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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eco-c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eco-city 
construction in Jimei New Town, such as formulating ecological planning to build urban spatial 
layout, implementing green innovation to strengthen industry support, lengthening the short 
board to promote city livable level, and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capacity. After that,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are analysed, and some further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eco-city construction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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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界定生态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总结集美新城通过生态规划打造空间布局，绿色创新强化产业支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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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短板提升宜居水平，健全机制增强环境监管能力等方面建设生态新城取得的成效，分析生态新城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挑战，并提出进一步深化生态城市建设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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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

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福建省实施生态省战略

的充分肯定和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殷切希望。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

全省率先颁布实施了《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把生态市创建

作为实现“美丽厦门”战略目标的有效载体[1] [2]，经过多年的努力，厦门已成为高颜值的生态花园城市，

而集美新城建设正是“美丽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生态城

市建设的研究较多[3] [4] [5] [6] [7]，但综合性的论述较少，本文以集美新城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全方位

概述其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以期

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2.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 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从而达到一种稳

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 
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生态保护三者高度和谐，人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

统[8] [9]。 
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主要有和谐性、高效性、可持续性、整体性和区域性等五大特点。其核

心性质是“生态性”。“生态性”是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般生态学规律出发

审视此生态系统下人类的各项活动，即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各项活动应符合生态

系统本质的生态学规律，人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强度应控制在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之内。“生态性”是生

态城市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生态城市才体现出和谐、高效、宜居等特征[10]。 

3. 集美新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3.1. 以生态规划为蓝本，协调优化空间格局 

生态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提。集美新城注重城市格局和功能设置，综合考虑产业、生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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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建筑等各类要素的协调，优化调整空间布局，努力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集美新城位于厦门市域几何中心，与厦门岛隔海相望，涵盖

新城核心区、软件园三期、集美文教区、厦门北站片区、机械工业集中区五个组团，形成了“一心四片”

的空间格局，规划用地面积 56 km2，规划人口 60 万人。2010 年 2 月集美新城启动建设以来，累计完成

投资超过 1200 亿元，初步建成产业要素集聚、交通格局多维、共建配套齐全、人文色彩浓郁、人居环境

优美、文化旅游丰富的“产城学人”和谐发展的新城区，成为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引领者，成为习主席

所称赞的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 

3.2. 以绿色创新为基础，推进生态产业布局 

生态产业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产业发展路径上，集美新城选择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路

子，目前绿色产业业态丰富，软件信息业、文化旅游业、商务商贸业、物流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加快集聚

发展，逐渐形成厦门经济新的增长点。 
软件信息迅猛发展。以厦门软件园三期为平台，软件信息业发展势头良好。软件研发产业基地 8 栋

研发楼已交付企业使用，20 栋研发楼全部封顶，并有 2700 套人才公寓，60 多家商业配套。累计核准入

园企业 898 家，已入驻企业 593 家，入驻率 78%，人员逾万人。吸引了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中国电

信动漫运营中心、中国数码港海西营运中心入驻，预计全年实现营收 120 亿元。 
城市演艺快速成型。集美新城以杏林湾景区为核心，依托嘉庚风貌、水上园博苑，以海峡两岸龙舟

文化节等文体赛事为抓手，推进城市演艺发展，生态之旅、文化之旅已初具规模。城市演艺中心保利剧

院、灵玲国际马戏城、老院子景区、诚毅科技探索中心、262 灯光秀已投入运营。是厦门市将重大文化

旅游项目从岛内向岛外拓展布局的成功典范。 
总部经济焕发活力。已建成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厦门北站营运中心两大总部企业集聚区，其中杏

林湾商务营运中心 12 号楼建筑高度 262 m，为岛外第一高楼，已被打造成厦门岛外地标性的 CBD 综合

体，累计吸引 480 余家企业、近万名员工入驻办公，入驻率达 85%。凭借海西交通枢纽厦门北站的地理

优势，打造汽车物流基地，已吸引 14 家汽车 4S 店开业，集聚了兆翔汽车物流、建发汽车物流等大型企

业。 

3.3. 以宜居城市为目标，打造美丽生态新城 

宜居城市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集美新城在建设美丽厦门过程中，坚持绿色、环保的原则，将低

