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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城市生态建设及其伦理意蕴 

魏雪玲
1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城市生态建设作为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的重要范式，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逐步被提上议事日

程，并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然选择。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在政府大力改善城镇居民环境的理念

引领之下，通过外迁重型污染工业、实施清洁能源工程和推动城市绿化等举措，不仅改观了整个重庆市的城市生态

环境，而且彰显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伦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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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 20 日，“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

追求，首次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浓墨重彩地提出，成为重庆市的战略决策。客观而论，城市生态的建设首先是人的建设，

要人们以良心感和义务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不论是在校的学生还是社会工作的人们，怎样在城市的生态建设中找准自己的位

置并发挥作用，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重庆作为一座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其城市生态建设与我们每一位

市民的自身伦理道德素质息息相关，它特别需要有着生态道德观、生态效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国际生态观的所有市民一起来

共同担当。 

为此，重庆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就一定不能被当做一个大而无用的口号，它需要的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关心，并要求全体成

员的一切社会行为，不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伦理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重庆城市生态建设的背景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生态文明和信息革命的到来，特别是随着城市人口的日益膨胀，高楼林立，增多的工厂、车辆等，形

成了交通拥挤以及环境污染；同时，由于人类活动产生大量的固体和气体废物，水质与空气被污染，噪音、光、热及视觉污染，

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危机。生态城市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已日渐成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实然选择。 

第一，基于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升，世界城市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1920 年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14%，1980 年达到 40%，2000 年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50%，2005 年城市人口已占总人

口的 54%，全世界 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1950年仅有 6座，1980年达 21座，2000年已达到 60座。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城市

数量和城市人口增加了 4倍，尤其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到 2005年，我国设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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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 年的 223 个增加到 663 个，城镇人口从 19140 万增加到 56157 万人，净增 37017 万人，年均增加 1480 万人，城镇人口

比重占总人口的 43%，平均每年增加 0.84 个百分点[1]。重庆亦不例外，在 1952 年的人口城镇普查显示，当时重庆的总人口有

1776.52 万人，1980 年的时候，人口已经达到了 2664.79 万人，在重庆直辖的第一年，1997 年的时候，总人口有了 3042.92 万

人，随着重庆不断向前发展，在 2000年的时候，人口总数为 3091.09 万人，经过十年的不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时候的

重庆人口总数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 3275.61万人，城镇化率也达到了 51.6%。重庆这座年轻的城市，也因为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显

得越发拥挤。 

第二，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其规模的不断扩大，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也很多，城市的日益拥挤，用地也越来越紧张，

城市绿地也在逐渐地减少，城市污染的加剧和公害频生 

其具体表现为：（1）城市的大气环境面临着工业废气和煤烟型污染，还有汽车尾气污染，在这样的双重污染压力下，城市

的大气污染已经是极其严重了；（2）有机污染成为了水污染的重要问题，流域性污染则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3）酸雨污染

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使人们患有呼吸道疾病，同时酸雨污染破坏水中生态系统平衡，使土壤酸化，也造成森林遭受严重损

害，酸雨同时也会腐蚀建筑材料、金属结构、油漆等；（4）城市热岛效应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城市热岛还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城市空气湿度、云量和降水。对植物的影响则表现为提早发芽和开花、推迟落叶和休眠；（5）城市乱丢弃垃圾的现象严

重，给公害提供了生存的环境，促使公害频生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6）城市中的噪音污染，也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

正常休息；（7）城市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地减少，大自然的区域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2]。 

而中国西部古老的工业基地重庆，“雾霭沉沉”曾经是许多人对它的印象，这个城市也因此被称为“雾都”。有调查显示，

重庆本地居民大多都患有呼吸道疾病，居多是易敏感性呼吸道疾病，这明显和空气中所漂浮着的粉尘有一定的关系。一直以来，

生活在重庆的人大都还有这种感觉：桥是重庆的必要交通工具，每天大家都有各种机会要走桥，当在桥上的时候，即使晴天，

看看窗外的景色，总有灰蒙蒙的感觉；即使晴天，能见度也不高，空气质量真的让人担忧。 

第三，由于种种环境问题的产生，使城市中的人们越发意识到用科学的、生态的方法来解决其根本的重要性 

从古至今，中外许多学者先后都提出的建设诸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园林、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园林城市以及森

