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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迫切需求!笔者对比分析了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体系'美国
\::][O]

'中新天

津生态城指标'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等
*

个国内外典型生态城建设指标体系!以推进生态城市的

建设与健康发展%各指标体系在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交通与低碳出行'

自然生态系统构建和保护'能源利用与资源节约'人的行为层面的管理等方面具有共性特征%此外!生态城指标体系

的建设应充分结合城市所在地自然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发展规划与定位!合理制定适合自身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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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迫使我们反思城市的建设理念和发

展模式%急需探索新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同时吸取世界城市

发展的有益经验%走兼顾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之路&当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

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巨大变革!发展低碳能

源技术%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

生态城建设与发展为破解中国城市发展的1瓶颈2提供了

全新*可行的策略和途径&探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

和谐社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住区建设新模式%对促进中

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绿色*低碳理念的不断深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城

市开始尝试生态城建设实践&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欧洲绿色

城市指数评价体系*美国
\::][O]

*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等
*

个国内外典型

指标体系%以研究在我国如何推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目的是

为政府制定生态城市发展的目标*战略和实施方案提供支持

和合理化建议&

>

!

典型生态城建设指标体系

>?>

!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体系

!!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

)

)是由独立的科学情报机构对
!(

个

领先欧洲城市的环境影响进行衡量的指标体系%在城市尺度

展开评价比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衡量系统包括
>

个类别

#

1Y

'

排放*能源*建筑*运输*水*废物和土地使用*空气质量

和环境治理$和
!(

个单项指标&该指标中有
)"

个是来源于

量变产生的数据%其目标是衡量一个城市目前是如何运作

的&例如%城市
1Y

'

排放水平%能源消耗总量%产生多少废物

或者空气污染水平&其余
)*

个指标是对城市抱负和信心的

评估&例如%他们承诺消费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改善建筑物

的能源效率%减少交通堵塞或回收和再利用废弃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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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

'

和能源是绿色城市指数的首要评价内容%在反映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之外%具有明显的低碳评价趋向&

>?@

!

美国
CEEO8KO

美国的0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3#

\::]

$是当前国际上商

业化最为成功的评估体系&

'((!

年
\::]

开始着手其社区

版本的编制工作%并于
'((F

年正式发布邻里开发体系

#

\::]CO]

$

(

'C*

)

&

\::]CO]

所定义的1社区2具备如下特

性!具有明确的中心和边界划分*规模控制在中心到边界的

步行时长不超过
?

分钟*社区由多类型的功能建筑构成*可

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内部交通网络鼓励使用者徒步出

行*社区预留了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

\::]

指标体系主要

是围绕着选址与社区连通性*社区布局与设计*绿色建筑*创

新与设计过程*区域优先五大方面设定具体的二级指标&

>?A

!

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

中新天津生态城(

?

)指标通过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进

步*经济蓬勃高效*区域协调融合等四大方面对生态城规划

建设提出指标要求%其中%生态环境健康包括自然环境良好

#

"

项$*人工环境协调#

!

项$等两方面%共
F

个二级具体指

标'社会和谐进步包括生活模式健康#

!

项$*基础设施完善#

?

项$*管理机构健全等两方面%共
F

个具体二级指标'经济蓬

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持续#

'

项$*科技创新活跃*就业综合平

衡等五方面%共
*

个具体指标'共
''

个控制性指标&同时%包

括生态安全健康*绿色消费低碳运行*区域政策协调*社会文

化协调*区域经济协调等
*

个引导性指标&

>?B

!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立足于绿色低碳生态城区建设的全过程%从

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方面%全面指导并推进重庆市绿色低

碳生态城区建设%促进城乡建设模式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本指标体系所指的城区是指具

有相对完全的城市功能#居住*工作*服务*交通*商业$的地

区&包括土地利用及空间*能源与建筑*资源与环境*交通*

产业*城市运营管理
"

个方面%分为控制性*引导性两类指

标%共计
?F

个(

"

)

&

@

!

对比分析

@?>

!

城市功能与土地利用

!!

城市功能的构建与土地利用是生态城市考核的主要内

容#表
)

$&

\::]CO]

的指标构架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CO]

对与场址的选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B

)

%提出应实

现1可持续选址2%在选址过程中%优先选择不包含敏感的选

址因素或受限制的土地类型%减少建筑对环境的影响'优先

选择可利用既有基础设施进行开发的场址'优先考虑褐地开

发%对被污染的地域进行开发%降低未开发土地的压力&保

护绿地*保留栖息地和自然资源&在对城市的功能构建上%

\::]CO]

根据美国住区发展的现状而设计的可持续住区评

估体系%其各项指标的确定都与美国住区特征密不可分(

>

)

&

城郊低密度"尺度社区数量庞大%浪费土地资源%侵占自然景

观'中产阶级趋于居住在郊区'低产*丁克家庭和单身人士多

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社会阶层隔离&

\::] O]

体系强调了

社区的外展性和开放性%社区活力和公共设施使用效率的角

度对社区的开放性进行了评价&

国内的两个典型指标体系也十分注重基础设施与城市

功能的构建与评价&以重庆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为

例%针对重庆市发展特点!城镇空间布局应与产业结构调整

相适应%逐步形成分工合理*高效有序的网络状城镇空间结

构&该指标体系主要从城区规划与功能配套两方面进行考

虑&秉承集中紧凑发展策略%结合重庆市总体规划%指导绿

色低碳城区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

标%强调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等&并针

对中央对重庆市的总体部署及发展定位%制定工业区建设指

标%全面实现绿色低碳城区建设&

然而%对于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
1Y

'

和能源%因此%在城市功能结构方面%并未建立具体的指标&

@?@

!

