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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增绿升颜值

珍稀候鸟遗鸥乘风飞舞、觅食鱼虾，
成排的芦苇在风中摇摆，经过生态治理的
清净湖宛若一幅水墨画⋯⋯这里正是我国
首个绿色发展综合示范区所在地——中新
天津生态城。从昔日由盐碱荒地、废弃盐
田、污染水坑组成的“生态禁区”，到今
日的生态高地，中新天津生态城被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任尹正秀称为“生态
城市建设的先行者”。

早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
起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概念。本世纪初，我国
也开始了生态城区建设的实践，截至目前，
已有百十多个大小各异的绿色生态城区
项目。

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我国关于生态城
的实践与研究有哪些进展？《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人士。

最基本的城市梦想

“作为城市的主人，每个市民都有自
己的城市梦，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梦想就是
安居乐业、美丽持续。”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栗德祥认为，低碳生态城正是实现
安居乐业美丽持续目标的适宜方式。

以复杂性科学研究城市发展由来已
久。栗德祥跟踪研究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多
年，他将城市的复杂系统区分为包括产
业、交通、能源、绿建、水资源、固废、
景观、智慧等科技实体系统，以及政策导
向、规划布局、行为管理等人文系统。

“唯有规划师以紧凑发展的理念，主导科
技减碳与人文增效双轮驱动，才能事半功
倍地打造真正的低碳生态城，实现安居乐
业美丽持续的目标。”栗德祥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
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认为，“让生活更美好
是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唯一目标”。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尽管目前业界对绿色城
市、生态城市或者低碳城市等名称尚存争
议，但其倡导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大致
趋同。

具体来说，首先生态城市是以自然为
本的城市，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其次是多样循环的城市，通过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将废

弃物尽可能地循环再生利用，达到和谐共
生的目的；第三，绿色生态城市应以人为
本，提升宜居环境品质，共同倡导绿色的
行为和价值观，从而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这一根本目标。

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设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
在题为“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 ” 的 报 告 中 披 露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97.6%的地级 （含） 以上城市和 80%的县
级城市提出以“生态城市”或“低碳城
市”等生态型的发展模式为城市发展目
标。全国目前有 139 个正在建设的生态新
城项目。这些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
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和湖南、湖
北等中部城市群。

栗德祥认为，推进生态城市建设需把
握好紧凑发展、产业支撑、开源节流、优
质高效、继承创新、以人为本等一系列关
键点。

“紧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城市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城市综合社区或综合体，提高城市运行效
率，降低机动车对环境的污染。此外，城
市中心区应采用高密度路网，小街坊、窄
街道、宽步道、密路网、高容积，这种结
构有益于商业活动。”在栗德祥展示给记
者的材料上，建构城镇的生态安全格局、
营造城市绿色空间、做实绿色基础设施
等，都是紧凑高效城镇布局的要求。

产业经济是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物质
基础，近年来出现的“空城”“鬼城”现
象，产业支撑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栗德

祥指出，发展产业经济应注意特色化、循
环化、低碳化，同时要注意延长生产链
条，实现循环发展。

联合国关于生态城市确定了 6 项评价
标准，即有战略规划和生态学理论作指
导，工业产品是绿色产品、提倡封闭式循
环工艺系统，走有机农业的道路，居住区
标准以提高人的寿命为原则，文化历史古
迹要保护好，把自然引入城市。

李迅提出，科学的土地利用、水资源
利用、能源利用，绿色建筑实施，数字城
市系统应用、绿色交通、废弃物处理和再
利用、低碳社区的建立等，是建设生态城
市的关键技术领域。

规划建设小心“误区”

“绿岛、绿谷、绿廊、绿地”相互交
织，如今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建成绿色道路
80 公里，完成盐碱地绿化 383 万平方米，
彻底治理了积存 40 年工业污染的污水库；
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100%，与普通住宅相
比，大约 60%的热水采用太阳能加热；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均达100%⋯⋯

建设理想中的生态城市，中新天津生
态城最大的挑战是没有样板。为此，建设
者们制定了包括 22 项控制性指标和 4 项
引导性指标在内的全球首套生态城市指标
体系。经过 8 年多的建设，这里已吸引超
过 7 万人就业、居住，一个“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生态城市形象
初现。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十二
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

到“十二五”末要实施 100 个绿色生态城区
示范建设。对此，由相关部门组织的获评
绿色生态城区调研显示，绿色生态城区多
数可以满足用地规模合理、土地利用集约
和建设周期适宜的基本要求，在已有政策
和规划的引导下，大多数已取得了初步成
效，在城区选址、规划编制、机构保障、政策
扶持上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就此，有业内专家指出，由于宏观指
导政策的缺失以及内涵理解上的不充分等
原因，在规划建设的实际中依然存在着不
少误区，阻碍了绿色生态城的发展。比
如，绿色生态城区多数属于城市重点发展
的地区，多数也都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等，
但从实际条件和产业类型看，部分城区基
础薄弱，未能形成有效的“产城融合”支
撑，导致“空城”“睡城”频现。

再比如，生态城区建设多为系统工
程，从规划初期即提出全面推进各个系统
建设，在部分城区的实际建设中更是求大
求全，缺乏对每项技术系统的适宜性分
析，很多技术未考虑地区气候、经济等条
件限制，未能体现因地制宜的针对性。

此外，在绿色生态城区的建设实施过
程中，往往缺乏对生态技术时序的设计，
实际实施从目标制定的“适度超前”演变
为“过度超前”，导致一些低碳技术产生
了高碳效果⋯⋯

栗德祥认为，发展阶段、地域特征、
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差异，决定了我国城市
走低碳生态发展之路的多样性；充分认识
绿色生态城市的复杂性特点，才能慎重研
究、决策，避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
性；绿色生态规划要依据不同城市的具体
情况制定不同的发展原则，因地制宜地实
现不同发展模式。