林城市等的有关建设绿色环境的想法[3]。近年来，许多人又向往着回到大自然中生活，向往着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生活。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最初的人类是从森林中生活并慢慢走出来的”，因此人们对森林，对自然，对绿色有着最直接、最全面的了解，

故而现在的生态绿化环境状况自然也就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潜力的重要标准。 

可以说，加强城市生态建设，不仅是当代人们所面临的共同主题，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鉴于此，

2008 年 1 月，重庆市政府在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重庆政府工作目标任务。

市委、市政府将林业发展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314”总体部署的重大举措，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的重要措施，决定实施森林工程，建设“森林重庆”。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都市区 5473km2规划建设森林城市，2012年重庆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8%”的建设目标。建设森林城市

作为重庆市新一届政府确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彰显了民生精神，体现了百姓意愿，是重庆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 

加强重庆的城市生态建设，既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

和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加强重庆的城市生态建设，不仅是打造开放型国际都市的重要举措，是推进

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更是改善人居环境、惠及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是打造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优美的经济中心的必由之路。 

一句话，它对于提升重庆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重庆城乡生态一体化建设，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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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庆城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保障生态安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 

二、重庆城市生态建设的主要举措 

城市生态是一个环境友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健康富裕、社会和谐进步、开放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建设是

促进重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重庆城市生态建设自开展以来，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外迁重型污染的工矿企业 

重庆市政府于 2004 年启动了工业企业搬迁计划，规定 2007 年之前将冶金、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一些重污染企业搬出主城

区，按产业发展方向进入主城区外相应的工业园区。截至去年底，重庆主城区已有 49家企业实施了搬迁。 

据初步测算，这些企业搬迁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3943吨、废水排放量 458万吨、固体废物 3万吨、废气 4.2亿

立方米。截止 2006 年年底，重庆市环保局的资料显示，主城区空气质量满足Ⅱ级天数的比例已从 2000 年的 51.1％（187 天）

上升到 2006 年的 78.6％，达到 287 天，至 2009 年又增加到了 303 天，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大幅改善[5]。当然，如果城市仅仅只

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这肯定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 

为此，重庆市在启动外迁污染企业以改善城市生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

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至于损害其他城市的利益”[6]。比如，由重庆能源集团承建的川气东送清洁能源工程——重庆长寿—涪陵—

南川天然气管线工程（长南线）全线贯通。该工程不仅可保证涪陵建峰、龙桥工业园、李渡工业园、南川水江氧化铝厂等重大

项目的天然气供应及途经区域的天然气需求，还能优化重庆市能源结构，并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实现主城区多气源供气提供

保证。 

第二，实施清洁能源及配套工程 

近年来，重庆市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投资达 500 多亿元，先后实施了清洁能源工程、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宁静工

程和绿色家园工程等。重庆市于 2000 年初启动了清洁能源工程，率先提出城区 10 蒸吨／小时及其以下的燃煤锅炉、茶水炉全

部改用天然气、油、电等清洁能源，掀起了一场“锅炉革命”。仅此一项，重庆市主城区每年减少 7.6万吨二氧化硫和 3.5万吨

烟尘排放。 

2001 年以来，重庆市又启动了蓝天工程，进一步控制扬尘污染、燃煤及粉烟尘污染。同时，重庆市还对主城区部分公交车

和出租车进行了改造[7]。自从实行“油改气”后，天然气汽车从无到有，目前已发展到 4 万辆，并建成加气站 53 座，每年可替

代燃油 10万多吨。 

第三，推动城市绿化和城市品位提升 

城市绿化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不仅关涉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程度，而且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生态环境

形象。自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尤其重庆直辖以来，整个重庆市的城市绿化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城市绿化水平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据资料显示，仅 2010年，重庆各区县就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整治城市环境，种大树、种好树，建成

森林公园、社区公园 430个，大大提升了森林城市建设档次和品位。 

特别在主城区 91 条干道，179 个转盘、节点、三角地栽植各类植物 1167 万株，又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1.75 万亩，改建城市

绿地 12万亩，建成牛滴路滨江公园、南路社区公园等一批精品公园，建成思源广场，打造了天梨路 3公里的银杏大道，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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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渝、金山等 17条干道绿化。主城区的绿地率由 2006年的 30.05%，提升到 2009年底的 36.49%，绿化覆盖率从 33%上升到 39.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 8.83平方米上升到 11.69平方米[8]。 