碳理念融入新城空间布局、交通系统、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处处营造生态、宜居的氛围。 
高起点建设市政共同管沟。率先在全国规划建成地下综合管廊 18.6 km，囊括供水管道、电力电缆、

通信电缆、广播电视电缆、供冷输送管、雨污水管道等各种网线，构成以共同沟为平台的管线敷设系统

和管理系统。建成后，管线修理在管沟内就能完成，有效避免对路面的“开膛破肚”，未来新城的天空

将“一览无余”。 
公交慢行系统逐渐成形。结合地铁 1 号线、6 号线建设，构建“地铁 + 旅游轻轨 + BRT + 慢行”

为骨架的绿色交通体系。新投放的公交车辆以混合动力、纯电力、LNG 等新能源车辆占比超过 60%，实

现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25%，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规划建成都市型、郊野型、生态型的绿色慢行廊

道 60 km，目前 20 km 环杏林湾绿道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投用公共自行车 2000 多辆。 
社会事业同步推进。建成投用嘉庚艺术中心、水上运动中心等一批文体设施，建立幼、小、中、职

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汇集华侨大学、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等 13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启动三甲综合

性医院集美新城医院前期工作，移交启用莲花尚院等 5 个社区服务中心。构筑完整公用体系，加快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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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排污、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站、消防站、四合一环卫设施、公厕等市政公用项目建设。 
环境品质不断提升。集美新城是厦门市首个国家级低碳示范区，景观设计融入闽南、学村和滨海风

格，突出低碳、环保、休闲、乡愁元素，绿地空间结合周围环境和地方文化特色打造具有层次感、立体

感、有品位的城市景观，国际皮划艇赛道、环湾生态步道、自行车道，温泉和生态湿地点缀其中，营造

了空气清新、绿树环抱、水天一色的自然环境，居住环境直追厦门岛内。 

3.4. 以环境保护为重点，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通过集杏海堤开口改造、污水截流、清淤护岸、

生猪养殖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整治等，使空气、水体和土壤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日趋向好。 
空气质量持续稳定。为确保厦门空气质量排名全国前五，集美新城组建执法工作组，加强对在建、

待建工地及收储用地的规范管理，试行“全面围挡”等四项制度，开展工地防尘降噪综合治理，有效提

升新城空气质量，推动建成道路移交管理，规范保洁机制，严控道路粉尘污染，以实际行动保卫“厦门

蓝”。 
流域水质明显改善。水域面积 7.2 km2 的杏林湾与集美新城依傍而生，是新城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和

生态景观。为了恢复湾区生态，集美新城对杏林湾水域进行综合整治，包括生猪退养、污水截流、清淤

护岸等等，建成环湾 20 km 截污系统，已建成试运行 4 个污水处理站，在全省率先试点对 4 mm 以下的

初期雨水污染进行截流处理，建设了截污工程智能化监控系统，使得湾区水质得到显著改善[11]。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划定生态红线，制定陆域、海域生态红线管控措施，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划，

逐步开展水源涵养、水源保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类型生态功能区建设工作，严

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依法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敏感区或脆弱区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等区域。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开展各项“造绿”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构筑城市绿色生态网格。实施“一

湾一园五干道”彩化工程，启动圣果路等 8 条道路的景观整治提升。天马山生态红线示范段等一批生态

工程建成投用，实现新城建成区公共绿地率(含水域)达 41%，超过国家和省、市绿化考评标准，全面改

善了新城面貌。 

4. 集美新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4.1.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集美新城面临环境容量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

地表水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超标问题较为严重，水体水质达标率较低。杏林湾上游的溪流生态修复治

理尚待时间，集杏海堤近岸浅海湿地不断减少，杏林湾外海水质较差，新城中水回用率低，西亭、崎沟

等城中村雨污合流严重，污水管网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还面临巨大压力。 

4.2. 环保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受制于征地拆迁、部队用地等原因，集美新城局部区域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滞后。尤其是

