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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建设生态城市规划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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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的转变 ,许多城市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屡见不鲜 ,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尖锐 ,沈阳作为省会城市 ,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协调的发展 ,但面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 ,沈

阳市做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战略部署 ,争取利用几年时间把沈阳真正建成“生态大都市 ”。但目前 ,沈阳市离建设生态城市的目

标尚有一定距离 ,结合沈阳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提出了沈阳建设生态城市的法制、创新机制、管理等方面的对策和设想 ,以期推

动沈阳城市生态化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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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阳的地理气候简介

沈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 ,辽宁省的中部 ,在东经 122°25’～123°48’,北纬 41°11’至 43°2’之间 ,是辽东

半岛的腹地。沈阳东西长 115km ,南北长 205km。属于北温带受季风影响的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温、降

水分布由南向东北和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一年四季分明 ,冬季漫长 ;春季回暖快 ,日照充足 ;夏季热而多

雨 ,空气湿润 ;秋季短促 ,天高云淡 ,凉爽宜人。沈阳现辖的一市九区三县为和平、沈河、大东、皇姑、铁西、东陵、

新城子、于洪、苏家屯 9个区 ,新民 1个县级市 ,辽中、康平、法库 3个县。下设 113个行政街道 , 85个乡 , 55个

镇。总面积 12980km
2

,总人口 736. 9万 ,其中 ,市镇人口 568万。地形以平原为主 ,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 ,

辽河、浑河、秀水河等流经境内。沈阳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已发现有煤、石油、天然气、铁等有益矿藏 21种 ,产地

500多处 ,探明储量的矿种有 7种 ,产地 42处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位于辽宁之首。

二、生态城市的提出、内涵和主要特点

(一 )生态城市的提出和内涵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学家杨诺斯基于 1987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市模式 [ 1 ]。生态城市指社会、经济、自然

协调发展 ,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 ,基础设施完善 ,结构合理 ,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生态城市建设是

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生态城市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层次为自然地理层次 ,内容是城市生态系统保持协调、平衡 ,实现地尽

其能 ,物尽其用。第二层次为社会功能层次 ,内容是调整城市的结构及功能 ,改善城市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增强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第三层次是文化意识层次 ,内容是培养人的生态意识 ,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 ,变自发

行为为自觉行为。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环境保护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 ,融合了社会、文化、历史、

经济等因素 ,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 ,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二 ) 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 ,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 ,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 ,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

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第二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 :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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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利用 ,废弃物循环再生 ,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第三 ,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

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 ,合理配置资源 ,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第四 ,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 ,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 ,不仅重视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 ,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第五 ,区域性。生

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 ,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 ,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 ,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三、沈阳生态城市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挑战

2003～2005年 ,沈阳为建设生态城市所做的努力 ,沈阳市共投入资金 250多亿元 ,新建了 100块街头绿

地 ;新增公交线路 10条 ,初步形成了环境整洁、空气清新、水质明显改善 ,有着良好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城

市 ,改变了沈阳“傻大黑粗 ”的传统印象。2004年完成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 301天以上 , 2005年拆除 1000根

烟囱、600座锅炉房 ,取而代之的将是 7座现代化热源。使大气优良天数稳定在 300天以上 ,优良天数逐年增

加 ,并努力把沈阳市建设成为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几年来沈阳市共增加绿地 54. 18平方公里 ,相当于 1625

