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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以石家庄市为例

张　戈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 :运用生态经济理论对土地利用规划现状进行探讨 ,揭示出土地利用规划中存在的

生态问题。在列举了城区不断扩张、耕地锐减 ;城区热岛效应严重 ;工业区布局不合理 ,造成环

境污染 ;城市扩张占用自然植被 ,城市中绿地面积过少 ;石家庄市土地沙化不断扩大 5 点土地

利用规划问题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的提出土地集约化利用 ,将“占一补一”落实到位 ,保护耕地 ;

优化城市土地结构和布局 ;保护自然植被 ,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整治改造滹沱河 ,恢复河岸土壤

状况 ;制定相关法规 ,加强生态管理 ,增强公众生态经济意识五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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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cological2economic Principle in City Land Use Planning
———Taking Shijiazhuang City as an Example

ZHAN G Ge
(School of Geoscience ,Sout hwestern Unt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Ecological2economic Principle , t his paper briefly int roduced the present sit2
uation of t he land use planning and revealed t he ecological p roblems in land use planning. The p rob2
lems include urban area dilating continuously ,reduction of arable lands ; serious heat island ;indust rial

estate layout po sition illogical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ity oversp reading ,and engross vegetation.

Five measures are p ut forward :intensive land use ,p 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 greenland are2
a ;t reat ment and reform Hut uo river ;improving discharge capacity ,and enhancing t he ecological econo2
my consciousness of t he p 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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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 ,是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土地资

源能否有效、持续地利用 ,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

及发展。因此 ,土地的合理利用及其规划越来越

被人们所关注。土地利用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和特

定的区域条件下 ,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

治理和管理 ,并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利用 ,组织、协

调人地关系及人与资源的关系 ,以达到社会、经

济、生态综合效益最大的过程[ 1 ] 。人们根据土地

的特性 ,进行各种社会、经济目的的干预 ,甚至决

定土地的功能 ,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土地之间的

内在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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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 ,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也由此带

来诸如用地布局不合理、土地质量下降、城市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因此运用生态经济理论完善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 ,调整和优化城市用地结构和布局是恢复、

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城市经济长足、高

速发展的关键。

一、生态经济理论概述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生态经济问

题、探究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经济科学 ,旨在

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

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并使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

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战略性、边缘性和系统性等

特点。研究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问题 ;是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根基 ;是

