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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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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城市规划模式已难以满足资源保护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求。生态导向的城市

规划理念，强调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融入生态保护、低碳节能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思维，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

流方向。本文围绕城市规划改革的必要性，分析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并从生态视角出发，提出多项具

有可操作性的改革策略，包括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布局、构建和谐人居环境和倡导绿色技术路径，以期为我

国城市规划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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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dual	need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oriented	urban	planning	concept	emphasize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integr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low-carb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to	the	process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modern	 urb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urban	planning	reform,	analyzes	 the	core	 role	of	urban	plann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multiple	 feasible	 reform	strateg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cluding	improv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ptimizing	spatial	layout,	building	a	harmoniou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dvocating	green	 technology	path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hina's	urban	plan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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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暴露出许多弊端，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突

出。城市作为人类聚居与活动的核心空间，其规划理念亟需转型升级 [1]。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应运而生，它不仅关注土地使用与交通结

构的合理配置，更注重资源节约与生态协调的长远目标。本研究围绕生态导向下城市规划的改革路径展开探讨，旨在推动城市走向绿

色、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一、城市规划改革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在承载人口、资源、

产业等多种功能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城市规划方

式，虽然在一定阶段推动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功能分区割裂、资源配置效率低

下、生态环境退化、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还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因此，推动城市规划的改革，不仅是应对现实挑战的

必要选择，更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路径。[2]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在新发

展理念的引领下，城市规划改革必须转变过去“以经济为核心”

的粗放式扩张思维，更多地融入“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的理念。城市的发展不应仅仅追求地上建筑的数量和地价的

提升，更应着眼于内部空间结构的科学布局、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利用以及城市功能的协调统一。例如，近年来部分城市在“城市

更新”过程中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提升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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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旧城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的整体承载力和居民的幸福感，这正

是城市规划改革所追求的方向。[3]

从长远看，城市规划改革关系到城市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当

前国内各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土地资源紧张

等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系统性规划加以引导和调控，很容

易陷入“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展与功能低效运作的困境。以北京

为例，为了解决人口过密和功能高度集中的问题，近年通过疏解

非首都功能、推动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实现资源的再平衡，这

种规划上的调整对缓解主城区压力、优化区域结构起到了关键

作用。

此外，城市规划改革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城市韧性也具

有重要意义 [4]。极端天气频发、城市内涝、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均需从规划层面着手，系统谋划雨水排涝体系、绿地系统、生态

廊道建设等，增强城市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例如深圳“海绵城

市”试点，通过打造绿色基础设施与雨水利用系统的有机结合，

成功缓解了城市排水系统压力，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城市快速扩张与生态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基于生态

导向的城市规划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趋势。其核心在于将生态

理念渗透到城市发展的各个层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推

动城市从传统粗放型扩张转向集约、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生态导向的规划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尊重与保护，避免无序

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绿地减少和生态系统破坏，从源头上降低环

境风险。例如，在新区建设中保留原有湿地系统，不仅维护了生

物多样性，还为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公共空间。

同时，该模式通过合理布局居住区、产业区与生态隔离带，

优化城市结构，减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这

不仅提升了城市功能承载力，也缓解了“城市病”的产生。同

时，生态导向的城市建设鼓励绿色建筑、雨水回收、节能交通等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更具可持续性。[5]

这种规划理念强调以人为本，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城市

宜居性与吸引力，增强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因

此，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不仅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更是

推动城市走向绿色、高效、和谐未来的重要支撑。

三、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改革措施

(一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扩大城市容量

在当前城市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单靠无序扩张

已难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城市面临人口增长、经济转

型、资源紧张等多重压力，必须从“增量拓展”转向“存量优

化”。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是解决“城市空间不够用”问题的根本

路径，也是基于生态导向推动城市规划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6]

所谓城市容量，并不仅仅是城市可以容纳多少人，更是指城

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承载和社会系统对人口、产业、交

通等要素的综合支撑能力。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正是扩大这

一“容量”的有效手段。过去很多城市一味依赖新开发区来疏解

主城区压力，结果导致土地浪费、公共资源分散、基础设施重复

建设等问题。如今更需要通过规划引导，在城市内部“做减法”

与“做加法”并重，挖掘老城区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动功

能整合和空间复合使用。

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也是提升资源效率的关键抓手之一。通

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城市用地、

水、电、交通等资源进行精准管理和动态调控，可以大大减少浪

费。例如，杭州的城市大脑系统通过智能调度交通信号灯，实现

了交通资源的动态分配和通行效率的显著提升。由此可见，信息

化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更能为城市扩容提供技术支撑。[7]

在生态导向下，城市规划还应注重绿色空间与建设用地的协

调比例。在扩大城市容量的同时，要统筹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例如绿地系统、水体系统、生态走廊等，不仅提高城市生态

环境质量，也为市民活动留足空间。这种以“生态红线”限制开

发、以“绿色增量”增强功能的方式，已逐渐成为新一轮城市规

划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 )优化调整布局，缓解资源压力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长，传统的城市规

