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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态学视角下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思考

) ) ) 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

杨培峰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

摘  要: 探讨恢复生态学理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政策和措施的启示和引导。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 在生态

转型、动力机制转型、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城镇化和生态格局的冲突等问题基础上,提出应关注生态脆弱地区城镇化

的特殊性的观点。认为该类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主要问题是应明确可利用土地资源是关键限制因子; 其次是如何整

合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格局。提出生态脆弱地区应在生态优先条件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观点, 并对当前城镇化相

关实施政策提出了对应的见解: 针对移民政策, 认为生态恶化指数高的区域建议外迁移民,生态条件尚可的区域仍

可采用迁建的城镇化模式; 针对新农村建设, 提出应引导农村居民点向城镇居民点转型或结合生态管制进行迁村

并点的观点; 针对合理引导城镇空间结构方面, 建议采用极化的空间格局; 针对动力机制,建议生态移民和政策扶

持相结合, 重点城市工业化与区域生态保育相结合, 劳务输出和制度保证相结合。

关键词: 恢复生态学; 生态脆弱地区;城镇化;三峡库区; 重庆

中图分类号: TU984, X17      文献标识码: A

在城镇化研究充斥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等

语汇的同时,有一些地区却难以承受普通地区看来

司空见惯的发展和建设手段,生态脆弱地区就是其

中的典型,该类地区极易受到不当的人为活动而导

致环境负效果,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从而危

及人居环境。

三峡库区是生态敏感区域的典型,环境脆弱,生

态退化,人多地少,城镇化面临着人与环境冲突的严

峻挑战。本次研究选取区域主要包括长寿、涪陵、万

州 3区和丰都、忠县、石柱、云阳、奉节、巫山 6县的

行政辖区, 是三峡工程核心库区, 以下简称三峡库

区,总面积 26 635141 km
2
,总人口为 911190万人,

非农业人口 187136万, 城镇化率为 20155%, 比整

个三峡库区 42170%的城镇化率还低 22个百分点

(图 1)
[ 1]
。该范围当前城镇化与生态退化的冲突日

显尖锐。

1 生态退化和城镇化

111 生态转型

三峡库区成库前生态脆弱的特征已经十分明

显。由于长期毁林开荒, 库区森林覆盖率由 1950年

代的 22%下降至 1996年的 1118% , 2004年, 森林覆

盖率上升到 30%, 距水库安全要求的覆盖率 35% ~

40%还有一定的差距。 2007库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27 54717 km
2
, 占重庆三峡库区幅员面积的 5818

%,其中中强度流失和极强度流失占 80%
[ 2]
。同

时,库区是全国典型的山地灾害频发区,由于建设缺

乏有效引导,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三峡工程修建后, 库区由河道流域型的生态系

统转变为水库库域型生态系统, 生态因子的演变流

转规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部分耕地资源被占用,



图 1 研究范围
F ig11 Th e S cop e of the Study

加剧了人地矛盾;水库型地质灾害出现,沿岸自然景

观与文化资源损失;以及其他库区特殊的问题:如消

落带、清淤、清漂等。人工干预下库区生态特殊的突

变使脆弱的生态问题更加复杂。

112 动力机制转型
近年来库区城镇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投

入,尤其是移民搬迁补偿等。如 1997 ~ 2002年, 在

大量迁建投资的带动下, 库区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

持了 15%以上的增长速度, 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移民区建设资金成为库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

量。2003年、2004年两年投资额占 2001年、2002

年建设资金高潮时的 1 /3(图 2)
[ 1 ]
。

同时,动力机制转型后另一个问题迫在眉睫:

虽然三峡工程和移民迁建促进了库区产业结构调

整,移民迁建加速了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速度,推动了

库区城镇化的起步, 但产业空心化严重的库区成为

库区经济和城镇的持续发展的难题
[ 3]
。如 2008年

图 2 重庆三峡库区移民投资额变化情况 单位 (亿元 )

