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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态城市建设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何润霞1 梁 婧 申 婕 

(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 40054) 

【摘 要】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对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重庆生态城

市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重庆生态城市建设现状及实际凸显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

解决对策和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全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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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放进了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当中，由此可以证明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建设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党加强了意志和决心在

生态文明建设上。 

重庆作为具有“都市定位、省域特征”的自辖市，同时又是国家的中心城市之一，都市区更是体现重庆城市特征，将其定

位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西部经济增长极。重庆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伴随着这一准确定位而来的。但是随着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日益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重庆建设成为居住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社会文明的城市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也为重庆发展指明了发展目标与方向。 

1.生态城市的概念 

1.1生态文明的定义 

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因此只有对生态文明的内涵准确的理解之

后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生态文明因为有自己的基本特性，得以与其他的文明形态区分开来，但它并

不是小是孤立的，而是同时与它能够与其他文明形态相互依存。全面而准确的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能够使生态文明观念牢固

树立的树立起来，从而有效的避免盲目的行动和虚妄的建构。 

1.2生态城市的概念 

生态城市(ecological city)是能够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基础之上，有效的运用有限的环境资源按照生态学原则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造一个生态环境健康、居民身心健康、自然

协调发展、生态持续和谐和经济高效持续发展的集约型人类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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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生态城市建设现状 

2.1重庆生态城市建设范围 

国务院在 2007年 9月批准了《重庆城乡总体规划(2007一 2020)》，依据该规划确定重庆都市区范围包括主城九个行政区，

而积为 5495km
2
，占重庆市而积的 6.64%

[1]
。同样在 2008 年 8 月出台的《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同时也将该都市区范围划定为

重庆生态城市建设范围。其中该都市区包括缙云山、明月山、中梁山等山脉，位于川东平行峡谷。 

2.2重庆生态城市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 

在重庆“十一五”规划实施建设期间，全市人民群众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将改善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方而，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在全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做到了减排污染物总量，城市生态建设迅猛推进，

大大的改善了全市的环境质量，实现了重庆“十一五”规划中的 11项约束性指标，全而完成了规划任务
[2]
。 

(1)污染物总量减排效果显著，经济增长方式迅速转变。在“十一五”建设期间，重庆市实现了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

标。其中实施了一些重大减排工程量，比如关停小火电厂、小水泥厂、小钢材厂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并将重污染企业迁

出都市区。从高科技材料、先进设备、高技术等方而全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单位产品产值排污量降低。到“十一五”

规划完成的时候，重庆市环境建设成果显著，全市主要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下降，化学的需氧量下降，超额完成减排

总量的任务。与 2005年相比，我市的生态环境有了大幅度改善跟提高。 

(2)生态建设大力推进，景观生态大为改观。重庆市的山地面积占了全市的四分之三，具备培育成为森林城市的条件。在都

市区建立山地防护地、森林带、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加快了植树造林的步伐，使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0%。大力增加了

城市绿地建设，从 2006 年到 2009 年，全市的绿地率从 18.66%增加到 35.5%，成功的将重庆申报为国家园林城市。结合冬冷夏

热的山地城市气候特点，在建筑领域采用环保型材料，大力推进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对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一直到评估认定

各个方而都加以严格要求。全市加强退耕还林、土地荒漠化治理等工作，还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树造林计划，防治水土流失，

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3)环保工作跃上新台阶，环境质量改善明显。重庆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重庆市率先安装烟气脱硫

装置在所有现役 2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每一个县都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共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158座，

建成生活垃圾处理场 50 座，新建排污管网 4000 余公里。与 2005 年相比，城市污水处理率从 30%提高到 83%，城市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从 59%提高到 94%。库区水质保持稳定，长江出境断而水质连续 5年保持在 H类水质以内，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

续 3年为 100%，主要次级河流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断面比例从 64.9%提高到 84.7%;2010年主城空气质量满足优良天数达到 311天，

比 2005年增加 45天，二氧化硫浓度连续两年达标
[2]
。 

2.3重庆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1)重庆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重庆城市地理自然条件较差，属于典型的山水城市，生态系统为“两江四岸”所界定，城市

形态布局在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发展城市的坡度大，建设用地不连续，老城区基础设施薄弱，防灾抗灾能力差。 

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重庆的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环境容量的承载能力

负荷沉重，是影响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城市与农村建设不同步，特别是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部分，一些农村、城郊、小城镇还十分薄弱，缺少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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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相对滞后。重庆生态城市文化建设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对生态城市文化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同

时市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比较薄弱，各个区县对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的理解还比较模糊，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具体表现

为: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的重点不突出;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和辅助次要途径配合不到位;生态城市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尚未形成;生态体制没有对城市生态文化建设形成有力的保障和支撑;生态城市文化知识教育和宣传普及不够，宣传的手段、方

法创新不足。 

(3)各区县间生态城市建设的差距较大。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空间结构于一体，各区

县间特别是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的经济发展与主城都市圈差距较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在重庆市表现得尤为突出。

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财政收入的影响，重庆市欠发达区县与发达区县对生态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有明显的差距，这种差

距影响了重庆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均衡性，给生态城市建设进一步深入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山于尚未建立有效的生态补

