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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９８年以来，关于昆明生态城市的研究和建设已走过２０余年的时间，形成以探讨生态城市理念与

规划设计、城市生态系统与环境、生态城市安全与修复、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与评价体系等议题为主的研

究格局。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既可以看到生态城市已经成为昆明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也

表明，昆明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建设还需要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解析，才能真正建设具有云南特色

的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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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态城市研究的兴起［１－４］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而在昆明，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
起步则相对较晚，并且昆明生态城市的研究基础是

建立在一系列的城市发展目标上的。从１９９８年提
出 “要把昆明建设成为融 ‘春城’‘历史文化名城’

‘现代化城市’为一体的生态城市目标”到 ２００８
年的将现代新昆明建设成为森林式、环保型、园林

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再到

２０１７年争创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及 “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迄今，在这２０余年的时间里，

涌现出大量对昆明生态城市的实践和理论探讨。相

关成果也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形成以探讨生态城市

的内涵与规划、城市生态系统与环境、城市生态安

全与修复、生态城市建设和评价体系等议题为主的

研究格局。本文期以系统梳理昆明生态城市的理论

及实践研究，为建设生态城市提供借鉴与参考，由

于研究体系庞杂，有所疏漏，敬请指正。

一、生态城市的内涵及规划探讨

生态城市自提出以来，各学科、各专业的研究



学者都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在研究侧

重点上也有所不同。就昆明生态城市内涵而言，学

者们是基于昆明城市自然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上来探

讨的，这些内涵可以概括为山水园林型生态城市、

园林城市、森林生态城市和绿色生态城市等，从另

一个侧面来讲，昆明生态城市的内涵诞生于对生态

城市建设思路的总结。

何德全认为昆明生态城市首先应该从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年建设园林城市开始，在此基础上再实现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山水城市的建设，最终把昆明建成
山清水秀、环境清洁优美的现代化山水园林型生态

城市。［５］龙东林认为昆明要实现 “城市在森林中，

森林在城市中”的绿色生态城市景观目标，要重

视可持续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发达的生态经济、

高度丰富和完善的生态文明这三个理念，才能实现

整个城市运行方式的生态化和绿色化。［６］刘娟认为

昆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确立了

建设森林生态城市是昆明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并

将森林引入昆明城市内部 （即城区），形成 “林绕

城、城抱林”的发展格局。［７］牟伦超出于昆明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的目的，认为昆明园林城市的建设要

以环境保护、人文建设的基本思想，营造属于城市

市民自己的宜居园林城市环境。［８］金钱荣、吴志晖

则更进一步，运用了城市林业理论，提出城市森林

发展思路，树立多元绿化观，提高城市绿地率，建

立良性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实现城市森林环境规范

化，推动城市林业健康发展。［９］从以上学者对昆明

生态城市内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生态城

市理解的多元化，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是以

生态城市为名还是就此衍生出来的带有生态特点的

城市，都应是建立在具有完善的生态系统基础之上

的，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任何

一个生态城市的建立都是不完整的，这也是研究生

态城市理念各学者、专家达成的共识。

在内涵的探讨下，又衍生出了对昆明建设生

态城市的规划研究。从宏观方面来看，陈文围绕

“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保护水资源，控

制城市人口规模，建立城市土地管制分区等生态优

先的策略，建立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多组团网络化

城市发展模式和支撑体系的昆明城市总体规划。［１０］

熊理然、骆华松从城市空间结构的状态生态化、效

率生态化、关系生态化和发展生态化四个方面，提

出了 “多中心” “环湖组团型”城市空间结构模

式。［１１］从中观方面来看，陈伟认为昆明适合建设以

滇池、西山为昆明新城规划中心的多中心、分散、

组团式的发展模式，既实现了城景互融的城市生态

系统，又实现了城乡共荣的良性循环和生态共建的

健康城市发展目标。［１２］苏振宇回顾了昆明市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的总体规划，结合昆明市呈贡新
城的规划研究和实践，探讨将人、社会、自然生态

