须要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的整体配合性和平衡性做重点统筹考虑，始终贯穿“以人为本”，

善待环境，绿色设计的理念，并使其成为实现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的前进方向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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