偿机制，从而不能有效的调节相关各方的生态利益以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更进一步影响了生态城市建设的进程。 

(4)生态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未得到有效协调。每个城市的生态建设都会与经济发展产生矛后，重庆市的生态城市建

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未得到有效协调，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有效地协调机制。山于地区间、部门间在政

策制定上和规划上相互沟通不够充分，存在一些各自为政的现象，致使生态保护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标准各异。山于地区间、部

门间相互协调很困难，加剧了环境资源的浪费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对生态的保护和充分发挥资金的效

益。二是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有很大的冲突。当前，在重庆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科技含量较少，

产品的附加值低等一些问题。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山于不断的破坏自然资源，严重的削弱了资源基础，因此现在某一

些主要的自然资源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短缺的现象，这样就会严重的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环境

污染、耕地而积减少、资源紧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发展，导致经济损失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发展经济与

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后不断扩大。 

(5)法制不健全。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生活污水的不合理排放、乱砍乱伐、噪声污染防治、过度开垦荒地、锅炉大气污

染排放、工业生产污染等方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城市环境管理和居民生态维权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持。 

3 重庆生态城市建设的建议 

3.1结合城市实际，加强生态城市设计创新 

为了彰显山城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吸引力以及城市的生态文明和特色风格，城市设计主要包括三方而设计内

容，即城市产业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和城市住区设计。第一，城市产业设计，在对城市产业现状进行客观地全而地分析的基

础之上，而对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当前条件下，结合高标准、高起点的现代化、生态化和文明化的科学的城市产业设计，

应当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代表生态文明潮流和先进发展方向的生态文明产业，并在全国城市生态文明产业建设中，能起到强大

的示范作用。以期建立以生态文明产业为核心，高科技产业为指导，结合循环经济的生态型工业体系。第二，城市景观设计，

以重庆特色的城市历史、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依托，对景观建筑进行规划设计，加入自然环境等生态要素，对城市的景观园林进

行整体设计，形成具有重庆独特风貌的城市生态系统。第三，城市住区设计，以城市居民居住生活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基本需求

作为背景，结合生态文明和居民在城市住区中方方面面的行为生活习惯之间的关系，应用生态建筑原理科学规划居住区，使住

区基础设施、住区环境、住区文明文化与生态文明建筑相结合，形成科学的社会生态系统。城市住区设计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布

局的合理性;二是资源的环保性，即建筑材料的使用无污染、低消耗，坚持低碳环保;三是增加居住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扩大

居民文化生活及体育健身空间，满足市民文体需求。 

3.2加强市民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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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中的一项重要因素:生态文化。大力加强重庆市生态文明文化教育，以此提高重庆公民的生态意识，爱

护环境，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杜绝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更有利于发展创新型生态文化产业，有助于

更好的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根据年龄差异，对青少年加强基础性教育，对大学生加强高等教育，对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在岗培训

教育，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平台，加强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并将这些意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是要让市民充分认识到“绿色”出行更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缓解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问题。鼓励使用公共生态

模式，通过轻轨、地铁、快速公交等城市生态交通系统出行，既快速又环保;二是要让市民认识到绿色消费对自身健康的重要性。

多食用绿色蔬菜、绿色瓜果，使用环保的生活日用品，倡导生态化的生活方式;三是要让市民认识到生态城市建设有助于创造一

个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四是要降低公民环境保护的参与成本，拓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和治理的渠道。 

3.3加快城乡生态建设，促进生态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生态建设规划应体现科学发展、统筹协调的生态发展理念。要求将都市区城乡生态建设规划与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产

业发展规划等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定位中心城区建设定位，科学编制村镇建设规划。第一，促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城

乡发展空间合理性;第二，明确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层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第三，引导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发

展生态效益。与此同时，因为城市建设的规模在都市区发展中逐步扩大，城市的空间地域结构也发生了转变，使得周边的地方

区域不断扩展。 

3.4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态产业体系建设 

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合理关联为特征，关键在于生态产业

体系建设。生态产业建设，是指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发展有利于自然生态保护和恢复的循环经济产业，降低经济生产过

程的资源依赖度和环境负效应。首先，生态产业体系建设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其次，生态产业体系建

设，包括生态第一产业、生态第二产业，加之具有遵循以人为本原则的现代服务产业三部分内容。再次，积极推动都市区生态

产业体系高度化提升，培养一批能引导支持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新型现代化产业。 

3.5健全立法、执法、监督机制 

完善环保立法机制，规定环保主体各方的环保责任和义务;加大对环保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决

不姑息;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建立“生态行政”专家决策参与机制;健全环保监督机制，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专家监督、媒

体监督、公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开展贯彻《重庆市森林建设促进条例》督促检查活动，争取出台《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做

好《湿地保护条例》、《重庆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办法》以及《重庆市生态效益补偿办法》等政府规章的调研工作。 

在生态环保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绿色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现今阶段，在全国至全球范围内进行生态文明城市的创新型推行

建设，将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建设具有重庆特色的生态文明城市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发展的过程，需要各方而的政策支持，

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支持，同时需要以高科技技术为指导，为建立城市文明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文明城

市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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