森林重庆”的建设，“吹绿了我们的山城重庆，城市中的大树多了，并且还有许多名贵的银杏树，也扮靓了我们的山城。以

前公路灰尘满天飞的问题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人们走在公路上，只感觉进入了林荫小道；重庆的形象改变了，树多了，草多了，

花儿开得艳丽无比，从远处眺望，让人赏心悦目，只见绿油油的一片。”类似这样的一些表述现已逐渐成为了人们对重庆的普遍

共识。 

三、重庆城市生态建设的伦理意蕴 

生态城市是在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支撑下，在城市所处区域自然环境综合约束下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是现代理想

的人类聚居形式。重庆的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价值意义；而且促进了人们生态观念

的形成和完善，更具有内涵丰富的伦理意蕴。 

第一，体现了城市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 

生态城市（ecocity 或 ecologicalcity）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

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在此之前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概念“仿生城市”，指的是以植物生态形象模拟城市的规划结

构，把城市的各组成要素如居住区、商业区、无害工业企业、街道公园、广场绿地等里里外外、层层叠叠地密置于大树状的巨

型结构之中，但由于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因此影响范围有限[9]。 

而生态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但是城市生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一提出就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其内涵也不断得

到发展。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是保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关键。城市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可持续的环境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的发展也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活美好的助力，可以避免社会许多因为环境所爆发的矛盾冲突，使人们身心健康、精神愉悦。

再一方面，一个城市的生态文明发展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在当今时代，生态文明的发达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在激

烈的外部竞争中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有助于改善经商投资和旅游投宿的环境，有助于改善城市

形象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 

第二，提升了履行生态责任的忧患意识 

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很少用伦理的观念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恩格斯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在这里，恩格斯所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科

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过，从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来看，它却又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的整体利益

和生存环境。 

尤其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加迅猛，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更加巨大，所以，如果我们

对科学技术不能正确对待或者运用不当，那它不仅不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向前发展，反而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由

此，在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强化科技领域的伦理意识，增加科学技术中的伦理含量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那么，究竟应该

怎样利用伦理的观念来对科学技术进行有效约束呢？ 

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相关部门在制定科研计划，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选题之前，应当首先考虑“应

不应该做”的伦理问题，那些危及人类生存、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研课题应坚决予以摒弃；另一方面，在科技成果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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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应坚持以造福人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高宗旨，担负相应的道德责任：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恶化和对

全人类未来承担责任[11]。 

第三，彰显了森林重庆建设的生态理念 

众所周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环境污染加剧、热岛效应增强等问题也困扰着重庆，传统的城市绿化模式在空间和效能上

都已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多功能生态消费的需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重庆选择将

两者有机结合的生态富民“森林工程”。以建设森林重庆为目标，一方面构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

面，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特色林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12]。 

建设森林重庆，就是要把重庆建设成为统筹城乡现代改革发展实验区、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这是提升城市形象的必

然抉择。森林重庆的主要目标是到 2012 年，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森林覆盖率达到 38%，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5%，

绿地率达到 32%。都市区建成国家森林城市，逐步增强林业经济实力，提高林业对农民的收入做出的贡献。 

到 2017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达到 4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8%，绿地率达到 36%。实现林业总

产值 500亿元，农民在林业开发中的人均年收入达到 1000元[13]。 

有关专家指出，打造“森林重庆”将大大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对招商引资、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大有裨

益。森林工程既要开发致富之山，又要打造宜居之城。随着森林工程的实施，重庆市将新增森林面积 15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 45%，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12 平方米。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居住环境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将成倍增加，生活将过得更舒适、

更健康[14]。 

综而观之，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在市政府大力改善城镇居民环保条件的正确理念引领之下，经过城

市生态建设的纵深推进，现在重庆的空气质量相对于过去已经有很大改进，重庆市主城区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正在逐级提升，

城市空气环境的质量也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 

不仅如此，目前重庆市还把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列为重点工作内

容。当然，如果眼光放得更远一点说，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还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环境或者生态问题，单纯地想依靠科

学技术来解决是有限的，我们还应该继续强化城市居民的环境伦理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促进生态

环境发展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重庆的城市生态建设，进而促成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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