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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城市规划 
胡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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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将立足现代城市，探讨城市规划设计存在的不足之处、城市规划设计的原则和具体路径，以期为有识之士提供参

考，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的规划设计水平，打造生态城市、绿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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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rn 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paths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ople of insight,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level of cities in China, and build ecological cities and gree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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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注城市规划。城市建

设关乎城市居民的发展，以及城市形象的塑造。为了彰显城市特色，凸显城市魅力，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城市规划设计

上，实现生态城市创设目标。 

1 当下生态城市规划存在的不足之处 
1.1 布局并不合理 

我国幅员辽阔，城市规划存在差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态建设情况也不尽相同。当前很多城市在规划过

程中存在问题，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优化城市生态环境，需要从生态层面考量，扩展城市的绿地面积。对

我国城市进行分析，发现很多城市都没有形成合理布局，市内绿地面积少之又少，且分布并不集中。我国城市绿地大

多以点状形式存在，片状绿地规模很小。在绿地组成中，草坪占据的比例最大，灌木等绿色植物明显不足。由于绿地

面积较小，城市生态建设效率相对较低
[1]
。 

1.2 绿色植物单一 

我国城市在规划建设过程中，会对生态空间进行分割，根据物种类型进行区域划分。很多城市将同一物种的绿色

植物孤立起来，阻碍了绿色植物与其他植物的相通，群落分层无法实现，生物多样性无法得到保证。一些区域乔木集

中、一些区域灌木集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绿色植物的混合搭配比较少见，导致城市绿化乏善可陈。绿色植物种类较少，

不仅会影响城市的绿化效果，还会影响城市的整体形象。 

1.3 缺乏科学导向 

生态城市在我国出现较晚，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并未形成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遇到技术性和理论上的问题。

城市规划设计的难度较大，设计者不仅要对城市空间进行划分，还需要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利用，不断提高生态设计

水平。城市特点不同，生态设计方向明显不同，设计师需要坚持科学导向，凸显城市的生态特色，彰显城市的绿色形

象。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师们并未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对生态城市的理解度不够，导致生态城市规划容易沦为形式化

的产物。 

1.4 规划设计笼统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借鉴相关经验，制定

生态城市规划方案，解决生态城市规划问题。当前我国的“生态城市”较少，在成功案例不足的情况下，规划设计容

易陷入瓶颈。生态城市规划具有复杂性特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处

于探索期。我国需要不断突破技术局限、资金局限、人才局限等，提高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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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 
2.1 完整性 

生态城市规划并不是对城市的改造，而是对城市的优化。在生态城市规划过程中，设计师应该保证城市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在已有的生态系统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师需要考察生态系统特征，适当引入新的物种，避免对生态系统

造成负面影响，继续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
[2]
。 

2.2 科学性 

生态城市规划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设计师不仅要追求生态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人文效益。在物质生活

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旺盛。人们渴求在绿色城市中生活，寻求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设计师应该立足

城市居民的现实需要，对城市开展系统研究，设定科学的生态城市规划方案，提高生态城市规划水平。 

2.3 合理性 

生态城市规划需要秉持合理性原则，设计师应该分析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以绿色植物的引入为例，城市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区域特点确定植物类型，形成不同的生物群落，整合生态系统

中的各个因子，为生态城市的构建助力。 

2.4 经济性 

设计者在规划生态城市时，要把握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生态城市构建应该和经济发展保持一致，设计者需要构

建生产循环系统，不断降低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下，设计师需要对清洁

能源进行开发，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有效防治各类环境污染。 

3 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路径 
3.1 制定规划方案 

生态城市规划直接关系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为了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加快城市发展速度，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城市

规划上，保证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科学性。城市建设部门承担着重要的工作责任，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价值，

形成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生态城市理论更加成熟，城市建设部门应该将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建

设的重要参照点，并坚持以生态城市建设作为目标。很多城市在制定规划方案时，仅仅关注了城市的经济效益。针对

这一情况，应该促进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态的协调发展，把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现代城市规划方案必须

含括以下几个内容：第一，需要稳定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需要维持经济运转，保证城市的经

济效益获取。第三，需要不断优化环境，保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3.2 保证生态量度 

现代城市飞速发展，可持续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建筑设计提出要求，设计师需要把握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关

系，实现二者的互联互通。通过设计实践发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可以实现并行：绿色植物能够拓展建筑物的功能，

提高建筑物的审美效果。在建筑设计中渗透绿色理念，能够扩展城市绿色景观的面积，改善城市的局部环境，缓解环

境污染。从这个角度来看，绿化设计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应该从绿化角度出发，充分

认识到绿色建筑的重要性，并增加绿色建筑的数量。当前我国很多城市都提出了绿化要求，设计师应该考察城市的绿

化要求，确定城市的绿色容积率，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城市规划设计。同时，设计师应该设定不同地块的绿化功能，并

根据发展规划指数，对面积不同的地块进行差异化设计。 

3.3 提高设计精度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考察了设计师的专业能力，设计师需要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设计能力，制定城市规划设计目标，

提高城市规划设计精度。在制定城市规划方案时，设计师需要立足城市的生态环境，分析城市的风格特色，考察城市

的民俗文化等等。生态城市基础设计应该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城市住宅，第二是城市产业，第三是城市景观。在开展

住宅设计时，可以立足生态建筑学，对城市住宅结构进行优化，围绕居民核心需求进行系统设计。在开展产业设计时，

可以立足循环经济，打造一体化的工业体系，形成集教育、医疗、文化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在开展景观设计时，可以

立足城市街道、城市园林等等，对街道园林进行绿化设计。 

4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展。人们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更高需要，我国城市需要制定

规划方案，朝着生态城市的方向迈进。设计师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城市规划责任，应该把握生态城市的内涵，秉持生态

城市的建设原则，寻找生态城市规划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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