F ig12 The imm igrate investm ent of changes in Chongq ing

Sanx ia Reservoir Area

库区人均第一产业产值为 1 759136元, 不及全市

1 766163元和全国 2 560120元的平均水平; 人均工

业产值为 4 252109元,仅为全市平均水平 6 252128
元的 68101%, 为全国平均水平 9 722114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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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4% [ 1 ]
。

113 土地资源紧缺
库区建设中存在 /地广人稀 0的认识误区, 如库

区人口密度 342人 /km
2
, 从数据表面来看, 低于其

他省分的平均数值 (如同年江苏为 748人 /km
2
)。

其实数据背后掩盖了局部适宜居住地区高密度聚居

的实情,如库区土地面积扣除大于 500 m以上的山

地占地面积后, 人口密度就高达 1 570人 /km
2
。而

且由于近年来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导致库区耕地面

积不断下降。库区农作物耕种面积由 2005年

93160 @ 10
4
hm

2
减少到 2008年的 87110 @ 10

4
hm

2
,

以每年 2117 @104 hm
2
的速度在减少。

从根据粮食模型预测的环境容量看出, 各地用

地指标已经大大超标 (表 1)
[ 4]
。

各城镇亦已经拥挤不堪。如忠县现状 ( 2005

年 )建设用地规模 5186 km
2
, 人均仅 5810 m

2 1)
, 这

还包括了因山地城市较高的人均道路和公园绿地面

积指数。其中城市中心地段密度已高达 9万人 /

m
2
。

114 城镇化和生态格局的冲突
与经典的克里斯泰勒的 /六边形 0体系不同,库

区各县 (市 )域地形为典型的山地地形, 高山、河谷

等割裂了部分城镇之间的联系, 城镇体系往往呈现

沿江分布一级城市,沿山梁和山谷线形分布其他等

级城镇的指状发散格局如图 3。

常规的城镇体系规划的引导下,库区沿江城镇

和距离中心城市一定距离的小城镇得到扶持, 而这

部分小城镇往往处于高程较高、生态敏感性较强的

区域图 4。发展条件困难, 发展空间也极为有限。

难以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等级体系。如图 4( b) ,

按照克里斯泰勒模型指导下的城镇体系格局应该形

成大 -中 -小完善的等级体系, 而因生态环境条件

所限,库区现状城镇等级体系缺乏中间等级的城市

如图 4( a) ,是大 -小两级的城镇等级格局, 缺乏发

展的次中心。

115 脆弱生境下城镇化的困惑
强调要素集聚、空间网络化等 /经典 0城镇化观

点主导下的城镇化建设在此处困难重重, 常规的发

展在此处已是 /不能承受之轻0,特殊的城镇化背景

对该地域城镇化发展提出特殊的问题, 如:

城镇化水平上升一定是城镇人口增加吗? 如城

镇化水平低、但部分中心城市 (如巫山 )和二级城镇

已经难以承受人口规模的增加;

城镇化过程一定是中心城市不断扩大的过程

吗? 如部分中心城市以及无地可建,通过组团城市

的模式发展在城市发展初期效果很不明显;

1) 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忠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05.

表 1 环境容量表

Table 1 The Environm ental Capacity Tab le

地区
现状粮食产量

( @ 104 t)

现状总人口

(万人 )

低标准

(按 500 kg /人计 )

高标准

(按 600 kg /人计 )

适宜人口容量

(万人 )

应迁出人口

(万人 )

适宜人口容量

(万人 )

应迁出人口

(万人 )

万州区 51148 172154 102196 69158 85180 86174

涪陵区 43153 113180 87106 26174 72155 41125

长寿区 37105 89187 74110 15177 61175 28112

丰都县 33178 82144 67156 14188 56130 26114

石柱县 25185 53134 51170 1164 43108 10126

忠县 41105 99122 82110 17112 68142 30180

云阳县 42193 133158 85186 47172 71155 62103

奉节县 43153 104176 87106 1717 72155 32121

巫山县 22122 62135 44144 17191 37103 25132

小计 341142 911190 682184 229106 569103 342187

        注:现状数据均来自5重庆市统计年鉴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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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过程是空间网络化形成的过程吗? 如基

