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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石油农业的大力发展，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　和人们
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化、酸雨、生　态退化以及资
源枯竭等问题，因此，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开　始逐步对长期以来一
味追求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社会经济　发展道路进行反思，逐步认
识到只有全面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保持适当的　人口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只
有保持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与有序开发利用，才　能逐步走出当前的困境。
　　为了克服当前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无序开发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更好地协调　人地关
系，更好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规划已日益成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在
社会经济建设中必须面对并开展的首要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在我国国家环　保总局（现为环保部）以及各省市（县）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开展了
众多的不同主题　不同尺度的生态规划_亡作，例如生态省规划、生态市规划、生态县规划、生态村
（镇）规　划、生态示范区规划、自然保护区生态规划、生态农业发展规划、生态T业园区规划、全
国　生态功能区规划、流域生态规划、景观生态规划、生态社区与人居环境规划、旅游业生态规　划
（或生态旅游规划）等，上述生态规划项目的开展与建设实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区域的　生态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生态规划学是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产物。
　生态规划是运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学原理、生态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方　法，
从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区域资源环境特点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合理规划资　源开发与利
用途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寓生态环境保护于区域开发与经济发展之中，　以达到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和谐发展的规划。
随着当前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　提高、生态文明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
规划工作也将呈现m巨　大的社会需求。
同时，随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法规的不断健全，生态规划也逐步成为　区域社会经济建设和项
目开发的必要程序与“规定动作”。
然而，由于生态规划的主题以及　规划尺度的不同，生态规划的技术规范要求和内容也各不相同。
目前，国内外生态规划尚缺　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这给实际的生态规划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态　规划_T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加快推进从事生态规划丁作
的人才培养，以满足　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对生态规划人才的巨大需求，十分有必要将生态规划
作为一门学科　和一门技术来加以研究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态规划_T作做到“有理论可依
，有规　范可循，有方法可用，有技术可靠”。
正是基于这个目的，作者在多年从事生态规划实践T　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近年来的《生态规划》
课程教学T作的需求和教学心得，组织编写了　《生态规划学》，旨在推动我国生态规划T作及其相关
的人才培养_[作，并对相关的规划实践　及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进而推动生态规划工作逐步走上
规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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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规划学》共分十四章，内容涵盖了“生态调查生态评价生态规划生态规划管理”全过程的
基本内容与技术规范，同时将生态规划理论与具体的规划实践结合起来，对生态示范区（生态区、生
态县、生态市、生态省）规划、生态区划（生态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生态规划、农
村生态规划（生态村、新农村规划）、产业生态规划（生态农业规划、生态工业规划、生态旅游业规
划、生态工业园规划、生态农业园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含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景观生态规
划的基本内容和操作方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除此之外，还介绍了3S技术和数学分析方法及其在生态规划中的应用领域与实践案例。
《生态规划学》是一本将生态规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来进行编写的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
　　《生态规划学》适合于从事生态规划、环境规划、资源利用规划、国土规划、旅游发展规划以及
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政府管理决策人员阅读，同时可供高等院校生态规划等相关专业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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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生态规划是一个由人参与，并由人主导的方案制定过程，因此，
要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就必须以相应的理论为指导。
生态规划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某一具体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自然一经济社会
复合生态系统，因此，用以指导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必然来自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环境学、经济学
、社会学、管理学、美学、系统科学、规划学、工程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理论。
　　生态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许多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除了上面提及的有关理论外，还有许多具体学科的理论可以应用到生态规划工作中，如生物学
、农业科学、工业科学、旅游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的相关理论。
下面将对与生态规划相关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介绍。
　　第一节 地域分异规律　　一、地域分异规律的基本内容　　地域分异现象（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地域分异规律是由于太阳辐射、海陆位置和海拔高度等因素的空间差异而引起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生物
群落在空间地域上发生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差异。
地域分异规律一般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垂直地带性和地方性规律。
　　纬度地带性是指由于太阳辐射能按纬度分布不同而引起的气候、植被、土壤、农业生物与耕作制
度等在纬向上的分异规律。
经度地带性是指由于距海远近即海陆位置不同而导致地理环境和生物群落等在经向上的分异规律。
垂直地带性是指由于地形、地质结构而导致地理环境和生物群落等在垂直高度上的分异规律。
地方性规律主要是由局地地形、地面组成物质及地下水埋深等因素引起，具有系列性、组合性及重复
性等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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