促使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协调发展

的根本。

生态经济理论要求发展经济不能损害环境结

构和功能 ,不导致环境质量的退化。经济发展的

过程应是环境质量更符合人类生态学要求的演化

过程 ,是环境质量与人类健康、舒适、美化的价值

取向相一致的过程[ 2 ] 。其研究重点是人类社会经

济系统应该如何进行才能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相

协调 ,以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实

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 ] 。运用生态

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即唯物辩证

法、历史比较法、统计调查法等来对石家庄市土地

利用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以得出在编制土地利用

规划中应注意改善的问题。

二、石家庄市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条件

石家庄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全市辖 6 区、5

个县级市、12 个县。总面积 14 052 . 56 km2 ,总人

口 854 . 58 万人 ,人口密度为 608 km2 / 人。地跨

太行山中段和河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 ,山地丘陵、

平原面积各占一半[ 4 ]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 ,

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新兴的工业

城市 ,石家庄市交通发达 ,京广、石太、石德铁路交

汇于此 ,是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京深

高速、石太高速、石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 ,有 4 条

国道、12 条省道通往四面八方 ,石家庄民航机场

与国内外有 19 条航线。石家庄市是一个较新的

省会城市 ,城市发展历史短 ,经过近些年的建设 ,

已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贸中心。人口密度

高 ,城市发展快 ,乡镇企业占地多 ,耕地不断减少 ,

成为河北省土地利用矛盾突出的地区之一。

(二)土地利用现状

2006 年石家庄市土地总面积 15 848 km2 ,人

均土地资源 1 715 m2 。现有农用地 8 533 km2 ,占

土地总面积的 53 . 84 %. 在农用地中 ,耕地 5 528

km2 ,人均耕地 598 m2 ,占土地总面积的34 . 88 % ,

少于全国平均的 1 060 m2 和全省平均的 986 m2

的水平。建设用地 1 687 km2 ,占土地总面积的

10 . 64 %。其中城镇建成区 205 km2 ,人均占地 85

m2 ,村庄占地 871 km2 ,人均占地 360 m2 (含道

路、交通用地) 。未利用地 3 833 km2 ,占土地总面

积的 24 . 18 %。其中耕地后备资源 373 km2 [ 4 ] 。

三、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城区急剧扩张引发诸多生态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扩展问题

迅速成为国内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新的关

注热点。石家庄市近几年城市迅速扩张 ,人口急

剧膨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迅速增加 ,使耕地、

林地、城中村呈显著减少趋势 ,郊区蔓延难以控

制 ,增大了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压力。城市吸引了

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人口的激增引发了诸如

就业、居住、城市交通问题以及其他由于贫富差距

过大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加剧了地下水位下

降、温室气体增加、城市污染等生态环境的恶化。

2000 —2006 年耕地、人口统计数据调查结果

如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 ,从 2000 年到 2006 年耕

地面积急剧减少 ,6 年间耕地净减少量为 381 . 81

km2 ,减少率为 6 . 46 %。不断减少的耕地同飞速

增长的人口总数形成鲜明对比 ,2000 年到 2006

年石家庄市人口净增长 41 万人 , 增长率为

4 . 64 %。致使人均耕地面不断减少 ,由此产生了不

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生活在城镇

周围的“三无游民”。农民失去了土地 ,又得不到

合理的补偿安置 ,生活失去了长远保障 ,反过来又

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城区的扩张 ,人口急剧增

长 ,耕地的减少 ,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农民生计和

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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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2006 年耕地、人口统计数据

年份 耕地面积/ km2 人口数/ 万人 人均耕地/ m2 / 人

2000 5 909 . 94 883 669 . 33

2002 5 772 . 03 904 638 . 50

2004 5 747 . 02 918 626 . 72

2006 5 528 . 13 924 598 . 28

　　注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

(二)城区热岛效应严重

石家庄市是个新兴城市 ,解放初期只有县城

规模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作为省会 ,城市规

模才得到长足发展。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我国城市发展迅速 ,人口迅速增加 ,工业迅猛发

展 ,排放出大量的热量、废气、汽车尾气等温室气

体 ,人为热排放增加 ,导致气温升高。同时 ,城市

的工厂及居民生活和取暖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气

体、烟尘 ,使城市上空的空气污浊不堪 ,在城市的

上空形成一种“微尘云”,这种微尘云除能反射太

阳光外. 还能阻止热量向外散发。微尘云和温室

气体都有阻隔热量向外散发的作用 ,它们像保温

层一样包围在城市上空 , 导致城市上空的空气要

比同地区内的农村热得多。此外 ,城市规模超常

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砖石、沥青、混凝土等

建筑材料覆盖 ,加剧了热岛效应。

图 1 　石家庄 1957 —2006 年年平均气温 [5 ]

石家庄 1957 —2006 年年平均气温由图 1 可

知 ,石家庄地区 50 年气温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平均气温均值基本持平 ,且最