年努尔哈赤建沈阳到 2000年 375年间绿化面积总和的 1. 13倍。2005年 ,沈阳市启动了规划已久的水系建设。

“一轴、两环、四城、九湖 ”的水系结构 ,将缺水少绿的沈阳 ,从此变为城林相依、水绿相映的生态家园。

“一轴”即浑河。规划后的浑河在三环路高速公路内 ,长 29. 6公里 ,平均宽度为现在的 2倍。“两环 ”即在

沈阳城市三环路内形成两条环城水系。内环由浑河、南运河、新开河、卫工明渠、细河及杨士明渠组成。外环由

辉山明渠、北部明渠、南分干、张士明渠、三环明渠、白塔堡河及浑南明渠组成 ,同时串联四座规划水城。两环相

通 ,并在部分河段实现通航。“四城 ”即沿着外环水系 ,在沈阳市的东西南北 4个角 ,建丁香、七二四榆林堡、杨

官、于洪新城 4个区。“九湖 ”即在二三环路上做出的 9个大的湖面。这 9个湖每一个的规划面积都在 30公顷

以上。依照规划 ,浑河将成为全国最长的城市生态内河 ,并与南北金廊一起 ,构成沈阳市城区的“大十字 ”。水

系建设完成后 ,从桃仙机场出来前往沈阳市区的路上 ,将出现 7个湖 ,平均每两公里一个。这样一个纵贯南北

的美丽景观 ,是以机场路及青年大街为主线 ,同时贯穿新开河、南运河、浑河、白塔堡河、苏抚灌渠、东陵灌渠、

亡牛牛河 7条河道。

目前 ,沈阳市离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尚有一定距离 ,除工业污染、城镇建设矛盾等因素外 ,沈阳还存在着经

济指标 ,清洁生产企业 ,农产品有机及绿色食品比例 ,农田污染和沙漠化、水环境与生态安全和基本条件等方面

的差距 ,可谓任重道远。

存在具体的问题有 : (1)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断加剧 ,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 ,超

出了环境容量的承载能力 ,直接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 (2)自然资源消耗过快 ,加上粗

放型的传统经济模式 ,形成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生产模式 ;城市的总体布局及城市结构功能的不合理性 ,导致的

产业类型发展的不平衡。 (3)城乡建设不同步。特别是部分农村、城郊、小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还十分薄弱 ,

缺少相应规模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场。 (4)法制不健全 ,在生态环境保护、噪声污染防

治、锅炉大气污染排放等方面无章可循 ,无法可依 ,没有为城市环境管理和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5)社

会基础仍较薄弱。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公平教育等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沈阳市建设生态城市的指标 :森林面积为 14. 7万公顷 ,草场面积为 8. 2万公顷。水资源总量为 3. 26 ×

10
9
m

3
,其中地表水面积 1. 14 ×10

9
m

3
,地下水 2. 12 ×10

9
m

3。已发现各类矿产 36种 ,其中探明储量的矿种 13

种 ,煤 20亿吨 ,天然气储量 1. 07 ×10
10

m
3。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已经确定了生态城市的 28项指标 , 沈阳市已经

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值的指标有 7个 ,分别是第三产业占 GDP比例、单位 GDP能耗、单位 GDP水耗、城市化

水平、城市燃气普及率、恩格尔系数、城市空气质量 ;已经接近或经过少量投入或努力就可实现的目标值有 10

个 ,分别是森林覆盖率、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城市水功能区达标率、旅游区环境达标率、城市生命线系统完

好率、采暖地区集中供热普及率、基尼系数、高等教育入学率、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 ;

与目标值相差很多的指标仍有 11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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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沈阳市生态城市规划策略

(一 )生态城市规划原则

联合国在“人与生物圈 ”(MAB )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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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生态基础设施 ( infrastructure) ,即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

力 ; (3)居民的生活标准 ; (4)文化历史的保护 ; (5)将自然融入城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生态城市规划应坚

持以下基本原则 : (1)限制城市人口。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应确定城市的人口承载量。这里所说的承载量是指

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障生态良性运行的前提下城市人口的最大容量。 (2)合理规划城市。城市规划要兼

顾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整体效益 ,既要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又要保证经济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要保持城市

重要功能区布局及结构的相对稳定 ,根据城市的承载力及经济实力合理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及规模。 ( 3)调整

产业结构。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城市的功能和性质 ,决定城市基本活动的方向、内容、形式和空间分布。 (4)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加快资源开发及再生利用的研究与推广。

(二 )兄弟城市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

广州 2001年 8月率先启动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 ,广州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优化配置

资源 ,建立适度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 ,合理利用土地、保护水源 ,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分别提出“生态大通

