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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但工业文明的沉重代价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
危机。全球性环境的明显恶化和地球生命支持系统（the Global Life Support System）的退化，严重威胁
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197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把城市
列入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提出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生态方法来研究城市问题和城市生态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生态学理论的广泛应用与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规划建设与研究。1992年6月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保护和增进人类
健康，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1994年3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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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有关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的专著。
全书共分三第八章 ，旨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与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及其
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从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诠释生态城市，建构其理论框架与规
划设计的方法体系。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和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生产实践和科研成果。《生态城
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立论新颖、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可供全国城市科学、环境科学、城市规划、设计、管理和研究部门的技术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
政府决策部门的公务人员阅读。

Page 3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作者简介

黄光宇，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人，1959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1986年聘任教授
，任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所长、建筑系副系主任，1989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科学院、建设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生导师，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常务理事、城市生态规划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
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成员，先后受聘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发表论文180
余篇、出版专著3本、教材等编著5本。陈勇，1971年8月生，安徽省六安市人。2000年获重庆大学（原
重庆建筑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学位。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研人）、国
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主研人）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以及30多项城市规划设计工程，在学术
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近20篇。现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工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
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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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欧洲工业革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人们认识不到古城和古建筑的保护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现
代建筑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助长了对古城古建筑的破坏。二次大战后，面对被战争破坏的城
市，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广泛重视，战后一些国家对于有历史意义的市区往往成片成区地保护起
来，甚至整个城市，建设避开古城，另辟新城。同时注重对乡土建筑的保护，也往往是整个村落、整
个集镇地加以保护，而且还包括它们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的保护，使城市的文化特性、
地方文化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得到保持。聚居生态意识的觉醒，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开始向历史文化生
态拓展。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进程，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能源（石油）危
机和环境危机，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十大公害事件，面对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生存的迫切性，引起人
们对原有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进一步激起了人类聚居生态意识的觉醒。卡森
（Rachel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Meadows，1972）的《增长的极限》警示人
们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引起的全球性问题（人口、粮食、资源、环境等）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前景，
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引起强烈地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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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生态城市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极富挑战性和艰巨性的复杂研究课题，需要新的生态价值观的建立
，需要新的科学研究范式，需要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参证。本书对生态城市
的研究试图突破旧的框框，从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诠释生态城市，对传统城市旧的理
论方法进行发展和根本变革，建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框架，正所谓不破不立。这种变革不是打倒一切
，否定一切，是继承式发展，是扬弃，是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对一些概念冠之“生态”，一方面做到
行文的一以贯之，另一方面也是区别于传统价值观下的概念，突出生态的价值观，体现其整体协调性
和广泛关联性，是对传统概念的扬弃和发展，并无标新立异之意，更不是把它当作时髦的标签哗众取
宠，因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但研究可能受“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影响，在认识和
方法上也许仍未能真正摆脱机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阴影。研究中也不得不涉及到文化哲学问题，由于
诸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等概念在学术认识上目前还存在分歧、争论，这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的
前提或结论，所以这里不是提供惟一的“救世”之道，但至少是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或道路。本书
对生态城市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浅层的，探索远未完成，生态城市的理论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这不仅需要不断深化、丰富，更重要的还要有所摒弃、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因此可以说研究
过程也是“自我拯救”的过程，心智也同时得到“净化”。城市问题与环境问题是新世纪人类社会必
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对我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必须要有深切地危机感和寻求解决问题的迫切感，希
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通过“自我教育”，加之公共（社会）教育，倡导以生态价值观、生
态伦理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改变落后陈旧的文化观念，树立人一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并
用实际行动来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促进人居环境的改善，这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批判是容易的，惟
有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帮助人类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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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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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黄光宇
2、正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破坏自然，所以我们已经不习惯于保护生态。我很想如同古代东方或者是现
代西方的某位隐士,拥有一块土地，然后用这本书里所传授的理论和方法，来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
邦。但不幸的是,那样的行为，是不被支持的.当然，真正的行者，是善于行动而且是善于思考的。我
至多算是个思考者.阅读并思考着。如果我们的中学教育中有这本书，或许十多年我老家盖房子的时候
我就会将这些元素结合进建筑。但遗憾的是，我们总是太晚才领悟到人生的真理。而当城市化的步伐
飞快地吞没十多年前还是乡村的我的家，我已经无法再去做任何尝试,只有在蜗居的楼里，在空调房里
读着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书籍.
3、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生态城市与建筑文化丛书 ，写的内容很好，这些系列书，是以博士
论文为主的的书籍，思路清晰，方法独特比常规的图书有很多有点，很好，我从中借鉴了很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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