低均在 10 ℃左右 ;八九十年代平均气温均值分别

在 12 . 17 ℃和 13 . 12 ℃,上升趋势明显 ;60 年代至

90 年代平均增温率为 30 %。2000 年以后石家庄

地区气温持续上升 ,2006 年年平均气温高达到

14 . 1 ℃。并且根据数据分析 1957 —2006 年石家

庄市区的局地气温平均值为 0 . 35 ℃,而郊区的局

地气温平均值为 - 0 . 24 ℃,由此可以得出石家庄

城市热岛强度平均为 0 . 59。根据国内外热岛效

应究结果[ 6 ] ,一般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平均气

温约高于郊区 0 . 5～1 . 0 ℃。石家庄的热岛强度

已超过研究结果的下限 ,为典型的热岛城市。

城市热岛带来的热岛效应可造成局部地区气

候异常 :冬季干燥、夏季燥热、春季风沙 ,北方一些

地区夏季的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较长 ,高温日

出现频繁 ,而且由于城市气温增高 ,热空气上升 ,

郊区的冷空气就会流向城市 ,将郊区的大气污染

物吹向市区 ,加重城市的大气污染。同时 ,高温对

水、电等城市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压力。自来水

供水量不足 ,造成许多居民楼高层上水困难。“停

水断电”严重影响了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三) 工业区布局不合理 ,造成环境污

染

随着城市不断扩大 ,导致从前在城市边缘的

工业区划入城区。而且用地结构、生态结构的改

变 ,导致从前布局合理的工业区变得不合理 ,对周

围环境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等环

境破坏 ,影响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石家庄市东

北工业区的布局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石家庄市

东北工业区范围是西起体育北大街和电厂街 ,东

至市橡胶一厂和市玻壳厂 ,北临石津渠 ,南至长安

东路 ,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 7 ] 。据有关部门观测数

据显示 ,近两年 ,石家庄市主城区的风向正发生着

改变 ,北风、东北风逐渐增多。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发展下去 ,现在占据省会污染近 50 %的东北工业

区将处于省会的上风口 ,会造成石家庄市区严重

的空气污染。其次 ,石家庄市东北工业区产生的

噪音污染 , 也严重影响周围环境。居住区白天噪

声标准值应在 55dB (A) ,图 2 为石家庄东北工业

区白天的噪声统计图 ,如图所示 ,有大部分噪声处

于 55dB (A)以上 ,严重影响着周围居民的生活。

(四) 城市扩张占用自然植被 ,城市中

绿地面积过少

由于城市无节制的膨胀和人工设施高容量地

聚集建设 ,在城市人类与自然分离倾向的状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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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噪声统计声级白天空间分布 [7 ]

产生了愈多城市自然生态问题。由于石家庄市近

两年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大 ,城市不断扩张 ,破坏了

土地原有的生态功能 ,占用了自然植被 ,对自然环

境造成了不可弥补以及代替的破坏。低成本推进

的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市

土地生态景观价值下降 ,对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

用造成威胁。人工绿地生物多样性及结构区域简

单化 ,其生态功能远不如自然植被。2002 —2006

年石家庄市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地覆盖率统计如表

2 ,表中石家庄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地覆盖率均小于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 GBJ 137 -

90)》所规定的城市绿地用地指标的最下限。石家

庄市绿地覆盖率有降低的趋势 ,这是因为部分路

段两旁受建筑物影响绿化带不够宽 ,树木数量严

重不足 ,而且缺乏管理 ,树木长势不旺。道路两旁

尚不能形成茂密的树荫 ,环绕省城的二环路没能

构成省会的绿色屏障。石家庄市的绿地面积增长

的大多为草地面积 ,而树荫却越来越少 ,人工草坪

净化空气的绿色环保功能效益比较低。由于草叶

面积小、绿量低、高耗水 ,每平方米通过光合作用

释放的氧气仅为灌木的 1/ 20 ,减噪、杀菌功能更

小。因此很难达到改善城区小气候等作用。由于

绿地具有防止大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 ,防止风

沙 ,改善城市气候减弱噪音的作用 ,同时在涵养水

土 ,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发挥有效的防洪和防灾、

减灾作用。因此 ,绿地面积过少 ,必将影响居民的

生活质量 ,最终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表 2 　2002 —2006 年石家庄市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地覆盖率统计表

年 　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人均绿地面积/ m2 4 . 7 5 . 1 7 . 1 7 . 6 6 . 8 8 . 87 8 . 98

绿地覆盖率/ % 39 . 4 38 . 3 32 . 1 31 . 6 32 . 15 36 . 15 33 . 9

　　　　　注 :数据来源《河北统计年鉴》

　　(五)石家庄市土地沙化不断扩大

建设用地的规划不当有时会对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造成隐患。石家庄沙地不断向外围延伸 ,且

