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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明确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概念的前提下，对城市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范围、目的、期限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从

规划开展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个具体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应包括资料收集、现状调研、规划制订、后期反

馈 4 个环节在内的实施步骤。同时，结合南京、西安、九江等具体城市案例，将城市生态文化建设划分为依据社会

需求的结构布局、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等 3 大主体部分，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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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eco-culture construction，the paper elaborates its planning
area，planning period and planning aim． On operational level it puts forward the execution process of the
plan for eco-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s collection of data，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and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and feedback after finishing． Then it studies the cases of the planning in
Nanjing，Xi’an and Jiujiang cities，and divides urban eco-culture construction into three main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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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n the details on how to carry them out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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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时代环境危机的日益显现［1］，促使了

社会对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促使了

社会开始思考和实践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变，生态文

明社会的构建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2］。发

挥生态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一个城市具有极其复杂的社

会背景情况，也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如

何把生态文化落实在具体的项目中，成为政府可以

抓得起、公众能够感受到的真正融入生活的实体，形

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以一个统筹的视角展开，合

理地利用、组织城市的基础条件，制订符合该地区社

会发展、社会需求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使生态文化

建设能够有序地展开。本文以市域为尺度，依据市

域范围内最基本的山水资源，依据社会的基本需求

和社会基本发展状况，探讨在市域尺度范围内，如何

以统筹的视角，展开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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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理解

生态文化，具有抽象与具象两重属性。前者可

理解为意识形态，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后

者可以表征为物质或非物质实体，即生态文化载体。
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体对生态文化内化( 共

同的生态文化认同) 与外化( 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

会的生态实践) 的过程。生态文化载体作为社会主

体与生态文化关联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为生态

文化建设提供了着力点。对一个具体地区，其资源

与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生态文化载体的多样性。
立足社会背景，依据公众需求，对依托自然人文资源

的生态文化建设载体项目进行统筹而长远的综合性

部署和安排，这一过程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它是

一定时期内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是在新形

势下从生态文明角度对城市各项资源与建设的整合。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的重要内容，其建设规划的范围体现在市域范

围。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目的是: 通过对市域生态

文化资源基础、公众需求和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分

析，制定契合于该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与具体项目，兼顾资源优化和以人为本，保证生态文

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协调，使该地域生态文化建设统

筹有序地进行，实现生态文化被社会主体内化，引领

社会主体将其外化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相关实践

力。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可分为长期规划与短期规划

两个时间段［3］，长期规划时间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

划期限相符合，短期规划时间依据该地域生态文化

建设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进度加以确定与控制。

二、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步骤

从规划开展的操作层面上讲，对一个具体地域的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大体的实施步骤可以分为资料收

集、现状调研、规划制订、后期反馈 4 个环节［3-5］。
( 一) 资料收集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需要立足该地区的客观资源

与环境情况，需要服从该地区的发展战略与总体规

划，需要切合该地区的相关专项规划。资料收集应

该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文本、电子、图片等图文资

料的收集; 二是实地资料的收集。
1. 图文资料收集

图文资料收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 该地区相关发展战略与现有规划，主要包括①发

展战略规划 ( 五年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

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林业发展战略规划等) ; ②
土地利用规划;③城市总体规划;④重要的专项规划

( 如绿地系统规划、旅游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或

文物古建保护规划等) ;⑤相关部委( 国土、林业、园
林、城建、旅游、水利、交通、环保、气象等) 的政府工

作报告及其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同时应包括该地区相

关环境条件与现有资源，如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
文、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专项性的

基础资料。
2. 实地资料收集

结合收集的书面、电子等图文资料，通过实地调

研的形式，对该地区的资源重点分布地点与建设关

键地点进行考察与记录，充分掌握该地区各项资源

与建设的现状情况。
( 二) 现状调研

现状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以期充分掌握该地

区社会生态文明的现状并分析存在原因，梳理生态

文化建设对该地区的作用，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方

向性参考。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现状调研中，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生态意

识作为了解社会生态文化现状的视点，围绕公众对

生态状况的态度、对生态危机的看法、对生态行为的

选择、对生态影响的认知 4 个方面设计问卷并展开

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西安公众生态意识的基本

感知已经具备，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生态认识、相关的

政策、社会的带动及经济的基础 4 个原因，生态意识

的引领作用还不明显［6］。针对这些问题，生态文化

建设规划的方向性亦能明确，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要

提供生态认知的影响力、生态决策的实效力、生态活

动的带动力、民生改善的促进力。
( 三) 规划编制

在充分掌握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具体

规划内容的制订。具体的规划内容分为 3 个大部

分: 一是结构布局，二是空间布局，三是重点工程。
从进行的顺序来说，首先是依据该地区社会需求的

结构布局研究，其次是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研

究，最后以此总体布局为契机，依据该地区社会经济

的实际背景情况规划对应的重点工程。三者在操作

时间上相对独立，但内容上交叉叠加，最终形成规划

地规划期内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 四) 后期反馈与评估

在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通过评审进入具体实施的

过程中，应随时依据具体情况与实际碰到的问题对

规划进行反馈与调整，使之因地制宜，更加符合该地

区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对该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作用。同时，结合城市生