道 ”“绿色生态走廊 ”“生态大动脉 ”“生态隔离带 ”等生态城市建设的大胆构想 ,同时 ,也开创了我国生态城市

建设的先河。山东省潍坊市不断强化生态优先的理念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积极倡导生态

文明 ,努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城市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 ,潍坊市通过广播、报

刊、电视宣传、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对生态城市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 ,使生态文化深入到生产、

生活、消费各个领域 ,生态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同时强化措施 ,科学引导 ,按照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同步发展的思路 ,在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中 ,实行经济效益、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制度 ,严

格把关 ,对污染重、能耗高、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坚决不予审批 ,积极探索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双赢 ”的发展

路子。2004年以来 ,全市依法拒批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选址不当的建设项 27个。

(三 )沈阳市的建设生态城市策略

沈阳是传统的老工业基地 ,长期以来的“重生产、轻环境 ”的观念导致了全市的环境污染较重、产业结构和

工业布局不合理。虽然在近几年的不断努力中取得很大的进步 ,但是离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结

合沈阳的实际情况并学习较为成功的经验走出提出沈阳生态城市建设策略。

第一 ,强化责任、更新观念。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构建和谐辽宁的进程中 ,沈阳市各级政府要从贯彻落

实“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高度 ,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将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与任务纳入党政工作重

要议事日程 ,签订目标责任制 ,与政绩考核挂钩。

第二 ,健全法制 ,完善政策。认真实施《节约能源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等相关法规 ,加快生态资源保护和

环境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 ,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准规范及相关制度。

第三 ,产研联手 ,调整结构。改善产业发展模式 ,使产业发展“生态化 ”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关键所在。要实

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产业的发展必不可少 ,因此 ,沈阳市提出“工业立市 ”的产业发展方针 ,发挥沈阳市

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优势 ,增加吸引投资力度 ,大力扶植、发展。

第四 ,创新机制 ,加大投入。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一是要积极探索适应生态健

康建设的管理模式 ,加大投融资力度 ,组建相应工作组 ,由其作为业主 ,负责筹集资金 ,统一实施中心城市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人力生成资本和无形资产的营运。. 二是广开渠道 ,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城市建

设. 加快城市“绿肺 ”和“生态墙 ”的建设 ,以营造城市森林公园、广场绿地、水系绿化等大型绿地建设为手段 ,增

强城市生态系统的抗逆性和抗污染性的缓冲能力 ,调节城市局部气候 ,以强化城区绿地建设为措施 ,全面改善

城市绿化现状。逐步建立起环城绿带、绿色走廊、大型绿地与城区城郊森林相配套 ,单位绿化与市政绿化相呼

应 ,住宅小区绿化与建筑景观相协调 ,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相结合的城市绿化体系 ;绿化的树种要以本地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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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选择抗逆性强 ,既有观赏价值 ,又有经济价值的树种。

第五 ,强化管理 ,社会监督。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自然灾害预报和调控机制 ,最大程度地保障生态环境

安全 ,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调动广大产业节能降耗、综合利

用的积极性。

第六 ,市民参与 ,舆论引导。生态建设关系到每一个个人、家庭、单位和社区 ,要树立以人为本思想 ,利用环

境教育和经济杠杆手段诱导居民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倡导“绿色消费 ”,即消费行为要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健

康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平衡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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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rap 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to2
wards urbanized and industrialized society, it is often seen that many cities have been polluted before they set out to

harness it, and , as a result,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are getting

sharper and sharper1A s a city of p rovincial cap ital, Shenyang has made great coodinated p rogress in social econo2
my1 In the light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Shenyang has made the strategic arrange2
ment of trying to really building the city into an ecologic metropolis within a coup le of years1currently, however, Shen2
yang still maintains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goal of an ecologic city1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heny2
a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concep tion in respects such as legal institutions, innovative mecha2
nism, management, etc so as to p ropel forward Shenyang’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k of the ecologic city

building1
Key words: Shenyang; ecologic city;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 ro2
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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