面积不断扩大。以滹沱河石家庄市区河段为例 ,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 ,流经山西、河北两

省 ,该河全长 513 . 3 km。滹沱河两岸更是石家庄

历史文化发祥地之一 ,是石家庄市的母亲河 ,也是

省会的重要水源地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河北省境内全长 206 . 6 km。滹沱河是海河的三

大支流之一 ,在水资源供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滹沱河流域上游建有大型水库 2 座、中型水

库 12 座及小型水库和塘坝多处 ,其中岗南和黄壁

庄水库是滹沱河流域内较大的水利工程 ,分别坐

落在河北省平山县和鹿泉市境内。这些水库对石

家庄市的防洪、城市供水、农业灌溉等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些水库截留了流域近

70 %的地表水[ 8 ] (见图 3) ,减少了下游平原河道

流水及地下水补给源。目前 ,滹沱河已经常年断

流 ,在风大干旱而土地缺少植被覆盖的情况下 ,导

致下游平原生态环境恶化 ,地下水资源严重匮乏 ,

土壤遭受风蚀 ,导致沙化。曾经是石家庄阻挡北

方沙尘屏障的滹沱河 ,目前不仅没有形成屏障 ,反

而成为城市沙尘污染的重要源头。土地沙化破坏

了土地资源 ,土地生态环境恶化 ,严重影响着农牧

业生产。此外 ,风蚀沙化还影响并威胁着石家庄

市区的交通、水利、居民点等设施以及大气环境质

量。

四、石家庄市未来土地利用规划建议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土地利用不合理是环境恶化的最根本的原

因。要改善环境 ,不能只停留在治理阶段 ,更重要

的是预防 ,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的政策、方

针 ,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一)土地集约化利用 ,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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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滹沱河 40 年滑动平均径流量过程线

耕地资源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耕地的保

护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因此 ,耕地保护是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严格控制建设

用地规模 ,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度 ,就是保护耕地资

源的最有效的途径。其一 ,要不断提高城市建设

的立体化水平 ,在自然和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

适度提高城市房屋、道路等建筑物的层次数 ,达到

节约用地的目的。其二 ,在城乡建设中按比例预

留基础设施用地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压缩占

用耕地规模 ,避让基本农田 ;严格执行各类社会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土地供应标准 ,推进城镇、

农村的社会公共设施的集中建设 ,建成覆盖城乡、

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集约用地的

要求。其三 ,做好建设用地的空间合理布局 ,将建

设用地布置在不易产生土壤侵蚀的区域 ,以减轻

建设用地在其施工阶段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 ;布

置在远离优质土壤区、重点保护水域及环境保护

区 ,以降低建设用地对优质土壤及环境污染的可

能性 ,尽量将耕地布置在不易产生水土流失的地

貌单元。另外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制止

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 ,约束盲目建设、经济增长方

式粗放等行为。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

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根据我国土地管

理的法律法规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占一补

一”,以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在保障必要的建设

用地的前提下 ,保护乃至增加耕地面积。

(二)优化城市土地结构和布局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

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其可持续性则依赖于土地利

用布局与结构的完善 ,城市土地市场的规范 ,土地

保护政策的执行以及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的支撑。

城市土地不同结构和布局形式对城市建设用地的

生态效应具有重要影响 ,所以城市规划用地的布

局应有利于原有生态功能的敏感区域 ,如 ,森林、

水源等地 ,以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 ,减弱土

地利用对土地生态功能的影响和破坏。首先 ,石

家庄市后备土地资源紧张 ,土地利用广度的延伸

受到硬性限制。维持其可持续性只能采取深度扩

展 ,即提高集约利用水平。利用石家庄地基持力

较好的优势 ,建造高层建筑 ,提高建筑容积率。其

次 ,由于城市土地在建设或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有

废物的产生 ,这是尽量利用和发挥城市生态系统

的自净能力 ,诱导市区重污染企业外迁 ,控制三废

排放量 ,清理城中村环境死角 ,减少郊区垃圾随意

堆放 ,是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同时 ,在工业区的

规划中 ,尽量布局一定的绿地及林地 ,则可大大减

轻工业用地的环境污染 ,有利于减轻工业对城市

生态的不利影响。城市功能区的合理布局 ,及产

业结构的优化 ,都有助于减轻城市土地对城市生

态的不利影响。

(三) 保护自然植被 ,增加城市绿地面

积

自然植被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功能 ,有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及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应尽

