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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以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生态城市正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理想模式。
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和支持。
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有助于协调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发展的关系，对探索
既能体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协调融合，又能满足当前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要求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生态城市产业集聚问题研究》一书围绕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展开，
博采众长，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本书认为，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集聚的概念可作以下论述：　　生态城市是在生态平衡条件
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祥和，人类不断开拓创新，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人与自然、人与人和
谐相处并持续发展的理想聚居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通过生态、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人类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持
续发展。
　　产业集聚是各种生产要素集中于某一地理区域，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网络，从而共享资源，降低
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最终达到优势外溢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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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三代环境问题。
因此，研究如何更好地建设生态城市，特别是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书研究了产业集聚可持续发展的发生机制，探讨了生态城市产业集聚的发展顺序问题，构建了可持
续发展产业集聚的支持体系，进而展望了未来中国生态城市与产业集聚良性互动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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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
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同时也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墉认为，21世纪是“城市世纪”或“城市时代”。
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1995年的24亿猛增至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48％升至61％；中国将
是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主力军，城市化率将从1999年的30.9％增长到2025年的55％左右，城市人口
从1999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8.7亿。
自然而然，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国668个城市贡献着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税收
。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匮乏和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三代环境问题——既要解决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
工业污染、生活污染、机动车污染等第一、二代环境问题，又要解决他们正在出现的化学品污染、土
地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新一代环境问题。
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将不能支持未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不
可能有效地解决我们面临的众多环境问题。
因此，我国既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去解决这些环境问题
。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如何建设生态城市的问题，特别是从产业，尤其是工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就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工业污染与资源枯竭方面，我国由于技术落后、生产消耗指数高、资源利用率低，大量未被利
用的资源变成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造成资源利用效益低下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一些操作物质流、能量流特别巨大的过程工业，我国的资源利用率不足10％，能耗却是美国、日本的2
到4倍。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从1999年海南省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至今，吉林、陕西、福建、山东、
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设生态省，有20多座城市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
但是，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相关问题是摆在各地城市规划与
管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书拟从产业集聚的角度人手，研究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发生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支
持体系，利用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能源利用率高和污染排放少的优势来建设生态工业，进而促进生
态城市的建设，并探讨如何通过生态城市的建设进一步地促进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以形成两者的
相互促进和发展。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在生态城市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产业集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针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中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
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基本理论。
深入分析研究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运行机制，提出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
聚模式与支撑体系，同时对我国通过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促进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提供政策和对策建
议，对促进我国生态城市健康、协调、稳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本书研究的主要意义是：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可持续产业集聚的支撑和支持，可持续发
展产业集聚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指导，有助于协调好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发展的关系，对探索建立
符合我国国情，既能体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协调融合，又能满足当前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要求的可
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的研究有利于生态城市建设理论的完善，本书从生态学原理出发，界定了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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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集聚的概念，探讨了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模式、运行机制及支撑体系，这
将有助于生态城市建设理论的完善。
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的范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的重要标志，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核心内容。
本书对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的建设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指导我国各城市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生
态城市建设思路。
通过对基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模式、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可
操作的生态城市建设思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城市自身在生态城市建设道路中所处的状态和所存
在的瓶颈，并为下一步如何改善提供途径。
对我国城市利用可持续发展产业集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提出了政策、对策，对指导我国各城
市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建设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完善和丰富既能体现城市社会、经
济、自然协调融合，又能满足当前我国生态城市发展建设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载体，更是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
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最能体现这些人类成就
的就是城市的繁荣。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它是集约了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的地域系统，是人们生活聚集
的主要场所。
但当人们正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建设发展城市时，随之带来的是诸多的城市问题，诸如生态资源的枯竭
，耕地减少，空气质量下降等，人们开始思考未来城市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于是生态城市这一全新的概念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建立人与自然、人
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城市成为人们的追求。
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而世界各国的生态城市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并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生态城市思想的发展历史。
　　虽然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以及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古代，生态城市的思想、观念随着城
市的形成就产生了。
古代中国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即为自然，而“人”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作为主体的人是
关键。
《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指的是天、地、人的内在关系。
并强调人最终要服从自然规律。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基本都遵循了这一思想。
　　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的思想，并尝试建造一座理想的城市。
而古罗马建筑师威特鲁维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著有《建筑十书》，书中对城市选址、城市形态与
规划布局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健康生活融人到生态条件的选择与建筑设计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菲拉雷特、斯卡莫齐等人继承了维特鲁维的思想，发展了理想城市理论。
其中，阿尔伯蒂著有《论建筑》，主要阐述的是城市的选址以及城市街道设计在军事上的作用；菲拉
雷特著有《理想城市》一书，主张理想的国家、理想的人和理想的城市；而斯卡莫齐根据菲拉雷特的
思想提出了一套城市建设方案。
实际上按理想城市方案建造的城市并不多，但这些方案设想对欧洲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城市规
划思想颇有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著名人文学者托马斯·摩尔于16世纪提出理想城市模式——“乌托邦”
。
“乌托邦”源于希腊文，意为乌有之乡，理想之国，后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之后，有康博内拉的“太阳城”，约翰·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8—19世纪有傅立叶的“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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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英国罗伯特·欧文的“合作新村”（共产主义新村），西班牙索里亚的“线状城”等。
在这些人文学者的理想城市里，主张人的平等，社会财产的共有，并重视教育，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
这些学者试图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这些学者的思想大多是一些空想，但他们对理想城市的设想给人们描述了一个未来的美好的生活
环境，其先进的思想给人以不少启发，也为以后生态城市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生态城市思想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兴起、发展的，早期的生态城市思想为后来生态城市理论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城市理论的蓬勃发展主要是在近代，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与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的觉醒有关。
随着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深入，各国也纷纷将理论运用到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中，按照生态城市的目标
建立了许多生态城市。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市、新西兰的怀
塔克雷市、丹麦的哥本哈根、美国的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中国的上海和深圳等。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运用，促成了生态城市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生态城市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生态城市定义的演变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
　　“生态城市”一词最初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的。
“人与生物圈计划”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
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第57集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包括：生态保护战略（包括自
然保护、动植物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基础设施（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
，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人城市。
　　尽管生态城市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
生态城市，甚至对于生态城市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清晰的概念。
②现代生态城市的概念已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生态资源的保护，美化城市环境等，而且涉及经济、社
会、科技等诸多方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于生态城市的概念，苏联生态学家亚尼斯基（O.Yanitsky）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市模式
，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
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则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康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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