态文化现状分析，对规划建设成效进行预测评估，说

明规划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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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内容

如前所述，规划制订的内容分为 3 个主体部分:

一是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二是依托资源基础

的空间布局，三是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规划。3
个主体部分的逻辑关系可以类比为庭院建设过程

( 见图 1) 。

图 1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内容的类比解释图

图 2 生态文化建设内容元素框架图

( 一) 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是以生态文化载体的塑造为切入

点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结构布局是指以主导功

能为类别体系划分标准，对生态文化载体进行梳理，

归并建立生态文化建设内容的框架［7］( 包括 4 大体

系及其下包含的相关子项目，见图 2) 。依据社会需

求是指根据公众对不同体系的认知度，确立各个体

系间建设的大体定性比重，由此分析生态文化建设

重点对象。同时依据公众的偏好度，确定不同体系

下所包含的子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形式，由

此分析生态文化载体工程的建设方式。依据社会需

求确定的结构布局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要前

提，是空间布局与重点工程规划中需与资源基础及

社会背景结合考虑的重要指向性依据。社会需求的

了解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网络、电话等调研为辅。
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对公

众生态文化认知的调研［6］，主要从公众的理解层面

和实际选择层面展开，调查分析公众对不同生态文

化载体类别的接受与解读程度，分析公众对不同生

态文化载体类别的接触与主动选择程度。调研表

明，西安公众能够理解也乐于选择的生态文化载体，

主要集中在感知体系和社会活动体系内，故该地区

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应该着力考虑二者的建设比

重，在空间布局与对应重点工程的确立中，重视森林

及重要森林公园、湿地及重要湿地公园的生态文化

建设，以及生态文化社会活动的开展。对公众生态

文化偏好的调研［6］，主要立足生态文化建设内容元

素的框架展开，以市域、建成区、自然林水环境、遗址

空间为切入点，进行感知体系下观光、科普、康体、趣
味、运动、文艺创作等具体项目喜好度的细分调查;

以互动型、公益型、创意型、节庆型、体验型、倡导型、
学术型等典型的生态文化社会活动入手，进行活动

体系下不同活动类型喜好度的细分调查; 以教育途

径与教育内容为切入点，对传媒式、课堂式、户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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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式教育等项目进行了细分调查; 以目前状况与

包括内涵、设计、属性、品牌、推广等在内的发展定位

入手，对产品体系下的自然实物类、仿生类、传媒类、
文艺类、保健养生类生态文化产品进行了细分调研，

以此确定该地区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体系下所

包含的子项目的偏好度，从而为生态文化建设重点

工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提供依据。
( 二) 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空间布局是指在综合分析

规划地区的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城镇密度等的前提

下，对生态文化载体在该规划地区范围内做出的

“落地”的过程，最终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
以南京为例，在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一是

重点分析了市域土地利用布局、城镇体系分布等市

域概况; 二是重点分析了南京的森林、水系、湿地分

布等区域资源分布概况; 三是重点分析了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城区绿地等在内的市域范围内已建成或