量避免破坏自然植被 ,绕过土壤优良、自然植被繁

盛地带 ,选择土壤状况不佳的地段进行开发。同

时对被废弃的城市土地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措施 ,

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城市绿地虽然无法

代替自然植被 ,但是绿地可以美化城市景观 ,还可

以保护环境 ,防止灾害的发生 ,因此也要加大绿地

建设的力度。可采用多种形式增加绿地面积。第

一 ,建立绿色生态交通体系 ,增加市区路段两旁的

绿化带的种类和数目 ,例如可穿插种植适应四季

不同种类的植物 ,增强不同季节的可观赏性。制

定完善的管理机制 ,定期浇灌、除虫 ,使其形成一

定厚度 ,一定规模的绿化带。第二 ,使用城市中未

被人们利用起来的盲区增加绿地面积 ,例如在建

筑物的顶层种花养草 ,既能美化环境 ,又能减少绿

地占用空间 ,还可美化城市制高点。第三 ,利用雨

水灌溉 ,提高绿地质量 ,在公园道路和广场上铺设

新型环保透水砖 ,取代现有的水泥地砖和柏油路

面 ,这样可以使雨水迅速渗入地下 ,补充土壤水和

地下水 ,调解地表温度和湿度 ,还可缓解热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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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提高了绿地质量。在扩大绿地面积的同时还

要提高绿地的质量 ,要以乔木、灌木、草木相结合 ,

才能达到提高绿化覆盖的作用。

(四) 整治改造滹沱河 ,恢复河岸土壤

状况

合理规划建筑用地 ,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规

划每一寸土地 ,避免造成城市发展隐患。就滹沱

河整治来说 ,滹沱河综合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

要多技术手段、资金支持 ,政府规划管理。具体方

案可以有以下几点。第一 ,清理河道。滹沱河市

区河段常年断流 ,导致河道淤积 ,杂草丛生 ,散布

许多沙坑 。应及时清理疏通河道 ,回填沙坑以及

平整河床 ,为恢复滹沱河的原貌做好准备。第二 ,

可采用南水北调工程 ,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

降趋势 ,涵养地下水 ,改善地下水环境 ,增加土壤

含水量 ,从而改善在根本上改变滹沱河市区河段

土壤状况[ 9 ] 。第三 ,保护滹沱河原有的人工林和

防护林水北调中线带 ,同时继续扩大人工造林和

防护林带 ,形成水土保持区和水源涵养区及主城

区北部和西部的生态防护绿化带。加强主城区内

对水体周围、道路两侧的绿化 ,提高绿化覆盖率。

增强河两岸土壤肥力及蓄水能力。

(五)制定相关法规 ,加强生态管理 ,增

强公众生态经济意识

强化环境管理 ,控制环境污染。制定和完善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有力地推进环境监督

管理。进一步加强环保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定

期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及土地利用状况做科学的评

价 ,及时发现问题 ,改善土地利用方案。普遍提高

各级干部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

力度。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人们节约用地、保护耕

地重要性的认识。要广泛开展土地国情和土地管

理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 ,使全体人民

特别是各级领导都能清楚认识到我市人口多 ,耕

地少 ,后备土地资源不足 ,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面

临象人口一样的潜在危机。同时强化土地利用生

态环境的宣传教育 ,使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 ,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

力度 ,坚持土地利用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

的战略方针。

五、结语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

针对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

境、生态恶化的现状 ,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

高公民环保意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必然要求以生态

环境为基础 ,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发展城市

经济。坚持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坚持以人为本的

设计思想 ,发展生态经济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

展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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