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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7_94_9F_E

6_80_81_E5_9F_8E_E5_c61_646376.htm 城市发展规划通常由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基础建设四部分内容组成。前三部分

的规划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形成了一种“交集”,而基础建

设规划是上述三部分交集的“交集”(见图1)。就是说,对于制

定城市的经济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或生态环境规划,必须

考虑到“两两”和“三者”之间的相依与制约关系.而对于城

市的交通道路、房屋建筑、给排水系统、公共场所配备等基

础建设规划,均要考虑到上述三个方面的需求和保障。相较而

言,生态环境规划则是城市有序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基础,其目标

旨在能够保障其经济繁荣、景观优美、环境清洁、人居舒适

及其与外部地区自然环境的谐和。而生态城市建设规划恰是

上述多元集合、多边规划的综合协同,这是城市辖域人与自然

生态生命系统有序演化的基本需求,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人口可持续宜居的根本需要 系统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环境决定

着系统的功能输出与状态演化,这是认识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解析城市的内外关联和机制、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所需遵

循的基本原理.处理好结构内部和结构之间的联系,则是制定生

态城市建设规划成功的关键。城市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多元

复合系统,其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

格局,以及社会结构是链接各子系统、各元素关系的中枢。 产

业结构既是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关联映像,又决定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影响着生态环境的演化状态。城市的产业

结构总是依据地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



力而变化,但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态既决定着城市经济和人口聚

集的规模,又因相应的资源配置和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着城市生

态环境的质量及可持续支撑的潜力,进而亦带动着技术、文化

、教育和就业结构的协同调整。因此,改善城市和泛城市地区

的生态环境必须依靠三次产业及其内部行业、产品结构和与

之相伴的技术支持结构的有序调控,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就

业和生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借助技术创新和清洁型生产工艺的

改造,带动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费的结构性转移,以节约资源和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益,减少污染排放和减轻环境的负荷压力.并籍

助经济发展的反哺和科技、管理体系的创新,以寻求和利用更

多的可再生替代资源,积极治理“三废”污染,不断改善和提高

环境的质量。 “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意味着不仅人们的基本

生存资料来自土地的富有和对自然力的转化,而且经济的扩张

空间、人口的聚集规模、景观和生态建设的潜力均需要有限

的土地资源和其可开发利用的强度来支撑。因此,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需要依靠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调整,在保障工业、交通

和城区第三产业发展、城乡居住用地和基本农作耕地需求的

同时,通过生态廊道建设和城乡绿地面积的增加,以及林地面积

的扩大和林分结构的优化,以增强自然抗灾屏障和生态系统的

消纳、调节功能.通过自然保护区和人文景观区面积的适度扩

大,在保障生物多样性、特有和濒危物种繁衍与历史文化名胜

观览的同时,增强生态自养功能和陶冶人们的自然、文化情操

。 地理空间的自然、人文特性和社会经济的承载、调控能力,

均需要因地制宜地合理产业和人口居住的格局,才能有效地促

进经济的发展,协同有序地改善生态环境。因此,制定生态城市

建设规划,必须立足于区位特征和依靠城市辖区内不同等级城



镇规模、商贸和居住功能的调整,工业转型和格局的合理分布,

以及建城区和工业园区内土地配置结构的优化与园林、绿地

及空间隔离林带的建设,旨在能持续主导其社会、经济的有序

发展,且使各建城区、工商业组团和村镇居民点内经济发展、

人居舒适、环境消纳和生态建设得以协同。来源

：www.examda.com 社会结构泛指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

管理体系的制度性结构和人口、文化、消费类非制度结构。

制度性结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既依附于以产业结构

、土地利用结构和生产力空间结构决定下的生产力发展需求,

又调节、促进诸生产力结构和人文类非制度结构的优化,从而

推动着地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生态城市的发展需要

社会结构的有序调控和稳定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制定生态城

市建设规划应以上述几大结构为主,而不宜围绕状态来制定,否

则会舍本求末、无所适从。究其根源是在一定外部环境条件

下,城市的内在结构决定状态的适存和规模,决定效率和公平,

进而决定着系统的能量输出和演化。另则,所谓的量变和质变,

事实上均取决于适应外部环境下系统结构的变化。亦就是说,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只有系统的结构发生变化,才能引起系统质

的变更和量的变化。这如同建造楼房一样,建筑学家总是以特

定环境条件和功能要求下的房屋结构的设计为主体,进而链接

楼房的功能单元、要素和材料的合理配置。楼房功能不同,其

主体结构也相异。即使同一整体功能要求,但内在结构的技术

设计不同,其功能的强弱和外观形象亦迥然有别。所不同的是,

城市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多功能要求的动态、复合、开放系统,

制定其发展规划就是依据系统的主元结构现状、潜力、外部

影响和需求,进行未来发展的优化设计和抉择。采集者退散 因



此,生态城市的建设规划只有通过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及与之

相伴的技术结构,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贫富问题的同

时引致资源或能源利用结构的改变,才能节约资源和解决环境

问题.只有合理设计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在促进三大产业、城

乡基本建设顺利发展的同时加强植被建设,以保障土地资源综

合效益的提高.只有有序设计、调控生产力和人居的城乡、局

地格局,才能在促进经济、人居规模效应的同时改善城乡环境

质量,减少面源污染,以有效保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繁衍.只

有科学地设计生态景观结构,使人文和自然景观合理配置,才能

美化城乡环境和满足人们的旅游观赏需求.只有优化经营结构

、管理结构、贫富差异结构、人口和人力资本培育结构以及

投资结构等社会调控结构,才能促进经济高效、社会稳定地发

展。也就是说,一个生态城市的建设规划,应以诸大结构的合理

调整和协调进而实现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为主,根据外

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国家和省上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

域内发展需求和自然环境、资源、技术、人才的支持状况,调

整城市辖域的内在结构,以扬长补短、增强整体发展功能和保

障其可持续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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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