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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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46377.htm 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主

要任务:①摸清“家底”,即从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可支撑角度

稔知生态环境的受损程度、污染危害及根源,洞悉人口和经济

发展的现状与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压力,辨识辖域内外主要

资源的保障能力、区域生态环境的可调节潜力,以及污染治理

、生态补偿的社会需求与经济、技术的支撑能力[4].②主要从

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空间格局和社会结构调整角度,在

保障经济高效发展、社会稳定和人们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前提

下,如何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加强生态屏障和消纳能力

的建设,以及有序地调控人口的龄级、素质、就业结构和定居

规模,调节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分配,完善城市基础建设与保

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物种.③在不同时空域规划目标和方案确立

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调节机制与政策、法规、

管理措施和拟建工程项目等方面,探索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

方略。来源：考试大 为了完成上述规划任务和达到生态城市

建设的目标要求,除遵循前述基本原理外,还需按照一定的过程

进行系统分析和有序探索。在近年来进行的几例生态市、县

规划过程中,我们曾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论,以独特的技术路线

设计将规划目标、内容、方法和过程融为一体(见图2),既能使

复杂的对象系统有机关联,又使参研者清楚地知悉自己所承担

的任务及与他人工作的配合.既从规划研究上保障了城市发展

的整体性和各子系统规划方案实施的协同性,又能顺利而圆满

地完成预定的任务和实现即达的目标。 生态城市的规划目标



与方案因地域空间、产业、行业结构和时序演变而呈现出多

维的合理组配,且需要适宜、协同和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与对策

措施,以及阶段评估和部门考核的指标、方法等。因此,选择科

学、适宜的模型方法尤为重要。在规划过程中,不仅需要评价

现状和确定单一目标的一般统计学方法和时序、因果预测类

模型,更须采用能够反映多因素间相互依存和机制的关系结构

及其动态演绎的模拟模型,以便能够协同市域系统内在结构和

主要状态的关联优化,且能为不同内外条件支持和可行策略实

施下的多个规划方案择优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近年来,我们

利用美国著名生态环境学家T.H.奥德姆教授创立的系统生态

学建模原理和模拟方法开展了几例生态市、县的建设规划,所

构模型见图3[5]。实践表明,该模型以揭示多元复合开放系统

的内在结构和状态的非线性关联机理为特征,依据变元之间的

相依函数关系融多种模型方法于一体,对城市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及不同发展模式和策略进行动态模拟、比

较择优,这恰恰符合城市系统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综合决策需要,

也使前述的规划原理和研究范式得以科学的应用及完善。采

集者退散 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加强地方政府、民众与外部专

家的密切合作,既能保障规划的质量、提高地方官员和民众对

当地发展的深层次认识及执行规划的自觉性,而且能为地方培

养一批规划、决策和管理的人才,以便使其掌握先进的发展理

念和规划方法而有助于未来实施过程的调整和研究。另则,在

规划过程中借助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和多层面、多轮次

的咨询研讨,既充分吸取各级各部门官员和民众的宝贵建议,又

能让其在参与中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有助于真正实现决策和

实践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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