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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 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关注的焦点 , 如何构建生态安全、

环境友好的新型生态城市 , 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廊坊市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 , 具有创建生态市的良好基础和条

件 , 被河北省列为率先建设生态市的城市。在 《廊坊市生态市建设规划 》的编制和研究过程中 , 我们采用了多学科的交叉

研究 , 总结了国内外城市的经验 , 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新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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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市建设的基础和内涵

图 1　廊坊市生态市建设规划技术路线

111　背景和内涵

生态城市 “Eco2city”或 “Ecological City”的概

念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 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

的不断升华而提出来的。生态城市的理论一直在不断

发展之中 , 关于生态城市的概念一直没有明确。

国内关于现代生态城市的研究和实践与国际基本

同步 , 是一个结合了生态学、城市规划理论、地理

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概念。国内提出的园林城市、

花园城市、森林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城市等定义一

般突出了绿化或美化的要求 , 但对城市作为社会、经

济、自然的复合系统的复杂性考虑不够。原国家环保

总局于 2003年下发的 “关于印发 《生态县、生态市、

生态省建设指标 (试行 ) 》的通知 ” (环发 [ 2003 ]

91号 ) 提出了生态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方法。

在此后的几年中 , 环保总局对这套指标体系进行了修

正和完善 , 并在全国 14个省 150多个城市进行了推

广和实践 , 并于 2006年对首批国家批生态市 (区、

县 ) 进行了命名。建设部于 2004年下发的 《关于印

发创建 “生态园林城市 ”实施意见的通知 》 (建城

[ 2004 ] 98号文 ) 提出了生态园林城市的概念和考核

指标 , 对园林城市的指标进行了突破 , 并于 2007年

发布了国家首批生态园林城市试点名单。

为推进生态市建设 , 2004年初廊坊市就提出要

谋划生态市建设 , 2006 年开始 “积极创建生态市 ,

启动生态市建设”。廊坊被河北省列为率先建设生态

市的城市 , 廊坊生态市建设既有内部的动力 , 也有外

部的压力。

112　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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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 , 确定廊

坊市生态市建设的重点 , 明确城市建设、产业发展、

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本文着重介绍了生态市

建设对廊坊空间结构、布局的影响 , 通过生态适宜性

评价和生态功能区划 , 给廊坊市空间建设结构和开发

建设提出了指导。

2　生态市建设目标和指标体系

211　目标

通过近 10年的努力 , 力争到 2015年达到国家生

态市建设指标要求 , 建成国家级生态市。

212　指标体系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印发 《生态县、生态

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修订稿 ) 》的通知 (环发

[ 2007 ] 195号 ) , 制定廊坊生态市建设规划指标体

系 , 见下表。

3　生态适宜性评价

生态适宜性分析的目的是找出廊坊市空间范围内

最重要的生态敏感要素和分布 , 通过对城市建设和产

业布局的研究 , 提出建设中应该注意的各类敏感生态

要素。

311　技术方法

廊坊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分析采用叠图法 , 首先在

对廊坊市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

上 , 筛选对城市建设影响较大的关键性因素作为评价

因子 ; 其次 , 对单因子进行分析 , 评价各类生态要素

对城市空间发展的生态制约性 ; 最后 , 根据单因子限

制级别 , 将各单因子进行叠加 , 确定综合生态适宜性

分区。

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 , 结合基础数据可得性 , 选

择廊坊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分析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分

表 1　廊坊生态市建设规划指标体系

序号 名称 指标 2005 2015

经济

发展

1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元 /人 ≥8000 4621 9110

2 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40 2911 40

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煤 /万元 ≤019 0197 016

4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立方米 /万元 ≤20≥0155 3815017 20017

5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企业通过验收的比例
% 100 80 100

生态

环境

保护

6 森林覆盖率 % ≥15 17 > 25

7 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 ≥17 8 17

8 城市空气质量 - 达到功能区标准 市区达标　县城不达标 全部达标

9 水环境质量 -
达到功能区标准 ,

且城市无劣 V类水体
全部为劣 V类水体 达标

10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

COD

千克 /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 )

< 410

< 510

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

9129

5143

不满足

2104

112

满足

11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 100 100 100

12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工业用水重复率
%

≥85

≥80

54

57144

85

80

13 噪声环境质量 - 达到功能区标准
市区 1类区超标 ,

其他均达标
达标

14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

≥90

≥90

且无危险废物排放

8018

99159

危险废物处理率 85%

≥90

≥90

危险废物

处置率 100%

15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11 12 14

16 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的比重 % ≥315 2111 315

社会

进步

17 城市化水平 % ≥55 40 60

18 采暖地区集中供热普及率 % ≥65 52167 75

19 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 % > 90 9310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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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级 , 一级因子包括工程地质、地形地貌、水文条