环境与新城建设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真正实现城

市的和谐生态发展。［１３］从微观方面来看，居住小区

和城中村较为典型。刘愈从目前昆明市量大面广，

生态环境恶劣、公共基础设施差，改造难度大的城

中村入手，认为 “城中村”应在总体规划的框架

下，坚持 “一村一案，村村有规划”，尽可能重塑

村落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使 “城中村”成

为地域传统文化的 “避风港”，发挥其延续传统文

化的作用。［１４］罗夏从梳理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发

现，昆明滇池附近很多的高档住宅区对周围的生态

系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认为应该在滇池流域

建立生态敏感区，将区域内农业景观、河道水体、

湿地、林地、鱼塘果园等生态元素有机联系，构建

组团间的生态景观框架，限制城市盲目拓展。［１５］马

勇以昆明市云岭邻里和世博生态城两个小区为例，

总结了昆明市城市生态居住区的特征，提出建立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人居环境应注重生态整体性的环境

建设。［１６］

从各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昆明生态城市

的理念与规划既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

尊重物质条件的现实情况，不管是何种模式的生态

城市，在实际的操作中，都要本着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生态城市才具有

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整体性和区域性。

二、城市生态系统与环境研究

１９８４年，马世骏、王如松在 《生态学报》发

表了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一文，

认为城市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现代化的城市要发挥社会活动中心和经济活

动中心的作用，为广大居民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

活与工作环境，要大力开展综合性的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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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也为深入理解生态城市

创造了科学依据。联系昆明生态城市的研究实情，

我们将学界的著作和文章逐一解读，不难发现，自

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也是构建昆明生态城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缺一不可，互相依

存，互为发展。

（一）自然生态系统

对于昆明市来讲，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是生态

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在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中又

以水生态系统和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最为突出。郑

重就认为现今昆明地区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

水资源紧缺、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自然生态系统

的退化，而且昆明的山地生态一经破坏难以修复，

其难度较其他地区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１７］所以，

从认识昆明自然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到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也是众多学者的论述重点。

在城市水生态系统研究中，王鸿武等人分析了

昆明市北部五县区及石林县共同存在资源性、工程

性缺水的问题，并且滇池流域地区水利化程度相对

较高，水污染严重，严重影响昆明地区的生态环

境，是昆明建设生态城市最重要的生态问题。［１８］刘

聪颖认为昆明城市河流景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城市支流由于城市用地扩张，而河流环境整治滞

后，导致河流流程缩短、面积缩小、流量减少，生

态功能降低。［１９］在昆明城市中水资源问题越来越被

重视的情况下，如何生态治理河流也成为探讨的热

点。李子海建议采取生态治河的形式，取消混凝土

河道，将其建成主槽与滩地相结合的形式。以植物

为主的护坡方法，创造能在河道中形成深潭、浅滩

等不同形态利于水生动植物的生长，净化水体，解

决河流污染。［２０］李东徽等人针对昆明近几年开展的

城市河道综合整治的河岸绿化建设，分析了昆明３
种常见的河岸绿化模式，并提出了加强生态河道的

建设力度，挖掘河道的历史文化内涵，选择合理的

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的建议和对策。［２１］近年来昆明

也建设了相应的湿地公园，如翠湖的湿地建设。崔

盛站、常传杰着重探讨了翠湖湿地在昆明生态城市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从保护生态安全、处理和

净化污染水体、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绿化工程和

湿地环境的管理、防止盲目引进外来物种、确保群

众的参与等方面来维护翠湖城市湿地生态环境。［２２］

张虹指出，滇池湿地生态系统在昆明地区的人类产

生、发展和生态系统演替、进化中发挥着巨大作

用，对于滇池所受到的生态破坏，要开展沿湖湿地

生态修复工程，并建设湖滨湿地与湖滨林带，恢复

陡岸带植被，提高湖泊的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２３］

李根保等人在回溯滇池水生态演变历史和对滇池生

态环境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滇池生态系统退

化成因和生态格局特征，提出了滇池生态系统分

区、分步恢复的总体方案，以期促进滇池水环境治

理思路转变。［２４］由于滇池是云贵高原水面最大的淡

水湖泊，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来看，吴玉树认为城市绿

地是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基础，昆明要建设生态城

市应把建立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作为城市规划建设

的重要目标，要从城市的生态需要出发，确定城市

的绿地面积和布局，充分挖掘绿化潜力，普及生态

知识，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使生态经济与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２５］易琦结合生态城市对绿地建设水平

的要求，分析了昆明城市绿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改善绿地的空间布局，增强绿地系统的地域特