绿色交通

在交通和低碳出行方面%国内外生态城指标体系均注重

绿色出行方式所占份额%倡导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如表
'

所示&

表
>

!

城市功能与土地利用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选址 土地开发强度 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功能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 [ [ [

\::] O]

555 5 555 555

中新天津生态城
[ [

555 55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5 555 555 55

表
@

!

%绿色交通&指标构建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清洁能源 出行方式 路网建设 政策与管理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5 5 5 5

\::] O]

[

5 555 5

中新天津生态城
[

5

[ [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5 5 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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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洁能源*出行方式*路网建设%政策与管理四个方面

进行比较%各指标体系的指标设置均有侧重&中新生态城则

主要强调绿色出行%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较为均衡%

\::]

O]

和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强调路

网建设%优化城市路网系统%创建行人和自行车友好的城市

环境&

@?A

!

建筑

建筑节能是各个指标体系强调的重点#表
!

$&欧洲绿色

城市指数评价从建筑的能源消耗强度*节能标准的执行以及

节能建筑理念的推广三个方面对建筑能耗予以控制&

\::]

O]

在强调建筑节能的同时%还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

用*既有建筑在利用提出了要求&

在国内%1城镇化与城市发展2被纳入国家科技发展的关

键领域%绿色建筑是其中的优先发展领域&绿色建筑(

F

)是指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

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

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因此%中新天津

生态城指标体系和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

均把1绿色建筑比例2作为生态城对建筑的考核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系

提出了1新建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覆盖

率2%是指
'()'

年起%纳入城区能耗实测监控系统的新建政

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面积占城区新建政府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总面积的比例&

这是根据重庆市1发展低碳建筑*建设全国可再生源建

筑应用示范城市和大型公共机构节能监管体系示范城市2的

部署要求%旨在开展建筑运行节能的基础能耗数据库建设'

以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为目的%开展建筑运行节能管理的

制度建设&依托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通过能耗数据的远程传

输*收集*分析%得到建筑用能的薄弱环节和控制策略%保障

建筑节能的实施&

@?B

!

能源与资源利用

在能源与资源利用方面%各类指标体系的设置集中在能

耗强度*可再生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与污水处理*废弃物的

处理与再利用四个方面%如表
*

所示&对指标体系进行分

析%均设置了一系列共性指标%例如%可再生能源消费%非传

统水资源利用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和回收利用率等&

表
A

!

%建筑&指标构建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节能建筑与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绿色建筑 建筑智能化 既有建筑再利用 能耗监测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555

[ [ [ [

\::] O]

55

[ [

5

[

中新天津生态城
[

5

[ [ [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

55 5 5 5

表
B

!

%能源与资源利用&指标构建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能耗强度 可再生能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与污水处理 废弃物的处理与再利用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555 55 555 55

\::] O]

55 55 555 5

中新天津生态城
5 5 55 55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5 5 555 55

'E?

!

环境与生态

生态环境是生态城建设的重点之一&从表
?

可以看出%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和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

标体系主要强调温室气体排放&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对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进行限制%选取
'((F

年
'

月到
>

月的指数

数据(

)

)

%对欧洲
!(

个城市评价%可得到欧洲人均
1Y

'

排量方

面处于世界领先&

!(

个被调查城市几乎都领先于世界其他

地区城市的平均水平&主要归因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法律

法规%公民意识&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要求实

施低碳运营管理机制%并进行碳计量&

湿地与水体保护也是生态城建设的重点&以中新生态

城为例%天津市位于淡水资源缺乏的北方%地区用水也以地

下水为主%所以水资源显得分外的珍贵%加上生态城处于河

口湿地环境%所以生态城的指标体系极为重视通过污水处

理*海水淡化*雨水收集*中水技术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和区

域水环境管理及生活水质达标水平来建立循环%并保护原来

的自然湿地环境'规划区内地质条件复杂%有天然地基承载

力不均*地面沉降*土壤盐渍化*污染土以及沙土液化现象%

所以生态城需利用当地植物进行绿化%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和改善%并使绿地面积达到一定的人均标准&因此%天津生

态城在环境与生态方面%形成了生态修复和保护*构建生态

谷和生态细胞*生态循环水系统等三大特点&

'!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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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

%环境与生态&指标构建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温室气体排放 绿地 湿地与水体保护 空气质量 热岛效应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555 5

[

5

[

\::] O]

[ [

555

[

5

中新天津生态城
[

55 55 5

[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555 555 55 5 5

@?Q

!

科技$社会管理与民众参与

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人的行为决定了各种绿色概念*

绿色技术是否能够真正介入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并得以推广

利用&因此%各生态城评估体系将行为层面指标引入评估体

系&

以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为例%围绕着绿色*低碳强调

绿色行动*绿色管理*公众参与绿色决策'与此同时%设定社

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来实行社区的碳减排目标&

表
Q

!

%人的行为&指标构建对比分析表

指标体系 社会管理 民主参与

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
55 5

\::] O]

55 5

中新天津生态城
55 5

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55 55

A

!

结
!

论

对比分析欧洲绿色城市指数评价体系*美国
\::]CO]

*

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重庆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指标体

系等
*

个国内外典型生态城建设指标体系%得出如下结论!

)E

各指标都有着其不同的侧重点和特色%但各指标体系

均具有共性特征!

)

$制定明确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和指导原则'

'

$加强城市功能构建与生态型基础设施'

!

$倡导绿色交通与低碳出行'

!!

*

$强调自然生态系统构建和保护'

?

$强调能源利用与资源节约'

"

$促进人的行为层面的管理%提高市民的生态意识&

'E

生态城指标体系的建设应充分结合城市所在地自然

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发展规划与定位%合理制定适合自身的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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