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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发展综述 201.1 生态城市规划行业相关概念界定 201.1.1
与生态城市相关的概念 20（1）“生态城市” 20（2）“普世城” 22（3）“健康城市”
22（4）“山水城市” 23（5）“生态园林城市” 23（6）“绿色城市” 23（7）“低碳城市” 231.1.2
与生态规划相关的概念 24（1）“城市规划” 24（2）“生态规划” 25（3）“生态设计”
26（4）“生态城市规划” 271.2 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 271.2.1 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
28（1）生态学原理 28（2）循环经济理论 28（3）可持续发展理论 281.2.2 国外生态城市理论发展历程
29（1）萌芽阶段：20世纪以前 29（2）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
29（3）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291.2.3 中国生态城市理论发展历程 31（1）中国古代朴素生态思想
31（2）国内关于城市生态的研究 311.3 生态城市规划流程、内容和建设目标 321.3.1
生态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 32（1）复合生态原则 32（2）社会生态原则 33（3）经济生态原则
33（4）自然生态原则 331.3.2 生态城市规划的程序 331.3.3 生态城市规划的内容 34（1）生态要素的调查
34（2）生态分析与评价 34（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34（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34（5）环境污染综合防治规划 35（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35（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35（8）生态绿地系统规划 35（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351.3.4
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 36（1）经济持续高效 36（2）社会发展文明 36（3）环境协调健康
36（4）文化生态和谐 361.4 生态城市的系统特征与功能 361.4.1 生态城市的系统特征 36（1）整体性
36（2）高效性 37（3）多样性 37（4）低碳性 37（5）可持续性 37（6）和谐性 371.4.2 生态城市的功能
37（1）城市生态系统的物质流 37（2）城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38（3）城市生态系统的信息流
38（4）城市生态系统的人口流 38第2章：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发展环境 392.1 政治环境分析 392.1.1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与中国的承诺 39（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39（2）《京都议定书》 40（3）“巴厘岛路线图” 41（4）《哥本哈根协议》 422.1.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422.2 经济环境分析 452.2.1 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形势 452.2.2



中国公共事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形势 452.2.3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462.3 社会环境分析 472.3.1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47（1）中国城镇化现状分析 47（2）中国城镇化率预测 482.3.2
中国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现状 492.4 政策环境分析 502.4.1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立法现状 502.4.2
中国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制度 512.4.3 中国环境保护政策
53（1）《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16-2024）》
53（2）《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53（3）《国家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纲要》 54（4）《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23-2029）》
55（5）《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23-2029年）》
55（6）矿山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节约、综合利用规划 562.5 技术环境分析 602.5.1
新技术在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应用 60（1）“3S”技术的引入和应用 60（2）计算机数字化模拟技术
612.5.2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技术支撑 61（1）清洁生产技术 61（2）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61（3）清洁能源利用技术 61（4）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66（5）绿色建筑技术 672.6 行业环境分析 682.6.1
资源、环境治理和安全生产状况 682.6.2 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发展分析
69第3章：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生态策略 713.1 基于单一系统方法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713.1.1
流程一体化：基础设施系统的设计和管理 71（1）整合需求和供给：考虑效率和节约问题
71（2）资源循环使用：回收二次资源价值 72（3）全方位流向的分布式系统：节点和网络发挥*大作用
73（4）多功能性：利用同一空间和结构服务于不同终端 753.1.2 布局与流程一体化：空间规划和城市设计
75（1）城市布局与土地的的使用 75（2）绿色基础设施：自然系统和构筑系统一体化
77（3）搭配布置：利用新建筑及路权有利的选址和位置 773.1.3 采用一体化的实施方案
78（1）有序化：分阶段投资获得系统整体协调性
78（2）可行化：制度政策，实施不同类型的一体化战略 79（3）协调：采用手段涉及多方面
80（4）统一：政策与规划目标和战略方针相统一 813.1.4 现有地区的改造和再开发 813.2
基于空间层级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823.2.1 区域-城市级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82（1）城市总体生态格局的主要内容 83（2）城市总体生态格局的调控途径 86（3）区域-
城市级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933.2.2 片区级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95（1）片区级的城市生态设计的内容
95（2）新区规划建设中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95（3）旧城更新改造中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98（4）案例分析——宜兴城市设计 1003.2.3 地段级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01（1）地段级的城市生态设计的内容 101（2）地段级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01（3）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生态策略 102（4）地段级的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1033.3
基于气候条件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043.3.1 湿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04（1）湿热地区的分布与气候特点 104（2）湿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04（3）湿热地区的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1083.3.2 干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11（1）干热地区的分布与气候特点 111（2）干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11（3）干热地区的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1153.3.3 冬冷夏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17（1）冬冷夏热地区的分布与气候特点 117（2）冬冷夏热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18（3）冬冷夏热地区的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1203.3.4 寒冷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21（1）寒冷地区的分布与气候特点 121（2）寒冷地区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
123（3）寒冷地区的城市生态设计案例分析 1263.3.5 基于气候条件的城市设计生态策略的总结
127第4章：全球主要国家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 1294.1 生态城市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1294.1.1
政府导向性模式 1304.1.2 科技先导型模式 1304.1.3 项目带动型模式 1314.1.4 交通引导型模式 1314.1.5
组织驱动型模式 1324.1.6 城乡互动型模式 1324.2 美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324.2.1
美国生态城市建设起源 1324.2.2 美国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334.2.3 美国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34（1）发展规划 134（2）开发控制 1354.2.4
美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案例分析——克利夫兰市规划建设案例 1364.2.5 美国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374.3 德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374.3.1 德国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374.3.2
德国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374.3.3 德国生态城市规划案例分析 1384.3.4 德国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394.4 法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404.4.1 法国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404.4.2
法国生态城市项目的确定与评估指标 1404.4.3 法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资金安排 1414.4.4
法国生态城市规划案例分析——马斯达尔生态城 1414.4.5 法国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434.5
瑞典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434.5.1 瑞典生态城市发展概述 1434.5.2 瑞典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444.5.3 瑞典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现状与案例分析——“哈马碧”生态城 1444.5.4