色，有效发掘绿地系统的生态调节功能，重视绿地

系统的防灾功能，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等对策与措

施，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２６］叶洪岭介绍了昆

明绿地建设发展现状，指出城市生态系统结构不合

理，生态绿地系统混乱。提出了优化生态结构、城

乡生态系统的连通，对现有的生态单元加强管理，

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等建议。［２７］刘敏通过对环滇池

城市区域近４０年间绿色空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了
解到此区域在总体上及分区水平中呈现绿色空间下

降的趋势，其中农田总量萎缩明显，植被覆盖度下

降。而且随着城市的扩张，绿色空间斑块面积越来

越少，破碎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近年来政府对森林

植被采取恢复措施后，城市绿色空间又呈现上升趋

势。［２８］当然，绿地生态系统不仅仅在城市生态系统

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李金和认为以绿地生态系统为

主题修建的城市公园能延伸市民休闲游憩、康体健

身的空间，满足社会交往、审美需求和自我价值实

现的社会功能。并选取具有典型的昆明城市开放式

公园绿地案例，从开发建设、规划设计、经营与管

理四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为未来开放式公园绿地

６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２月



的建设提供参考，增强昆明生态城市的活力。［２９］

（二）经济生态系统

经济生态系统囊括了工业、农业、交通、运

输、贸易、金融、建筑、通讯、科技等。杨树群

（１９８６年）指出昆明在早期城市发展中为了求得经
济发展，破坏自然资源 （如围湖造田），在经济发

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上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生

态规律不够，影响生态系统的物质转换和能量流

动，打破了生态平衡。［３０］

综观各项研究可以看出，昆明的经济生态系统

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工业方面。龙东林

建议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以保护城市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为目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清洁生产，建设循环型企

业、生态工业园区和城市资源循环型社会，建立生

态经济法规体系和科技支持体系，努力构建生态经

济发展模式。［３１］同样的，余中元和李波也看到滇池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安全状况堪忧，城镇村用地扩展

明显的特征，建议在该流域建立农村生态文化旅

游、发展湿地产业、进行生态能源建设。［３２］浦美玲

在 “２０１５云南两会特别报道”中提到，近年来昆
明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呈现优良并有逐年上升的趋

势，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在 《关于加大整治措

施，改善昆明周边环境空气污染的提案》中建议，

把昆明市周边卫星城镇１５个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治
理为核心，统筹周边城镇经济圈，着力改善空气环

境质量，制定切实可行的管控措施。［３３］二是农业方

面。卢启程将都市农业和生态城市进行比较后，提

出现代新昆明 “山水园林”型生态城市的建设和

昆明市农业产业的结合，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解

决当前城市发展中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主要途

径。［３４］仲崇峰提出昆明应充分发挥农业自身优势，

合理安排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建立一个生态上自

我维持、经济上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推进农业结

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３５］王劲和

陈云进研究了昆明地区推广生态农业模式的自然要

素与适宜模式，实测分析了推广模式的节能减排实

效，提出了推广南方 “猪—沼—果”生态模式的

对策建议。［３６］三是林业方面。王见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昆明市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后得出昆明的森林生态

效益远远超过直接物质效益，如果这部分收入能得

到实现或部分得到实现，将有利于改变林农生态富

裕，经济贫困的局面，有效地增加社会福利。［３７］朱

彩霞和孙海清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聚类分析方法

得出昆明境内林业经济发展基础良好的结论，良好

的基础有利于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森林旅游与森林

康养等。［３８］四是旅游业方面。肖丁认为昆明拥有得

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在加强生态环保的同时，应该

大力开发旅游经济，积极发展旅游服务业、景观园

艺业、生物工程等相关产业，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

制度。［３９］李庆雷和明庆忠以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为

例，对昆明的乡村旅游循环经济进行了分类探讨，

总结各类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了

农家乐集约化经营、培育生态产业循环链、推进环

境优美乡镇与乡村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等建议。［４０］

与此同时，马锦松提出了云南省生态经济发展要科

学完备立法，严格环保执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尽快完善环境公益

诉讼法律制度，以便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有可操

作性。［４１］

毫无疑问，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扩大，都会使城

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发生变化，要让城市

经济生态系统良性运行，需要对城市的生态属性有

全方位的认识，无论是在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还

是经济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面都需要齐头并进。

（三）社会生态系统

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较为庞杂的内容，

主要关乎人的社会特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人

口的迅速增长，住房、教育、医疗、就业、贫困以

及老龄化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目前的关注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区