规划建设中的绿色公共空间的分布，以及主要历史

遗址分布等重点专项元素的分布。在分析完成以上

内容的基础上，将所得每项内容的图件叠加，综合分

析得到生态文化建设规划资源基础空间综合叠加

图，主要形成 4 类典型色块区域( 如图 3 所示) 。红

色色块，表示城镇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以该区域

为中心的范围即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范围，

建成区中心主要将生态文化建设融入城镇居民的日

常游憩与郊野休闲，建成区周边郊区主要将生态文

化建设与自然的回归与体验相结合。
紫色色块，表示包括历史遗迹、地域文化用地等

人文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该区域需重点筛选出

核心人文资源，将生态文化建设独立而有区别地融

于历史与地域文化的传承中。南京的人文资源禀赋

极高，但就其生态文化建设而言，一方面，较之以历

史文化内涵为核心、开发成熟度已极高的秦淮文化、
金陵文化、红色文化遗址地，围绕中心城区的明外郭

遗址与秦淮新河更具有建设意义和建设潜力; 另一

方面，南京文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花文化，典型代表

如平顶山的茉莉花文化、梅花山的梅花文化、灵谷寺

的桂花文化、固城湖的荷花文化，其发掘和文化基地

的建设更能体现生态文化的本质。
绿色色块，表示包括森林，及其重要的森林公

园、城市绿地等绿色空间较为集中的区域。该区域

是以森林资源为载体的森林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

森林生态文化形式的重点建设地带。
蓝色色块，表示包括河流、湖泊，及其重要的滨

水公园的水系区域。该区域是以湿地资源为载体的

湿地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湿地生态文化形式的重

点建设地带。
对于南京，以城镇集中区域为中心，包括紫金

山、梅花山等在内的钟山风景区，玄武湖，雨花台等

城镇建设用地核心地区，应该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

一个极核。老山作为近邻极核的最大自然山体，自

然与人居交融。而金牛湖、固城湖等远郊水域，山水

自然风光保存完好，其均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

要区域。因此，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框

架为: 以玄武湖与钟山风景区为极核，一方面围绕极

核形成一条秦淮新河—明外郭百里生态文化走廊

带; 另一方面向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延伸，分别形成

两轴: 东西 方 向 以 老 山—紫 金 山—雨 花 台 和 玄 武

湖—金牛湖为纽带，贯穿森林文化与湿地文化的都

市自然文化轴，南北方向以平顶山—梅花山—中山

陵—高淳为纽带贯穿花文化的名花文化轴［8］( 如图

4 所示) 。
( 三) 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点工程是指在生态文化

建设规划空间布局已确定的基础上，立足社会经济、
生态建设的关注点，在总体空间布局框架内，对应选

取规划期限内对生态文化建设起关键作用的建设

点，确立在规划期限内重点建设的生态文化载体。
以江西九江为例，在九江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

依据九江的资源基础确立了其生态文化建设“两

核、两带”的空间布局( 见图 5) ———以贯穿其城市集

中区的长江为轴线的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以鄱阳

湖及其支流修河为轴线的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
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核、
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在此

框架上，依据目前九江的城市建设现状和未来城市

发展规划与发展走向，对应确立了 4 个生态文化建

设的主要工程。
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城市滨水生态

文化建设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选取对九江历史

文化与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江沿线，以及目

前大力投入建设的八里湖两个地区。其中长江沿线

主要是以反映洪水的历史生态警惕为主题的已建成

的抗洪广场、以九江浔阳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已建的

浔阳楼和再建的琵笆亭为主要建设对象，构建长江

生态文化园; 对八里湖地区主要从人居角度考虑，集

合公众日常游憩、健身、休闲、社交需求，创造城市居

民勿需远行便可享受的亲水的自然环境，构建八里

湖生态文化园(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

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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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资源分析过程示意图

图 4 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形成示意图

图 5 九江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及其对应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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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鄱阳湖湿地

生态文化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集中在自然水域

气息浓郁的鄱阳湖与修河两个地区，以九江鄱阳湖

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原生态湿地、候鸟、环湖的遗址

与古镇等历史名迹，以及以修河代表性的河源性湿

地为主要对象，构建鄱阳湖水鸟文化园、湿地古迹风

情路线、鄱阳湖湿地博物馆、修河湿地文化走廊( 国

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2012) 。
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

核，重点选取其休闲、游憩资源，建设自然捕风地、户
外游憩地、天然疗养地、滨水运动地，对应打造西海

休闲生态文化体验园建设工程(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

林研究 中 心，《九 江 森 林 城 市 建 设 总 体 规 划》，

2012) 。
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

立足庐山景区目前已经具备的知名度，以其生态建

设现状与文化建设现状为基础，将生态文化建设的

重点工程范围扩展至大庐山范围，整合其区域内的

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展开庐山森林浴场、植物教育

基地、地质教育基地、森林博物馆建设，对应打造大

庐山生态文化综合体建设工程(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

林研究 中 心，《九 江 森 林 城 市 建 设 总 体 规 划》，

2012) 。

四、结 语

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在现代

社会环境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背景下的新热点。从其

本身来看具有较高的综合度，需要统筹而长远的综

合性部署和安排。一个地区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要

服从该地区的发展战略与总体规划，协同其他项规

划，也要把生态文化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工程项目

当中，使其成为有形的实体。本研究提出了以公众

需求为前提、资源基础为依托、社会背景为依据，组

织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元素，确定生态文化建设的

空间布局，拟定规划期内重点建设工程的规划编制

内容及方法，有助于把生态文化建设落实到具体的

实践当中，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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