城中村和部队用地范围内污水管网不配套问题较为突出，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的现象时有发生，

与外来传输型污染物相互叠加影响，已成为影响杏林湾水质的主要因素，进而影响着市容景观及居民生

活质量。 

4.3.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新城公共服务设施跟进较慢，城市核心服务功能培育滞后，教育、医疗、商业、银行、娱乐、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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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展落后于厦门岛。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交通、商贸服务等配套设施分布不均衡、

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给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制约了新城的招商引资

和人气商气聚集。 

4.4. 一些不良环境问题显现 

大量引进外来草种树种代替本地植被的绿化方式，虽然改善了空间视觉效果，但其存在生态效益低

下，生物多样性退化，管理费用高昂的问题，而且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养护也造成了对城市土壤和水

体的污染。随着建筑幕墙玻璃的普遍使用和城市夜景工程的兴起，人类和城市动植物都成了光污染的对

象，交通噪声也打乱了鸟类和昆虫的生活规律。 

5. 对深化集美新城生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生态新城建设既要实现城市的美化更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集美新城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

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理念，通过 7 年多的建设，已成为“一带一路”上耀眼的明珠。在进一步深化生

态城市建设上，集美新城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5.1. 绿色创新，夯实生态新城建设基础 

因地制宜做优规划。集美新城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生态城市，在规划建设中坚持基础设施、公建配

套、生态环境“三个先行”的原则，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本土优势”的发展思路，构建环杏林

湾城市带，加快形成“山、海、城”相融的理想城市空间格局，使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有机结合，推

进城市空间格局的自然协调，突出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体现因地制宜和地方特色。 
推进绿色建设工程。提高新建绿色建筑比重，加快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推广，住宅小区全面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开展第四代住房的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太阳能光伏在建筑上的应用。在城市绿化、城市夜景

规划和建筑物立面的照明方案设计时，遵守生态原则和高效节能的原则，适当控制照明的色彩和亮度，

着重于美化城市，突出自然，保护环境。 
提升新城创新能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参与全国、全省分工与竞争的层

次，着力提升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重点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探索设立绿色产业科技促进

专项基金和生态补偿制度，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低碳生态产业，支持产业内形成一批科技先导型的

生态企业。 

5.2. 突出重点，强化生态新城产业支撑 

加强科技支撑能力。依托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本地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以科技项目为载体，完善形成产–学–研密切合作、高效链接的科技支撑体系。

实施人才优先战略，重视创业型人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开发产业新技术、打造新产

品，扶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生产企业围绕循环经济模式和生态绿色理念，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

共享。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为载体，对接“中国制造 2025”，加快汽车和工程机

械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金龙汽车、厦工股份等龙头企业的竞争力，打造全球新能源大中型客车

重要生产基地、国内重要智能工程机械生产基地，培育国际市场上标杆性品牌。同时加强政策资源整合，

紧跟技术前沿，培育文化创意旅游、电子商务商业、现代物流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软件园三期为主要平台，重点培育软件信息服务。利用“互联网+”，建

设“众创空间 + 孵化器 + 加速器”的创业服务体系，推进小微企业创新基地，通过市场化方式构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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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双创平台载体，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

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 

5.3. 补齐短板，提升生态新城人居环境 

提高宜居环境品质。合理布局新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设施，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集

聚，快速推进集美医院、外国语集美校区的建设，引进大型超市，把新城打造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

区、优质卫生资源和社区商业的示范区。引导居民绿色消费，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争取选择公交出行

占到居民出行方式的 70%以上目标，打造 15 分钟生活圈、10 分钟步行到绿地的生态小区。 
开展城市营销活动。全面启动城市营销策划，借助主流媒体及微信等新媒介，扩大舆论宣传；通过

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的方式，整合各方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年度系列节庆活动，办好嘉庚论坛、

龙舟节、尼斯国际嘉年华、集美国际摄影季、AEMI 世界气球艺术节等品牌性活动，借助“金砖会晤”