域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余中元、李波和张新时对

滇池流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指出随着湖泊流域人类活动的加剧，湖泊水体污染

及流域生态环境逐渐退化，严重影响了湖区人民的

生产和生活。［４２］第二类是城市社会人口的研究，特

别是流动人口研究比重较大。赵波等人利用昆明市

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官渡区和西山区的

城郊结合部为昆明市流动人口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

会，占昆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７０％左右。［４３］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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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刘芳通过问卷调查、文献研究和个案访谈，
对昆明市流动人口总量、结构、分布、流动原因等

进行研究，预计未来整个 “十二五”期间乃至

２０２０年，昆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都将大幅增长，
将带来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等相互交织

的复杂问题，使城市资源的可承载能力和社会公共

服务的供给能力面临严峻挑战。［４４］除此之外，学者

们还分别对流动人口的疾病预防、流动人口子女的

教育、流动人口就业等问题做了探讨。邓睿等人对

昆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调查中发现，由于流

动人口的流动性大，缺乏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和及时

的医疗服务，使他们成为感染各种疾病特别是性传

播疾病和艾滋病的易感人群。［４５］魏聪、徐文华和李

云涛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诊断为肺结核的４６８例患者的结核杆菌痰涂片及培
养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耐药菌分布率高，流动性

较大，容易造成结核病的传染播散，提出要加强对

流动人口的预防治疗。［４６］何臖等人通过全国麻风病

防治管理信息系统，收集了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昆明市麻风病发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资
料，发现昆明市麻风病患者中流动人口比例呈上升

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医疗及就医问题不

能得到有效保障，建议在流动人口中开展传染源追

踪工作。［４７］艾曼丽就昆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做出了阐述，认为按照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

公办学校为主”原则安排入学，政府和公办学校

的压力较大，而且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由于

语言、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差异，与学校教

育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些问题对教育部门提出了新

的挑战。［４８］岳红波就昆明市流动人口就业存在的就

业歧视、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就业培训不足、社会

保障体系不健全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难等问

题，提出相关机构应提供就业保障、就业培训，为

他们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４９］第三类是人口老龄化

方面的研究。王方兵结合昆明市养老保险相关资料

的统计分析和实地问卷调查，提出了解决老龄化社

会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问题的相关对

策。［５０］张瞡从昆明市五华区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实

际情况出发，介绍了该社区养老服务情况，针对现

有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昆明市五华区社区养老服务问

题的对策。［５１］邱迪从城市养老设施入手来探讨城市

养老问题，呼吁尽快改进设施配套不完善、管理和

服务不到位、活动设施和场地数量满足不了需求的

不足之处。［５２］还有一些议题涉及的较少，如网络的

生态环境。在大数据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通过网

络了解世界，也会在网络中迷失自己，如何对待网

络信息［５３］，也为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提出了新的

挑战。众多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昆明的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还比较脆弱，亟需加强建设。

总之，城市生态系统内容庞杂，涉及面大，要

维持城市生态的良好运行，需要对城市有全方位的

了解。刘扬基于 ＤＰＳＩＲ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
型的构建，计算出昆明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昆
明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定等级均为 “不健

康”等级，昆明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于较

差的水平。［５４］这就提醒我们，在城市生态系统的研

究中，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关注每个部分，无论

大小环节，都对生态城市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三、城市的生态安全与修复研究

城市生态安全与生态修复共同作用于城市，完

善的生态结构和健全的生态功能是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前提，而及时的生态修复为城市生态安全提

供了可靠的保障。

（一）生态安全研究

城市生态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且在不同的区

域有不同的生态问题。一方面，这个动态过程，体

现在王兴友和赵筱青以昆明市为研究区，他们采用

ＰＳＲ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得出了２０００年
昆明处于不安全等级、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７年处于临界
安全等级的结论，在政府指引下加大对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投资后，２００８年以后生态安全逐渐好转，
处于较安全等级，并具有向更安全等级发展的趋

势。［５５］赵丽琴利用 ＧＩＳ技术分析出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滇池湖区生态安全均处于安全临界状态，
生态安全等级较低的区域分布于城乡一体化发展较

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平坦地区；离中心城区有

一定距离的山区、半山区生态安全状态相对较

好。［５６］尚海龙运用 ＥＥＦ模型对昆明市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能值足迹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发现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人均能值盈余呈下降趋势，尽管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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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赤字，但生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５７］潘永平从

云南省的角度，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昆明市城市生态
系统安全子系统发展度预警时间序列相关性分析，

