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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随之凸显，尤其是“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任务后，对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

高，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成为新趋势。文章以四川省城镇化建设为例，简述了四川城镇化建设发展

现状，分析了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并就问题产生原因进行了剖析梳理，同时结合四川省城

镇化建设特点，从环保角度提出了发展对策和建议，从而为构建创新、绿色、健康、和谐、美丽的四川

新型城镇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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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envi-
ronment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have become prominent. Especially af-
ter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the long-term goal outline of 2035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task of 
improv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reen urbaniza-
tion road has become a new trend. Taking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Si-
chuan, analyzes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analyzes and 
comb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
zation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green, healthy,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new towns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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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系统提出了

新型城镇化理念，开启了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征程[1]。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一体、产业互动、

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互促共进、

协调发展的城镇化[2]。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促进国民经济各环节在开放环

境下顺畅衔接、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意义重大[3]，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伴随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不能忽视，

如果不能随之进行应对和解决，那么将会产生和出现新的问题，影响新型城镇化推进进程和发展质量。 
党的十八大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战略[4]。

2021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战略任务[5]。近年来全国城镇化水

平不断提高，2019 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60.60%，四川省城镇化率为 53.79%，城镇化率低于全国 6.81
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率增速为 1.5%，略为高于全国 1.02%的平均水平[6]。从省内情况来看，成都、绵阳、

自贡、攀枝花和德阳 5 个地级市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南充、雅安、眉山等其他 10 个地市州

城镇化率则不足 50%，各市州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且空间两极分化显著，四川省城镇化水平目前仍处

于较低水平。 

2. 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环境现状 

城镇是能够处理人类生存发展与城市之间相关大量失衡问题的最大单元[7]。这些失衡问题涉及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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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生存和活动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造、政治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等多个领域，也

涉及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利用对现代世界的破坏[8]。同时，城镇也是可通过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多

种方式合理解决以上问题的最小框架体系，是能够通过制定内部运行管理措施，合理协调人类发展和社

会、自然环境关系的有效综合体[9]。根据 2021 年 9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 万人，占 63.89%。城镇承载了 63.89%的人口，根据计算消耗了约

80%左右的能源，产生排放了 85%以上的大气污染物和 50%以上的水污染物，应该说城镇是我们解决资

源环境问题，建设美丽家园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合理的切入点。 
当前，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的发展及建设过程中的生态治理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景帅等通过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了两者之间的

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10]。华东理工大

学黄军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

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11]。江西师范大学王萍通过对江浙部分

地区的城镇化调查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改善城镇的环境治理需重视环境治理的科学规划，须从

重视环境治理规划、提升政府能力、加大政策环境、完善法律法规、统筹资金资源利用、加强环境治理

宣传学习方面加强和改善[12]。 

3.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 

3.1. 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态领域土地减少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以四川省为例，2019 年全省城镇建

设用地较 2015 年增加了 16.67%，全省耕地面积减少了 0.20%，即提高 1%的城镇化率将增加 2.73%的建

设用地，减少 0.022%的耕地面积，导致生态领域土地不断减少。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用水量

也出现大幅增加，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城镇居民人口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用水习惯改变等，使得城

市总用水量大幅增加，对水资源有限的城镇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制约。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快速发展

的中前期阶段展，伴随着城镇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集聚、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交通工具使

用等因素，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导致能源消费总量显著增加，但长期来看，由于城镇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的不断提升和改进，加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能源利用效率后期将得到一

定提升，使得城镇化发展的后期能源消费总量增速逐年放缓，并最终实现下降。 

3.2. 生态环境空间压缩，生态服务功能削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进行转移，这使得城镇中的住宅区、

公用商场、道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增加，而这必将会导致城市原有的公园、绿地和水体等生态空间

被挤占，城市生态环境容量不断下降，生态服务功能逐渐被削弱，导致城镇生态环境系统自我修护能力

不断下降，最终使得城镇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失去原有设计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大量人

口向城市的涌进，毕竟会使城市进行不断外扩，以四川省为例，随着近些年省内新型城镇化进度的不断

推进，各地级市不断在原有城市边缘或城乡结合地区设立和建设城市新区，如成都简阳新区、绵阳科技

城新区、宜宾三江新区、南充临江新区等，这些新区的建设对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

产、生活和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省内整体生态环境空间则是进一步压缩和挤占，致使全省

生态环境总量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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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污染物排放增加，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城镇化率的提高势必会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应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产生量和排

放量也随即增加。以四川省为例，2019 年，全省城市污水排放量较 2015 年增加了 26.71%，城市区域局

部流域污染负荷不断增加，导致部分流域河流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下降，生态功能有所退化。同时，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很多城市地区大气移动污染源已远超过工业污染源成为大气污染的

首要污染源，导致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带来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旧房拆除

等工程，这些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颗粒物废气污染也势必会对城市的大气环境产生影响。

对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是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后，由于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的改变，

导致人均垃圾产生量大幅提高，使得城市总体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幅增加，这些固体废弃物在处理的过程

中，势必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3.4. 城市环境风险增高，土壤风险隐患突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有工业企业“内移”和“外迁”，增加城市环境风险，土壤环境风

险隐患凸显。以四川省为例，受历史原因影响，四川省早期重点产业鼓励靠城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推进，如今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不少以往的工业企业，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不断