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区域网络化趋势难以形成等。

以上诸多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 生态约束超越

了其他发展要素情况下城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

针对环境要素的严重制约, 以修建为主导的库

区城镇化在建设中很难做到与库区生态发展协调。

库区特殊的城镇化模式必须引入非建设为导向的理

念,其中,恢复生态学是有必要引入的内容之一。

2 恢复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源于 1980年,主要观点是通过建立

合理的生态组分、结构、格局、异质性、功能来恢复退

化的生态,其空间格局的释义功能无疑与城市规划

有共同之处。从理论、实践两方面研究生态系统逆

化、恢复、开发和保护机理
[ 5, 6]
。此处可借鉴之处有

两点: 工作程序和关键理论。

211 工作程序

恢复生态学主要从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限制因子

入手, 从梳理景观格局为主要手段来复建退化的生

态系统,工作程序如下:

首先强调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必须了解其结构

功能与演替的动态过程,特别是主要限制因子。

其次,恢复现有的退化生态系统,重点是与人类

关系密切的生态系统, 对现有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管

理,避免退化。

再次,实现景观空间层次的整合性,保持生物多

样性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212 关键理论

恢复生态学中观点众多,主要可以借鉴的关键

理论如下:

限制因子原理:寻找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因子;

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原理: 确定物种的空

间配量;

多样性原理:多样性促进稳定,强调对区域内部

多样性的辨识;

自我设计与人为设计理论: 唯一从恢复生态学

中产生的理论 (V anderVa lk 1999)。该理论认为:最

有效的、最省力的办法是顺从生态系统的生态特征

演替发展规律来进行。

213 启示

从恢复生态学来看, 对库区城镇化应首先明确

生态限制因子,其次才是城镇空间格局形成应强调

与自然生态特征的整合, 同时引导本地生物多样性

的空间格局形成。以此为视角, 库区城镇化关键限

制因子是可利用土地资源, 如何正确看待土地利用

问题应是问题核心所在;其次,相对过多的人口聚居

造成了自然生态格局的破碎化, 从而影响了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而空间重组必须与脆弱生态系统自身

特征相符,生态优先是本地城镇化的首要因素。

3 针对库区城镇化问题的思考

在库区特殊的生态背景下相应的城镇化方针必

须有针对性,以恢复生态学视角来反思正在执行的

城镇化建设政策,会发现当前有诸多问题值得反思。

311 思考一: 本土安置还是外迁移民 ) ) ) 对移民

政策的反思

1992至 1995年是移民迁建的高潮, 由分析数

据显示,外迁安置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
[ 7]
。因为处

于移民迁建的紧迫性和社会因素,本土安置是库区

移民较易操作的主要办法 (图 5) ,其中相应的迁建

城镇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就库区范围内而言,

相对减少的用地面积和激增的移民人口使库区脆弱

生境难堪重负,违背了针对关键限制因子进行建设

的准则。

整体划一的后靠移民政策对库区整体生态复建

不利,从生态脆弱地区特征生物多样性特征角度来

看,库区内部生态特征差异较大。黄金川
[ 8]
等人从

库区生态指数恶化程度的角度出发,认为研究区内

生态恶化指数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云阳、奉

节、巫山生态环境恶化指数达到 018~ 1, 生态恶化

严重,应以人口外迁为主; 而涪陵、丰都生态环境恶

化指数为 018~ 016, 应开始进行生态复建, 以调整

城镇空间结构为主;长寿、忠县、石柱、万州等地生态

环境恶化指数小于 016,生态环境较好, 尚可承受一

定的移民迁建。可见, 库区移民不可采用一刀切的

方式,生态恶化指数高的区域已难以承受土地减少

而人口滞留的方式,建议采用外迁移民为宜,相应的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不应该以追求人口

集聚为目标导向, 而应积极以劳动力输出、生态移

民、异地城镇化等方式进行人口外迁;而生态条件尚

可的区域,这种迁建的城镇化模式仍可采用,但必须

随时监控手辣移民城镇生态系统的变迁, 三峡库区

一带尤其应重视迁建区域与地质灾害的冲突、滨江

消落带生态环境质量等问题, 绝不应该单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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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而忽视生态问题这也是对移民人居环境质量关