表明此期间昆明市城市生态系统安全发展受生物生

态系统、土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水生

态系统、大气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５８］张

东华通过生态安全评价与分析，指出昆明地区存在

水资源、耕地、粮食、林地和草地生态安全问题。

据此提出，应采取控制水资源总量，合理利用和规

划土地，加大城市水污染治理力度等措施，使耕地

资源得到保护，最终达到发展城市生态经济的目

的。［５９］另一方面，生态安全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

等级反映。莫傲从林业角度出发，分析了昆明地区

城市、森林、河流的生态格局及景观格局，建议构

建 “五山”保护与修复、“四水”治理与绿化、“五

路”绿化与美化、“十园二区”建造、“二网”编

织、“多点”并行的昆明城市生态安全屏障。［６０］陈

立仁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指出，滇池流域应该划定

生态敏感区和生态缓冲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

开发形式，保障滇池流域城市开发的生态安全。［６１］

付伟等人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应用 ＰＳＲ
模型对昆明市松华坝水库和云龙水库的生态安全系

统进行评估，认为云龙水库的生态压力较小，但保

护措施力度较弱，生态环境保护程度需要进一步提

升。［６２］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昆明城市的生态安全系

统不稳定、生态环境薄弱、环境承载力低下，对城

市生态安全系统的构建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生态修复研究

一旦城市的生态环境或是生态系统遭到了破

坏，就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对其进行恢复和

保护，使之能够继续承载城市的发展，由此城市生

态修复应运而生。就昆明而言，生态修复的重点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山体的生态修复。陈洁从林业的角度，论

述了昆明市西山林场 “五采区”土壤侵蚀严重、

地表土层流失，建议从造林树种、模式、技术等方

面入手，促进滇池面山 “五采区”的生态修复，

改善滇池面山生态景观，提高森林的整体稳定性

能。［６３］陈立仁认为，由于早期的采矿使昆明主城区

遗留下６００多处山体生态破损区域，山体受损面积

超过１００ｋｍ２，对城市安全、景观、生态等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以五华区面景观山区域生态

修复规划为例，对生态修复实施办法和实施效果进

行了探讨。［６４］朱国飞等人对昆明市滇池流域老青山

“五采区”现状进行分析，提出 “工程防护与生态

修复相结合，构建老青山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

生态修复设计理念与方法，力求达到良好生态效益

的同时兼顾景观效果，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６５］

二是城市水资源的生态修复。张建林从松华坝

水库水源保护区生态修复技术方面提出，采取保护

森林、退耕还林、工程造林；恢复上游河涧绿色廊

道；加强前置库容谷昌坝水库对污染物的拦截净化

作用以及建立生态堤岸和水生植被缓冲带四项措

施。［６６］顾世祥等人认为，滇池从过去的调蓄供水水

源转变成需进行生态修复补水的用水对象，将促使

昆明城市及环湖周边高耗水行业转移到下游的海口

———安宁地区，减少滇池水资源的一次性消耗量，

削减入湖污染物，形成以水定发展的局面，从而实

现工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６７］沈丹、唐爽总结了金

汁河西南林业大学段的河道情况，提出以水生植物

修复技术为主，辅以生物多样性调控技术，结合生

态护坡改造等手段来恢复水体生态，逐步建立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６８］城市水资源是城市生态系统的

重要一环，健康洁净的水才能创造活态的城市。

三是城市景观的生态修复。霍达和段广德通过

对滇池生态湿地公园环境进行分析，建议运用人工

与自然的生态修复技术，建立 “呼吸系统”，为实

现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修复对滇池的生态修复提供理

论依据。［６９］李哲惠等人以滇池斗南片区湿地斑块为

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区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重

构湿地斑块水网，提出将花卉贸易与地块产业衔

接，形成特色鲜明集聚科研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城

市弹性斑块。［７０］此外，金杰分析了高原湖泊流域

城、镇、村土地的集约利用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

调的最佳模式，给出了滇池流域城、镇、村发展相

关政策建议，并从土地利用角度，探索了高原湖滨

城市化地区经济发展与湖泊生态保护的新途径。［７１］

从以上对城市生态安全和生态修复的研究中可

以看出，研究主要体现自然环境方面，还可以从社

会环境、经济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拓展。同时，还要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保证城市生态安全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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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态城市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

四、生态城市建设和评价体系研究

（一）生态城市建设研究

　　全国很多城市依托各自的自然环境特征、经济
区位特点和社会文化特色，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