划模式逐渐暴露出资源压力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地资源和公

共服务设施方面。面对有限的土地、有限的公共设施和日益增长

的需求，优化调整城市布局成为应对资源压力的关键途径之一。

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改革强调通过调整城市布局，使资源得到更

加合理和高效的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布局的优化，不仅仅是对空间进行重新划分，更是要在

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的同时，注重功能的混合与协调。传统城市规

划通常采取分区管理的方式，如将住宅、商业、工业等功能区隔

开，这样做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满足各类需求，但却容易导致交通

拥堵、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当前城市规划改革的

关键目标之一便是功能混合，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协同发

展。通过合理配置商业、居住、休闲等多种功能在同一片区域

内，减少交通流量的同时，也降低了土地开发的压力，实现更高

效的资源使用。

在优化城市布局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优化城市的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医

疗、文化等服务的供给压力不断增大。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城市

规划应当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布局，确保城市的各个区域都

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以北京为例，在过去几年里，北京

市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合理布局和扩展，解决了部分区域公

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发展社区医疗、智能教育等新

型服务，有效缓解了人口集中地区的压力。[8]

此外，生态导向的城市布局改革还需要关注水资源、绿地资

源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面临的

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城市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显得

尤为重要。应通过调整城市的排水系统、增加雨水收集和利用设

施，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增加绿地面积，提升城市的生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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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在深圳，城市规划部门大力推动“海绵城市”建设，通过

增强雨水渗透、蓄水和利用功能，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城市内涝问

题，并有效改善了城市的水资源管理。

(三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城市的和谐共处

城市发展从最初的扩张式建设，到如今强调生态导向和可持

续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城

市环境之间的有机融合。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往往忽视了自

然规律和生态平衡，出现了大量破坏山体、水系、湿地、植被等

自然资源的现象，不仅加剧了城市的环境问题，也影响了居民的

生活质量。而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改革，则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

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发展的模式，推动城市发展向绿色、健

康、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需要在城市规划中融入生态优先

理念。在选址、土地使用、道路布设、建筑密度等方面，应充分

考虑自然地貌、水系分布以及生态敏感区域的保护。例如杭州在

西湖周边的城市更新项目中，严格限制建筑高度和密度，保留了

原有山水格局，提升了城市生态品质，同时也成为了城市形象的

重要名片。[9]

要注重城市“留白增绿”，构建多层次的生态绿地系统。绿

地不仅是城市的“肺”，还能调节小气候、净化空气、减缓城市

热岛效应。近年来，不少城市探索“口袋公园”“屋顶花园”等多

样化绿化模式，在有限空间中实现生态补位。比如成都的“天府

绿道”项目，不仅串联起城市公园、水系、社区绿地，也为市民

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空间，提升了城市宜居性和生态功能。

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共处，也需要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

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城市不仅是建筑的集合，更是人

们生活的容器。因此，城市规划应更加注重人行步道、无障碍设

施、公共空间的便利与舒适性。深圳在近年的城市更新中，大量

增加人行区域、开放空间和公共座椅，营造出适合步行、交流和

休憩的城市环境，让居民在城市中更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最后，实现和谐共处还需要加强城市文化与生态的融合。一

座城市不仅需要绿色空间，更需要文化根基和历史文脉。在生态

导向的城市改革中，应重视历史街区、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再利

用，营造既有自然生态也有人文氛围的城市环境。例如苏州在保

护古城区的过程中，结合水系修复、绿化提升和古建保护，打造

出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的典范。[10]

(四 )全方位倡导低碳节能技术

在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改革中，倡导低碳节能技术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当前，城市能源消耗仍占据社会能源使用

的大头，而大量碳排放、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普遍存在。因此，改

革城市规划思路，推动从能源利用方式、建筑节能、交通出行、

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引入低碳节能技术，是构建绿色

城市的重要抓手。

从城市建筑层面来看，大量高能耗建筑是城市碳排放的主要

来源。推行绿色建筑理念，采用被动式建筑设计、隔热保温新材

料、智能通风系统等技术，可以显著降低建筑能耗。此外，推广

绿色建材和建筑能效评估制度，也是推动建筑节能的有效措施。

在交通领域，应重点发展绿色出行系统，减少碳排放。城市

应优先规划地铁、轻轨、公共巴士等公共交通线路，鼓励市民少

开车，多步行、多骑行。例如，杭州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 +地

铁”联动模式，有效提升了居民短距离出行的绿色比例。与此同

时，应加快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氢能补给站等低碳交通基础设

施，推动新能源汽车逐步取代传统燃油车。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能源利用方式，也应向清洁化、智能化

发展。采用太阳能路灯、雨水收集系统、建筑屋顶光伏发电等新

型节能设施，不仅能缓解城市用电压力，还提升了城市生态系统

的自我循环能力。如深圳市多个新建公园采用“零碳运营”理

念，通过太阳能供能和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低碳

运营。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也为节能降碳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

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城市能源使用情况，精准调配资源使用效

率，可以有效避免能源浪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开端，更是引领城市

走向绿色未来的关键抓手。在生态环境日益紧张的今天，必须从

生态视角出发，改革传统城市规划理念与方法，推动城市空间结

构向高效、绿色、协调方向演进。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

布局、强化生态功能与技术支撑，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

的发展目标。这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更是新时代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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