目前全国有 139 个正在建设的生态新城项目——

未 来 生 态 新 城 怎 么 建

东椿树胡同的微公园，依托原有人行步道建

设而成，并将京味文化融入其中。

樱桃胡同沿街居民的屋顶上、房檐下布满了

鲜花与绿植，为拥挤的胡同增添了一抹诗意。

位于大栅栏地区的百花园前身是菜市场，改

建后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胡同公园”。

北京的胡同空间狭窄，绿地稀少。西城区通
过留白建绿、拆违还绿、沿道布绿、社区增绿等手
段，多措并举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当地充分利用
城市中的边角地、闲置地、畸零地，并把休闲空间
建设与景观打造、文化传承相结合，既美化了城市
环境，又为市民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统计显示，我国
城市高层建筑早已超
过10万栋，且新增势
头未减。高层建筑的

增多，改善了市民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风貌，
也给市民生存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仅主流媒体
的报道，就显示出高楼发展与城市消防救援水平
不匹配、应急救援能力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让高楼远离火灾威胁，需从以下几
方面发力。一是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应成为常
态，而不是“不出事故无人问”。同时，畅通群众举
报渠道，使消防安全的自我约束与外部监管并
举。二是在城市建设中综合考虑各种“止灾因
子”，使高层建筑发展与城市消防能力基本匹配。
加强消防设施的改造升级，重视高性能消防装备、
特殊阻燃建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研发和推
广。三是建立隐患源头控制机制，以提高消防设
施配备率和完好率为重点，不定期排查高层建筑
消防隐患。抓好重点人员教育培训，强化消防演
练，增强高层建筑消防和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同
时，大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增强公众的安全意
识，并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湖北 杨明生 胡元军）

“长高”的城市需补消防短板

谈及新城新区建设，生态城

市是必不可少的目标。“蓝绿交

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未来

的生态新城是不是这个样子？如

何建成这种模样？从国内已经建

设的绿色生态城区项目的得与失

中，又能得到何种启示？一起听

听专家怎么说——

大城市停车难，除了提高单位时间收

费标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近日，西安

市物价局发布 《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

见。其中，“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经营性

停车场停泊时间在 15 分钟以内的车辆免收

停车服务费；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

场、医院、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殡仪馆

等经营性停车场，停放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

的，免收停车服务费”等新政策引起各方

积极反响。有网络媒体称之为“惠民”德

政，而大众的反应则远远超出被“施惠”

这一单向效应。据媒体报道，有不少市民

表示：一刻钟免费停车，让大家体会到一

种城市“温度”，“感觉城市更像自己的

家，谁会故意给自家添乱呢”。

在笔者看来，停车费做“减法”，传

达出的是城市治理理念的进步，是以人文

关怀对市民大众内心公共道德感和城市归

属感的善意邀约。

在我国以往城市化进程中，重管理轻

治理的特征较为突出。管理，更多的是城

市建设管理方的单向行为。单一或过度使

用、强调管理思维，不仅会滋生以罚代

管、乱收费、以管为名牟利为主等强制性

弊端，而且会导致原本是城市治理主体一

方的市民产生日渐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对城

市归属感的疏离。以西安一刻钟免费停车

为例，谈到停车费“新政”，就有不少市民

表示，过去停 5 分钟买个早点也按半小时

收费，太不通人情。而治理思维的核心是

多元参与共治共享，其目标在于通过政

策、教化、倡导等唤醒市民公共文明自

觉，形成共治合力。

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小汽车与停车位

的平均比例约为1:0.8，中等城市约为1:0.5，

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为1:1.3。停车难矛盾

日益突出。为此，全国不少城市纷纷以价格

手段，分时段、分区域调升停车费标准，

在东部一些中心城市，最高的停车费标准

达到每小时 40 元以上。由此，“城市停车

难”演化为“停车贵”。笔者无意否认精

细化、区域化、时段化的市场化收费的调

节杠杆作用。但在目前城市停车位严重短

缺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有效缓解的情况下，

单纯靠“停车贵”逼走车辆并不能有效解

决停车难。相反，如果站在共治共享和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角度，以体现人文

关怀的政策制度设计启发、激活市民群众

参与公共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道德感，或

许会收到“意外之功”。说到底，管理制

度成效最终体现在群众的自觉接受和执行

意愿上。还是在西安，年初开始通过各种

手段倡导文明交通“车让人”，其效果之

好远超政府和社会舆论预期。据统计，近

两个月来，全市近 300 万辆机动车，因车

不让人而被处罚的仅 0.8%。当地一位长期

从事市政管理的政府官员感慨说：只要引

导、启发得当，蕴藏在民众内心的文明道

德力量非常强大。

好的城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对市民

的管制（那样会造成其对城市管理者产生

抵触情绪，或与管理者“捉迷藏”）。所谓

善治，应该是创新激发市民大众的精神归

属感和公共道德意识。《论语》 中有一段

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说，单纯用律法来管理社会，老百

姓只求能免于受罚，不会产生廉耻之心；

用道德引导百姓启发善意，百姓才能懂得

廉耻，行为才能有道德底线。

让城市意志与市民行为同向发力，是

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实践证明，

但凡城市治理政策与群众意愿相一致时，

城市管理工作必然事半功倍。

“一刻钟免费停车”的城市温度
张 毅

好的城市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对市民的管制（那样会造成其对城市管理者产

生抵触情绪，或与管理者“捉迷藏”），应该是创新激发市民大众的精神归属感和

公共道德意识，使得城市意志与市民行为同向发力

·生态城市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雄安新区将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图为游客在白洋淀景区内观赏荷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