目标、规划、实施办法，有的按照生态城—生态区

—生态县城甚至生态小城镇的思路拓展；有的按照

生态示范园区的模式推广；有的按照绿色生产—绿

色消费—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全方位铺开。昆明

的生态城市建设还并不完善。刘丹、许玉贵认为

（２００５年），昆明的城市现状和经济发达程度与东
部地区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经济资源流转

慢、利用系统不完善，生态资源的重叠开发利用不

足等；在社会与文化生态方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

完善。［７２］

１．加强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引导
２００８年陈力在 《昆明挺进生态城市》中报道：

昆明应在实施绿化精品工程、绿化景观工程、绿化

生态工程和碧水蓝天工程的同时，还应全面开展滇

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启动滇池流域生态村建设、城

乡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处理系统工程建设和 “乡村

清洁工程”。［７３］同年，董云仙分析指出，昆明在城

市发展新阶段面临城市水环境污染、滇池水质污染

和湖泊富营养化严重、无度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生

态环境服务功能差，城市病严重等生态问题。［７４］同

时还分析了昆明生态系统的基本类型和退化特征，

认为昆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首先要对已破

坏的山体水系、生态系统结构实行有计划、有步骤

地修复；其次，应加强面山生态建设工程、坝区生

态建设工程、湖滨区生态建设工程的建设。［７５］

２．在法律制度上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保障
张春云借鉴外国环境立法的经验，建议制定

《昆明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中水利用规划》《昆明

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办法》
《昆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昆明市旅

游管理条例》等法规。［７６］彭普、代启亮通过对滇池

流域的调研得出影响滇池流域水质、水量的主要原

因在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要保证滇池

流域的生态城市建设就应该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

制。［７７］可以看出，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仍

有较大的空间。

３．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跟上城市发展步伐
昆明目前面临着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经营严重

滞后于生态环保要求的严峻形势。刘云认为在做城

市规划时要将地上和地下、公交和私交、空间和景

观等因素考虑进去，建设一定要讲究标准化、规范

化、工艺化，要与城市协调，质量要得到保证。［７８］

杨健强表示，昆明要围绕 “水、树 （绿化）、路、

气”四个重点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提升昆明城市

经济的创新、流通、服务和开放功能是建设昆明生

态城市的方向与重点。［７９］

４．在建设的对策和措施上下功夫
郑静萍指出了昆明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并给

出近中期对策：运用生态经济规律修订城市总体规

划；以循环经济模式建设生态城市；健全生态城市

发展的有效机制；树立城市生态风尚，创造良好的

人文环境；运用法规体系强化公民和政府的环保意

识。［８０］暴向平认为，昆明生态城市建设应加大城市

绿化整治力度，大力发展污染治理技术，实现城市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做到生产、消费无污

染或少污染，加强城市文明和可持续性的发展。［８１］

和萍以昆明市五华区生态城市建设为背景，提出了

加快城市生态功能区划、逐步建立人口均衡型社

会、建设生态产业、保护生态资源等规划。［８２］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建设海绵城市是打造昆

明生态城市的重要手段，例如：刘延芳等人就指出

昆明市建设海绵城市可以增加地下水补给量、涵养

水源、恢复天然水循环系统，减少河道侵占和径流

污染，进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人居环

境。［８３］昆明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基底，既

不能盲目地照搬其他城市的建设模式，也不能固步

自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经

验来验证的。

（二）生态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反映生态城市建设的现状，

并为生态城市建设的规划管理和调控、准确预测提

供科学依据。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制定对

生态城市的建设具有指导作用。暴向平以定量化方

式提出了以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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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构建的昆明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

利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进行分析后得出了昆明市
城市生态综合指数。［８１］杨树华就建立昆明生态城市

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指标体系构建问

题进行探讨，提出建立昆明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两

个初步设计方案，分别从定性和量化的角度衡量和

指导生态城市的建设。［８４］李扬依据国内外相关标

准，将昆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标准划分为５个
等级，选取２８个指标，建立了昆明城市生态系统
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体系对 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１３年共１２年的昆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
了评价。［８５］赵世民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质量调查统

计数据，以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

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数为指标，对２０１０年昆明市
的总体生态环境做出了评价。［８６］

从以上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生态城市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集中在指标的编制上，例