注的重要内容。

312 思考二: 回归还是外迁 ) ) ) 对新农村建设问

题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初衷是缩小城乡差距, 库区同样也

推行了与重庆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新农村建设

行为,其中包括 /一校三园一室01)
等村级服务设施,

同时也包括整洁村容村貌的 /穿衣戴帽 0行为, 全面

铺开又是新农村建设的趋势,仿佛面不广不足以体

现对政策的执行力度。这一举动无疑对提高农村居

民生活水准大有裨益, 也势必会增强了农村社区对

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而减弱了对城镇社区的向往。

在库区城镇化建设背景中, 人满为患和生态承

载力低下是困扰该区发展的最本质问题之一,原本

贫瘠并且肩负生态屏障职责的土壤难以支持过多的

农村人口,如何迅速、平稳的转移该区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镇集中是当务之急。所以, 本地新农村的建

设必须与城镇发展结合起来,重点放在促进人口外

迁而不是农村人口的稳定上。故新农村建设上应选

择与城镇靠近、甚至是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 (尤其

建议在城镇规划建成区内,但不是近期城镇实施的

范围内 )的农村居民点进行试点, 方针应侧重在逐

步引导该类农村居民点逐渐向城镇居民点转型。

结合生态管制进行迁村并点是该区新农村建设

的第二个重点,利用新农村这一建设机遇,逐步将生

态敏感区域农村居民点迁移出来,结合退耕还林政

策,在不影响农村居民耕作和生产的前提下进行迁

村并点。农村居民点的集聚给当地物种稳定与发展

留下更多的空间。

313 思考三: 网络还是极化 ) ) ) 对县市域城镇空

间结构的引导

传统网络模式在山地城镇体系格局中建设成本

极高,并且这一模式会促进人口在高程相对较高的

山区纵深地带聚居。而这一模式对山地生态系统的

整体保护显然不利。

城镇化可以说是人为设计聚居环境的一部分,

更有效的办法应符合生态系统的特征。库区的城镇

化应该有其独特的模式, 如图 6( a)是在克里斯泰勒

理论指导下的城镇体系格局模式示意图, 是在符合

常规的经济学原理下而形成的城镇体系网络状布

局,以促进整个区域的发展。但在生态脆弱的库区,

此种模式,较不利于生态敏感度较高的城市的发展,

该区域城镇化建议采用极化的空间格局, 弱化纵深

山区的发展条件,强调现有建设条件较好的沿江城

镇和较近城镇的发展, 特别是生态不敏感区域的建

设如图 6( b)。这一极化的模式有利于促进人口的

集聚和山地整体生态的保护 (见图 6)
[ 4]
, 在极化模

式的引导下,可以开展的有效规划建设工作包括邻

近城镇的一体化规划建设发展模式推行, 集聚范围

内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绿地共保共用等。

图 6 ( a) 克里斯泰勒理论指导下的城镇体系格局模式示意图 ( b)恢复生态学指导下的城镇体系格局模式示意图

F ig16 ( a) Th e sk etch m ap abou t the Pattern ofU rban Sys tem M odel D iagram Under the Gu idance ofC hrista ller

( b) The sketchm ap aboutU rban System S tructureM odelw ith the Restoration E cology Gu idance,

1) 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新农村技术规定,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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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思考四: 外力还是内生 ) ) ) 城镇空间演化动

力机制复建的探讨

外力推动是库区近 10年来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随着移民工程进入尾声, 内部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