瑞典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454.6 挪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464.6.1
挪威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464.6.2 挪威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464.6.3
挪威生态城市规划案例分析——奥斯陆市 1464.6.4 挪威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474.7
日本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474.7.1 日本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474.7.2
日本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474.7.3 日本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案例分析——北九州市规划建设案例分析
1484.7.4 日本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494.8 澳大利亚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504.8.1
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504.8.2 澳大利亚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504.8.3
澳大利亚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怀阿拉（Whyalla） 1504.8.4 澳大利亚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514.9
巴西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524.9.1 巴西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524.9.2
巴西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524.9.3 巴西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现状与案例分析 1534.9.4
巴西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534.10 新加坡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1544.10.1
新加坡生态城市发展的立法与政策 1544.10.2 新加坡生态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554.10.3
新加坡生态城市规划案例分析——市政工程设施设置特点 1554.10.4 新加坡生态城市规划的经验借鉴
1564.11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经验借鉴 1574.11.1 以法律体系保障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 1574.11.2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优化 1574.11.3 以资源的集约循环使用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效率
1574.11.4 以具体项目推动阶段性目标的实质发展 1584.11.5 以绿色技术保障城市微观结构的功能提升
1584.11.6 以环境教育和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参与和监督
159第5章：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评价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 1605.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评价模型 1605.1.1
综合指标评价模型 1605.1.2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1605.1.3 “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 1605.1.4
生态足迹法 1615.2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国际指标体系 1615.2.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615.2.2 主要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国际指标体系 162（1）联合国统计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62（2）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62（3）世界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63（4）世界保护同盟的可持续性晴雨表指标体系 1635.3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进展与评价指标体系 1645.3.1
《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1996-2050年）》 164（1）生态示范区的内涵
164（2）生态示范区建设的内容 164（3）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
165（4）生态示范区建设的重点类型与任务 165（5）生态示范区的分区建设任务 1675.3.2
国家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方案 167（1）“国家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实施方案
167（2）“国家生态县”评价指标 167（3）“国家生态市”评价指标 171（4）“国家生态省”建设指标
174（5）国家城市建设进展与成效 1775.3.3 国家园林城市建设方案 177（1）“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177（2）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178（3）“国家园林城市”建设进展与成效 1815.3.4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方案 181（1）“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181（2）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182（3）“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进展与成效 1845.3.5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建设方案
184（1）“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方案 184（2）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指标体系
184（3）“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建设进展与成效 1865.3.6 试点城（镇）建设方案
187（1）低碳生态试点城（镇）评价标准 187（2）低碳生态试点城（镇）建设进展与成效 1885.3.7
中国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 188（1）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的构建
188（2）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的评价结果 1895.3.8 其他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指标体系
190（1）中国人居环境奖参考指标体系 190（2）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190（3）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体系
191（4）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状况主要指标 191（5）中国**旅游城市检查标准
191第6章：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区域发展分析 1936.1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状况 1936.1.1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情况 193（1）正在形成生态城市建设的潮流
193（2）制定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标准 193（3）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生态城市 1946.1.2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总结 1946.2 珠三角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956.2.1
珠三角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分析 195（1）《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195（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195（3）《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13-2028）》
196（4）《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13-2028）》
211（5）《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7-2028）》 214（6）《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
215（7）《广东省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15-2030年）》
217（8）《广东省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规划（2023-2029年）》 217（9）广东省矿山生态治理规划 2176.2.2
深圳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18（1）深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分析
218（2）深圳生态市建设进展分析 224（3）深圳生态市建设的指标体系



225（4）深圳生态市建设成效分析 225（5）深圳市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2296.2.3
广州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30（1）广州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分析
230（2）广州市生态规划项目建设进展 233（3）广州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233（4）广州市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2366.2.4 珠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36（1）珠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分析 236（2）珠海市生态规划项目进展
238（3）珠海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2386.3 长三角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426.3.1
上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42（1）上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42（2）上海市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243（3）上海市生态规划项目建设进展分析
244（4）上海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245（5）上海市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2486.3.2
浙江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48（1）浙江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48（2）浙江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249（3）浙江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251（4）浙江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251（5）浙江省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2556.3.3
江苏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255（1）江苏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55（2）江苏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256（3）江苏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25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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