如：对策和建议都是一些较为常见和通用的内容，

可操作性和能够立即产生效益的措施较少，但评价

指标体系的数据还是客观地反映出了昆明在建设生

态城市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要使生态

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备与更具操作性，还

应从指标项目的细化、指标制定方法的改进等方面

入手。

五、结语

通过对这２０年来昆明市生态城市研究的大致
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昆明生态城市的发展历程。从

对理念的分析、规划的设想、评价体系的构建，内

容阔泛，学术成果越来越贴合昆明市市情，对生态

城市建设有着指导性的作用，但是，相较于国内生

态城市的研究和建设来说，仍然还有需要提升的

地方。

第一，回顾国际和国内关于生态城市思想的产

生过程，对概念、内涵、特征等研究都有较为详细

的论证，反观昆明则略显薄弱。

第二，从研究成果来看，论文较多，书籍较

少，可参考性较弱；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对于

昆明的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已经略具体系，但是生态

城市又不仅仅关乎城市发展，也关乎区域发展，还

关乎人与社会，更关乎人与环境。

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国外成功案例、吸取历史经

验、利用高科技手段 （如：遥感技术、航拍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模型建设等）、加强学科专业间的

联合 （如：城市环境学、城市社会学、生态学、

农学、林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的交融），将社

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全面综合考察，这样

的生态城市的建设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总的说来，

生态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建设往往不

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固定的建设模式。虽然昆明

２０余年来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收获颇丰，为昆
明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但是比

起国际和国内的其他生态城市建设研究还有较大的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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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浦美玲．昆明城区周边环境亟待改善 ［Ｎ］．云南日

报，２０１５－０１－２８（６）．

［３４］卢启程．都市农业与生态城市的协同发展———论昆

明市发展都市农业 ［Ｊ］．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８３－８６．

［３５］仲崇峰．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Ｄ］．昆

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０５．

［３６］王劲，陈云进．昆明生态农业模式研究及节能减排实

效分析 ［Ｊ］．环境科学导刊，２０１５，３４（２）：５６－６０．

［３７］王见．昆明市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 ［Ｄ］．昆明：

西南林学院，２００４．

［３８］朱彩霞，孙海清．生态文明视角云南省森林生态经

济耦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Ｊ］．林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９，３９（５）：４８２－４８９．

［３９］肖丁．昆明：加强生态环保发展旅游经济 ［Ｊ］．生

态经济，２００７（７）：１５６－１５７．

［４０］李庆雷，明庆忠．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证研

究———以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为例 ［Ｊ］．西南林学

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４）：３２－３６．

［４１］马锦松．浅谈云南省生态经济发展的法治建设 ［Ｊ］．

新西部，２０１６（２４）：２０－２１．

［４２］余中元，李波，张新时．湖泊流域社会生态系统脆

弱性及其驱动机制分析———以滇池为例 ［Ｊ］．农业

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４，３５（３）：３２９－３３４．

［４３］赵波，陈烈，骆华松，武友德．昆明市流动人口空

间结构研究 ［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４，１３（１）：

６６－７４．

［４４］刘芳．昆明市流动人口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 ［Ｊ］．

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５）：１１０－１１３．

［４５］邓睿，田丽春，方恒亮，张开宁．昆明市流动人口

生殖健康知识调查 ［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８，２４

（９）：１１１６－１１１７．

［４６］魏聪，徐文华，李云涛．昆明市常驻及流动人口结

核杆菌痰涂片及培养分析 ［Ｊ］．中国医药导刊，

２０１０，１２（３）：４７２－４７３．

［４７］何臖，何妍，熊立，等．昆明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流

动人口麻风病流行病学分析 ［Ｊ］．昆明医科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３８（１０）：３２－３５．

［４８］艾丽曼．昆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研究 ［Ｊ］．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３）：１１３－１１５．

［４９］岳红波．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Ｄ］．昆明：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２．

［５０］王方兵．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养老问题的分析———

以昆明市为例 ［Ｄ］．昆明：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１．

［５１］张瞡．昆明市五华区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研究 ［Ｄ］．

昆明：云南大学，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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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邱迪．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评价体系研究———以