件、自然生态和人为影响五个因素 ; 二级生态因子包

括地面坡度等土地建设的基本条件和各地区普遍存在

的共性因素 , 以及地质断裂等工程建设的特殊条件和

个别限制因素。

312　生态适宜性分区

根据各个生态因子的分析评价 , 确定综合生态适

宜性分区准则。在建设开发过程中 , 应针对不同的限

制因素 , 采取相应的规避措施 (见表 2)。

4　生态功能区划

通过生态功能区划 , 对区域空间的开发利用属性

进行判断 , 在保护和恢复生态条件的基础上 , 尽可能

实现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的一致性。

411　生态区划方法及指标

本规划的生态区划主要通过系统聚类法和基于

GIS的叠图法 , 进行廊坊市生态环境客观属性和服务

功能的评价 , 确定廊坊市区划方案。

生态区划涉及到经济、社会、自然三个子系统 ,

区划结果要通过不同的生态因子体现出来。生态因子

不是单一的 , 而是由若干个生态因子有机结合而构成

的指标体系 , 而指标体系的筛选、确定和数量的多

少 , 往往与区划目的、对象、性质和类型等要求不同

而变化较大。本规划确立的指标体系如表 3所示。

412　生态功能区划结果

综合运用自然条件、生态服务功能、经济社会发

展条件等指标 , 将廊坊市在冀东和冀中南两个生态区

的基础上划分为东北部丘陵生态亚区、北部山麓平原

生态亚区、中部平原生态亚区和南部平原生态亚区 4

个生态亚区 , 包括蒋福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等 19个

生态功能区 (见下图 )。

413　分区建设导则

根据生态功能区划结果并结合廊坊市重点保护区

域分布情况 , 将廊坊市按照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

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优化开发区域四种类别进行划

分 ,

优化开发区域以边缘城镇建设区为主 , 建设开发

中应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优先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 , 加强各种园区建设 , 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

展 , 同时不断强化中心城市的集散效应和综合服务能

力 , 发展旅游业、会展经济产业 , 商贸流通业、金融

业和信息服务业。

表 2生态适宜性分区准则

生态因子 不适宜建设区 中等适宜建设区 规避措施

地基稳定性 不稳定区 采取砂石桩法、渣土桩法等方法增加地基承载力

地震设防烈度 > X度 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施工

断裂带 两侧 100m内 两侧 500m内 两侧预留 100米避让距离 , 或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标准

地貌条件 山区 加强山区绿化

地形坡度 大于 25度坡度
介于 15度

和 25度之间
加强陡坡地带绿化 , 增强固土防冲能力 , 减少水土流失

河湖水系 河湖及河道绿化带 两侧预留 100米避让距离 , 作为城市蓝线

水源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核心区 水源保护区防护区
一级水源保护区禁止建设供水以外的其他建筑 , 二级水源保护区禁止建设居

住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建筑 , 禁止污染水源的行为

水文调蓄区 行洪道 蓄 /滞洪区 尽量避开蓄滞洪区 , 行洪区两侧预留缓冲距离

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非核心区
核心区禁止进行开发建设 , 缓冲区禁止进行科学研究以外的活动 , 试验区的

开发建设活动必须执行该区的环境标准

生态敏感区 生态林、湿地 敏感区内禁止建设

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禁止除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外的建设活动 , 当占用基本农田时 , 应根据相关

规定置换

表 3　生态区划指标体系表

子系统 包含指标

自然子系统
基本自然条件 (地貌特征、农田分布、水资源量等 )、生态服务功能 (水源涵养、沙漠化防治、水文调蓄、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 )

经济子系统 人均财政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农村非农行业总产值

社会子系统 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工业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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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廊坊市生态功能区划图

　　重点开发区域以主要城镇建设区为主 , 以优化

轻、重工业内部结构为主 , 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

优先发展培育关联度大的主导产业 (尤其是粮油深加

工、汽车零部件制造、新型建材、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产业 ) ; 通过整合现有工业园区 , 构筑产业城 ,

强化市场产业支撑 , 增强产业核心聚集力和外延辐射

力。

限制开发区域主要以农业生产区、水源涵养区、

水文调蓄区和风沙防治区为主 , 要按照保护优先、适

度开发、点状发展的原则 , 优先发展退耕还林还草、

水土保持、绿化造林、污染治理、废物综合利用等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 , 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和无污染加工工业 , 优化发展

农业 ,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 , 促进品种结构和品质结

构优化 , 并深入挖掘当地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 并利

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及区域特色 , 发展休闲观光旅游

业 ; 禁止发展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项

目 , 特别是需大量消耗地下水 , 大量排放 COD和 SO2

的项目 , 同时禁止高污染项目转移。

禁止开发区域主要指自然保护区 , 要依法实行强

制性保护 , 优先发展自然保护区与湿地保护区建设项

目 , 加强植被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 , 控制人为

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 , 禁止发展破坏保护区自然生

态的开发建设项目。

5　结论

廊坊生态市建设 , 是一个综合了经济、建设、环

保和生态等内容的系统工程 , 通过生态适宜性评价和

生态功能区划 , 为廊坊市空间建设提供了一个需要遵

循的导则 , 提出了主要生态敏感点应该避让的原则 ,

提出了不同功能区的发展方向 , 对廊坊市今后的建设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廊坊生态市建设不仅在空间上提出了规避原则和

建设导则 , 还在产业结构、环保措施和生态恢复等方

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 , 为廊坊市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规划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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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rap id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how to construct a new type city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it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Langfang City, in two major citi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has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is, in Hebei Province was the first group to build an eco2city. During the

p reparation and comp ile of“Langfang City eco2city construction p lan”, we have adop ted a multi2discip linary cross2study,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of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bring forward a new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for econom ic

development,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Key words】eco2city; carr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ecologicalk2functional zon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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