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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态城市ecological city 从广义上讲，是建立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新

的文化观，是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

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的讲，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

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生态城市规划的特点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仅所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

自然共生共荣，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

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

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

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ldquo;爱

的器官&rdquo;。文化是生态城市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

和谐乃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工业城市&ldquo;高能

耗&rdquo;、&ldquo;非循环&rdquo;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率，物尽其用，地尽其

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优化配置，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物流畅

通有序、住处快流便捷，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通过共生关系进行协调。持续

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兼顾不同时期、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

足现代人及后代人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ldquo;掠夺&rdquo;的方式促

进城市暂时&ldquo;繁荣&rdquo;，保证城市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整体性   生

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效益，不仅

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重视对人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

发展。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的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个区域概念，是建立在区域平

衡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互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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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是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目标，全球必须加

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要领就是全球

概念。       结构合理   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合理的土地利用，好的

生态环境，充足的绿地系统，完整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关系协调。关系协调是指

人和自然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能力协调。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态城市规划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态城市规划市场竞争格局。随



后，报告对生态城市规划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趋

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态城市规划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态城市规划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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