昆明市主城区为例 ［Ｄ］．昆明：昆明理工大

学，２０１５．

［５３］念兴昌．涉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规治———基于昆

明 “３·０１”事件的思考 ［Ｊ］．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

报，２０１８（３）：１４６－１５４．

［５４］刘扬．基于 ＤＰＳＩＲ模型的昆明市域城市生态系统健

康评价 ［Ｄ］．昆明：云南大学，２０１８．

［５５］王兴友，赵筱青．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昆明市生

态安全时序性评价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Ｊ］．２０１３，

２５（５）：３９－４５．

［５６］赵丽琴．城乡一体化湖区生态安全及其时空分异———

以滇池为例 ［Ｄ］．成都：四川师范大学，２０１４．

［５７］尚海龙．基于ＥＥＦ模型的昆明市生态系统发展状态

评价 ［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２５２２－２５２６．

［５８］潘永平．云南省城市生态系统安全动态预警研究

［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５９］张东华．基于生态足迹改进模型的昆明市生态安全

评价研究 ［Ｄ］．昆明：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２．

［６０］莫傲，肖龙山．昆明城市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思路

［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６（８）：１１７－１２２．

［６１］陈立仁．昆明市生态控制线划定的问题思考和应对

策略探索 ［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常态：传承

与变革———２０１５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９）：８１－８７．

［６２］付伟，王见，刘畅，杨芳．基于 ＰＳＲ模型的昆明市

城市饮用水源区生态安全问题研究 ［Ｊ］．中国人口，

２０１７，２７（５）：８３－８６．

［６３］陈洁，张卫云，李菊彩．昆明市西山林场 “五采区”生

态恢复措施浅析 ［Ｊ］．林业建设，２０１２（６）：４１－４３．

［６４］陈立仁．双修背景下的山体生态修复规划探索与反

思———以昆明市五华区滇池面山景观区域生态修复

规划为例 ［Ｃ］／／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共享与品

质———２０１８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１．

［６５］朱国飞，胡业清，隆海军，等．滇池流域老青山

“五采区”生态修复设计研究 ［Ｊ］．林业调查规划，

２０１８，４３（４）：９９－１０３．

［６６］张建林．松华坝水库水源保护区的生态修复技术

［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０６，３（３１）：１０４－１０６．

［６７］顾世祥，陈欣，苏建广，等．基于水生态修复的滇

池运行水位确定 ［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１４，

３４（２）：４０－４５．

［６８］沈丹，唐爽．昆明金汁河西南林业大学段景观修复

［Ｊ］．现代园艺，２０１７（５）：１５７－１５９．

［６９］霍达，段广德．生态修复下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

计研究———以滇池生态湿地公园为例 ［Ｊ］．内蒙古

林业科技，２０１６，４２（３）：５３－５７．

［７０］李哲惠，魏雯，张英．湿地景观的弹性修复研

究———以滇池东岸湿地斑块设计为例 ［Ｊ］．价值工

程，２０１６，（７）：１８１－１８４．

［７１］金杰，张洪．生态约束下的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集

约利用模式———以滇池流域为例城市发展研究 ［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４（２）：４２－４９．

［７２］刘丹，许玉贵．昆明生态城市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Ｊ］．经济论坛，２００５（９）：２９－３０．

［７３］陈力．昆明挺进生态城市 ［Ｎ］．昆明日报，２００８－

１０－１７（Ｂ０２）．

［７４］董云仙．略论昆明市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内容 ［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

秀论文集 （２００８）．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７５］董云仙．昆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Ｊ］．环境

科学导刊，２００８，２７（６）：２０－２２．

［７６］张春云．昆明市环境立法的现状分析与完善 ［Ｄ］．

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０４．

［７７］彭普，代启亮．滇池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Ｊ］．安徽

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４）：７９－８０．

［７８］刘云．昆明要建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城市建设要

标准化规范化 ［Ｎ］．云南日报，２００８－０１－０６（５）．

［７９］杨健强．建设昆明生态城市的理性选择 ［Ｊ］．生态

经济，２０００（８）：２５－２８．

［８０］郑静萍．昆明生态城市建设研究 ［Ｊ］．昆明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３１（２）：９７－１０１．

［８１］暴向平．昆明市生态城市建设研究 ［Ｊ］．云南地理

环境研究，２００６（９）：６３－６８．

［８２］和萍．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研究———以昆

明市五华区为例 ［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１１．

［８３］刘延芳，李毅，胡琪勇．昆明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

问题探究 ［Ｊ］．价值工程，２０１７（５）：２１－２３．

［８４］杨树华．昆明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Ｍ］．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５］李扬．昆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Ｄ］．昆明：

云南大学，２０１５．

［８６］赵世民．昆明市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及对策 ［Ｊ］．环

境科学导刊，２０１３，３２（３）：１０２－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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