显现。鉴于本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 必须杜绝沿海

发达地区的全面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模式,同时,目

前已经高数值的水土流失状况难以支撑我国传统农

业的精耕细作模式,在动力机制转型背景下,是努力

培育内生动力还是争取外力支持是当前发展的选

择,建议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31411 生态移民和政策扶持相结合

/生态移民 0在生态脆弱地区有重新研究的必

要,实施这一方略,单靠区域内资金和资源的配置是

无法实现的,故相应政策制定推动下的 /自上而下 0

的动力重生极有必要。

31412 重点城市工业化与区域生态保育相结合

工业化是本地必须和正在经历的过程, 也是内

生动力培育的主要手段、城镇化的重要支持,但在工

业化建设过程中,空间布局不能均质发展。建议以

长寿、涪陵、万州为重点,其余县城为支撑,重点培育

市县域工业区作为拉动市县域发展的增长极, 同时,

在库区移民工程资金投资下的城市级市政设施的建

设也能保证对工业污染的治理相对效果明显。乡镇

应以生态保育为基本点, 可采用土地入入股的形式

在园区统一发展工业。亦可以结合库区生态复建,

建构 /大生态 0, 同时结合旅游发展, 配套其他第三

产业, 摒弃以量为评价主体的城镇化评价模式,提高

城镇化的 /质 0的水平。

31413 劳务输出和制度保证相结合

正确认识外出务工的现实, 城镇化进程中应从

制度上保证人口外出务工。侧重从户籍、医疗、就业

等社会保障外迁人口的顺利就业、定居。正确树立

人口外迁价值观:首先,劳务输出是由农村到城镇,

区内到区外的流动,本身就属于人口城镇化的过程;

并且,这部分人很容易转化为城镇人口,同时,劳务

输出带回的资金、信息、技术等等有效促进当地经济

的发展。

4 小结

三峡库区城镇化是在生态脆弱并且退化严重的

背景下进行的,其发展方针、空间格局以及建设问题

等均具有特殊性。恢复生态学视角下的城镇化发展

贯彻生态优先原则,首先建立在缓解人口压力的前

提下进行符合库区生态特征的城镇格局以及多样化

的动力机制培育。明确限制因子,将减少人口作为

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有效的手段; 对生态和动力机制

转型,扩大生态保育范围,加深环保治理力度是有效

措施。

恢复生态学作为城市规划并行的学科, 于此提

供了研究整体人居环境建设的思维方法, 亦该研究

提供了部分解释性理论, 可作为拓展城市规划及城

市生态研究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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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Eco-flimsily Area. s Urbanisam on the Angle of
Resump Tive EcologicalV iew:

Examp le on Chongq ing Sanx ia Reservo ir Area

YANG Pe ifeng
(C ollege of A rchi tecture Urban P lann ing, Chongqing Un iv ersity, C hongqing 400045,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exp lo red inspirat ion and gu idance o f ecology to urban isam polic ies and measures of the eco-

flim sily areas. Example on the Chongqing Sanx ia reservo ir area, on the base of the eco log ica l transformation, the

dynam icm echan ism in transition, land resources, as w ell as the conflict betw een urbanisam and the eco log ical pa-t

tern issues, the v iew s w hich spec if ic ity of urbanisam on the eco- flim sily areas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w ere put

forw ard. F irst ly, the m ain prob lem of the urban isam on these areas is ava ilab le land resources w hich should be

made c lear to be the pivo tal lim itative gene. Second ly, it is the w ay tha t integrated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 iron-

ment and the natural ecolog ical pattern. The perspect ive, w hich promot ing urbanisam deve lopment on eco-flim sily

areas should taken the eco log ical cond itions preferentia lly, w as po inted ou.t And the correspond ing v iew s of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po licies w ere ra ised. A im at the imm ig ration po licy, m igrants in the higher ecolog ical deter iora-

t ion reg ion shou ld be recommended. In the acceptable eco log ica l reg ion, themov ing patterns o f urban isam can still

be used. A im at the new country construct ion, the v iew on transit ion from country settlements to urban settlements,

or on comb ination or relocat ion of villages on eco log ical contro lw as put forward. On the reasonab le gu ide for the ur-

ban space framew ork, the spat ial pattern o f polarization w as proposed to use. On the drive system, eco-m ig r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combined, and in the main c ities industria lizat ion and the reg ional ecolog ical conser-

va tion, expo rt of labor serv ices and systems to guarantee shou ld be comb ined.

Key words: resumptive eco logy; the eco- flim sily area; urbanisam; Sanx ia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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