期间习主席对厦门的赞誉，扩大新城影响力，集聚人气商气。 
培育新城生态文化。充分发掘闽南特色的生态载体，保护重要观赏价值的山峰、古驿道、古渔港、

古村落，礁石、古树名木等自然标志物和历史遗迹。挖掘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寻求生态文化与历史文化、建筑文化、音乐文化、茶文化的契合点。实施城市精神塑造工程，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健全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及传承机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展示区。用生态文化

理念来提升媒体传播、文化旅游、文博会展、出版发行、休闲娱乐、文教体育等文化产业。 

5.4. 健全机制，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 

建立生态考核指标。建立生态发展指标体系植入生态理念，通过引入生态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

预警系统，覆盖新城水处理、垃圾处理以及交通、信息系统、绿化生态、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指导生

态城市规划建设，科学评估区域现有生态环境资源价值，及时监测、评价、掌控城市的生态发展方向，

为生态新城建设装上绿色引擎。 
打造水生态示范项目。以杏林湾水库达到地表水三级水质为目标，继续推进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畜禽养殖和农业面源污染等截污控源工程综合整治，建立健全入库水质断面监测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高标准实施环湾中水回用工程建设；开展杏林湾湿地公园和岸滩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以生态修复方式代

替传统的工程方式，建设生态活堤，把杏林湾建设集生态教育、生态旅游、生态恢复示范等功能于一体

的生态景区。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力度。开展“智慧环保”工程建设，推进数字执法，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

方式探索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环境监察三大数据链条串联整合，对区域现有生态环境资源实施严格保

护和监测。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和违法排污黑名单制度，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实施多方参与的环境保

护与监测管理制度，有效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参考文献 
[1] 厦门市人民政府. 美丽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2014-2030 年) [R]. 厦门: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15. 

[2] 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R]. 厦门: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17. 

[3] 葛彩虹. 杭州市下沙新区建设生态新城的调查与思考[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4(12): 
103-105. 

[4] 刘建红, 江易华. 生态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探析[J]. 甘肃理论学刊, 2014, 226(6): 106-111. 

[5] 冯改朵. 朔州生态新城建设实践探索[J]. 林业经济, 2011(12): 22-24. 

[6] 赵国峰, 段禄峰. 绿色理念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多维思考[J]. 学术论坛, 2016, 308(9): 132-136. 

https://doi.org/10.12677/sd.2018.83025


龚春明 等 

 

 

DOI: 10.12677/sd.2018.83025 230 可持续发展 

 

[7] 刘全友. 对滨海新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思考[J]. 天津科技, 2015, 42(10): 107-108. 

[8] 郑晓红. 生态型城市建设[J]. 干旱环境监测, 2005, 19(4): 220-223. 

[9] 杨立新, 张新宇. 论生态城市的科学内涵[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0(4): 34-36. 

[10] 朱坦, 吕建华, 丁玉洁. 生态城市: 内涵·特点·挑战[J]. 建设科技, 2010(13): 24-27. 

[11] 龚春明, 刘永春, 黄小达. 厦门杏林湾水库截污效果分析及防控对策[J]. 环境保护前沿, 2018, 8(2): 106-111.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540，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sd@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sd.2018.83025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sd@hanspub.org

	Practice and Discus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in Jimei New Town
	Abstract
	Keywords
	集美新城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生态城市的内涵
	3. 集美新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3.1. 以生态规划为蓝本，协调优化空间格局
	3.2. 以绿色创新为基础，推进生态产业布局
	3.3. 以宜居城市为目标，打造美丽生态新城
	3.4. 以环境保护为重点，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4. 集美新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4.1.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
	4.2. 环保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4.3.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4.4. 一些不良环境问题显现

	5. 对深化集美新城生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5.1. 绿色创新，夯实生态新城建设基础
	5.2. 突出重点，强化生态新城产业支撑
	5.3. 补齐短板，提升生态新城人居环境
	5.4. 健全机制，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