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规划辅导：培养生态意识的重要性09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0/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90886.htm 2004年原建设部正式

发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通知，得到了业内很多专家的

支持和城市的响应。从之前倡导的创建园林城市到生态园林

城市，虽两字之差，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在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生态”观念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近日，记

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与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他认为，对“生态”的不理

解、传统落后的价值观以及园林教育体制的落后是导致这一

思路未得到落实的主要原因。 突破传统植物应用观念 “很多

人不理解什么是生态，以为绿色就是生态，把应用观赏植物

当成生态。还有的地方是假生态，只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堆砌

，功能无从判断，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极大的浪费。”俞孔坚

认为，植物的应用要重视通过植物营造环境与空间，进行资

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在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考虑生态与节约性。后期运行与维护

，最大限度地节能、节水、节材。而目前我国的植物应用研

究大多偏向观赏性，集中在微观的层面，导致很多设计师在

植物选择上局限性很大。 俞孔坚提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观

赏植物和非观赏植物之分。突破“观赏植物”的界限，利用

野花、野草等来弥补城市中地被植物的缺失是上策。除了有

特殊要求，对一般绿地的野生植物只修整而不拔除，使其与

人工种植的树木花草共生共荣。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营造中，

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样的绿化方式才称得上有



生态意识。 树立符合当代的价值观 景观是价值观的反映，俞

孔坚对当前城市建设中很多斥巨资来摆花，建尺度超常的广

场等所谓“美化”行为深恶痛绝，“斥资数亿建的花坛需要

施肥、浇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劳力、物力，这是最不生态

的做法，是城市文明不成熟的表现。”俞孔坚说，“在人居

环境极度恶化的今天，我们要的不是粉饰太平，而是去寻找

一门生存的艺术，如何用最少的工程获得最大收益；如何与

自然的节律相和谐；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如何使人在景观

中体会到舒适和放松，找到精神归宿。” 俞孔坚强调，设计

既不能模仿古人，也不能模仿西方。优良的民族风格应该继

承、保护，而对于毫无价值的历史垃圾也要坚决摒弃。在建

设先进性、现代性并存的开放城市的同时，也要将国外先进

的理念、规划原则与开发价值结合起来。俞孔坚表示，我们

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是人本身，更确切地说是每个普通的城市

居民，用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休闲和娱乐的需求来衡量

、评价和缔造城市景观。城市建设者、设计师要树立理性、

科学、平民化的价值观念，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ぁ

百考试题。 生态意识的培养很关键 俞孔坚指出，没有大的视

野就不会有系统的生态建设。当前中国的园林绿化设计很多

只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往往成为建筑的附庸，要从区域

和大地的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发展战略。作为景观设计师和城

市设计师，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担当起设计国土的责任。 

从中国城市建设的实际来看，城市的决策者、地产商、设计

师们对生态的理解和实施决定了这一地区生态园林建设的成

功与否。俞孔坚认为，景观规划设计是一个可辩护的过程，

尤其要考察决策者的行为。教育决策者，不断向他们灌输生



态的观念，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是当前进行生态园林建设最有

效的措施。而对于设计师的培养则要从高校教育改革开始，

目前很多高校所传授的只是一些技术化、表面的生存手段，

怎么画图漂亮，怎么运用观赏植物、景观元素，很少从生态

的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系统培养设计者正确的生态

观念很重要。俞孔坚表示，中国的园林教育体制存在很大问

题，要彻底打破传统教育观念尚需时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