发展的工业和制造业企业，如今难以避免地置身于城镇中间，这样不仅带来了对城市核心区环境的污染，

也增加了城市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使得城市突发环境风险系数增高。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

迅速发展，促使很多传统行业退出城市，进入工业园区发展，大量原有工业企业用地将调整为商住用地，

成为居住小区、商务购物广场、公园甚至颐养中心，若不做好原有工业企业场地土壤污染的环境调查与

生态修复工作，这些污染场地将给快速发展中的新型城镇化埋下巨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3.5. 公民环保理念欠缺，环保意识建设滞后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很多农民走进城镇，成为城市公民，这些人既是城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也是

将来城市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往往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很多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因

为以往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进城后一时难以改变，导致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些差异也体现在环

保方面，如环保理念欠缺、环保法律法规执行力度较差，城市公民整体环保意识建设滞后等，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绿色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以四川省为例，2020 年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全省生态

环境优良天数比例为 90.8%，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在西部领先，但仍然存在公民环保理念欠缺，政府主导、

企业主责、社会参与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同时部分地方和部门，尤其是县级以下生态环境部门，对于公

民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开展还不到位，公民对生态环境保护不了解不关注，环保意识建设和树立滞

后，公民个人生态保护活动践行不足。 

4.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环保对策及建议 

4.1. 推进城市协同发展，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从设计和规划层面就着力推进城市和生态的协同发展，提高城市绿色发

展水平。城镇的绿色建设和发展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不仅是城市开发建设活动本身，还涉及到城市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绿色建筑、绿色低碳设施等多个方面，是从源头实现城镇化绿色建设的重要手

段。在推进城市建设和环境协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在产业结构上，加快发展以“低碳”为特征的节

能环保、数字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着力推进传统行业企业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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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化、低碳化改造进度，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削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要在城市建

设、绿色建筑、绿色低碳设施上，积极开展绿色建筑行动，鼓励使用绿色建材，大力推动既有建筑开展

节能改造，推动清洁能源在建筑和城市的广泛使用，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屋顶光伏发电等设施建设，提

高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水平。 

4.2.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实现生态环境转化 

在城镇化推进和建设过程中，可以依托原有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实现生态环境转化。以四川省为

例，可以依托原有盆地、草原、森林、湿地、山区、温泉等自然资源优势，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其

转化为生态公园、景观绿道、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登山健身步道和温泉度假区等，在实现生态环境转

化的过程中，还可以打造和培育城市新型生态产业品牌，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城市带来新型产业

和经济发展的同时，额外增加和解决进城人口就业问题。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实现生态环境转化后最终

建设成果主要体现在：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升，优质生态环境资

源供给逐步增加，绿色生态成为城镇最优质的资产和最鲜明的底色，让人民群众在天蓝、地绿、水清的

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让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3. 提高城镇污染治理水平，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所产生的各类污染物不断增加，在加大污染物治理过程中，除了增加基

础性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外，还应该提高污染治理技术和水平。以四川省为例，结合新型城镇发展所产生

污染物的情况，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绿色发展，改善城镇环境质量，在水污染治理方面，除了推进城镇

“污水零排放”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可以针对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实施污水分流技术改造，深入实

施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深化污染源治理等措施。在废气处理方面，应在管理理念和技术层

面双向强化“一园一策”、“一企一策”“一厂一策”废气治理措施，同时加快对省内钢铁、水泥、平

板玻璃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坚持深入开展锅炉综合整治工作等。在固体废弃物处理

方面，严格生活垃圾分类管控，探索垃圾处理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加强固体废物源头削减，加强垃圾资

源化利用，提高综合利用率。 

4.4. 严控环境风险，减少风险隐患 

城镇化建设和推进过程中，工业企业的“内移”和“外迁”及新增加、新开发的城市建设用地，使

得很多原有土地使用性质发生根本改变，这类土地在城镇化建设使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

和使用隐患，因此应加大对其的环境风险调查和评估，减少风险隐患。以四川省为例，以拟开发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为重点，依法开展对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严格土壤修

复与治理，确保土壤安全，同时强化流域、区域环境风险防控，加强城市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确保

城市环境安全。同时，除以上具体措施外，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应制定相应的城市环境风险应对法律法规、

制度和方案，以制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式，降低城市环境风险的发生，化解城市环境风险隐患，

让城市公民在现代化新型城镇建设过程中更有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4.5. 筑牢公民环保意识，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公民良好的生态文明和环保意识是一座城市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仅

要实现物质基础的打造和建设，更应同步构建和完善精神文明的建设，包括公民生态文明和环保意识的

建设，从而推动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形成具有良好环保意识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健康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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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运用新媒体等多种宣传手段，积极努力和扎实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力度；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线下

和线上等多种方式引导公民自觉力行环保责任，力戒铺张浪费，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养成文明健康

生活习惯，共同参与绿色家园建设。最终成果主要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公民生

态文明意识普遍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基本形成，在全社会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勤俭节约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 

5. 结语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发展则成为当今城镇化发展的新

趋势。为服务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推进过程

中，我们要不断注入绿色发展新理念，改变传统发展旧观念，及时洞察和发现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

类环境和生态问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和现代环保新技术手段，采取具有针对性、客观性

和应用性的有效措施和治理对策，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伴随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切实协同推进新型城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共同建设好新型绿色生态文明城市和生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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