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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于长白山生态功能区的吉林省长白县是典型的东北高寒地带生态敏感

地区 , 如何在此类地区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是本次《长白县

城乡发展规划》所探讨的主题。规划构建了以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为核心的全域、

多尺度的生态网络分析框架与人居空间发展的潜力与适应力评价模型，将规划对策

从全域景观生态空间的刚性划定与分类管制，延伸到东北高寒山地生态建设方式与

技术手段的弹性引导，并实现了人居、产业、旅游、设施诸系统的空间耦合与政策

对接。同时，本次规划针对长白县边境城市的特殊地理区位，提出了中朝跨境区域

在不同演化情景下的发展思路，针对长白县国家级边境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构想

提出了政策性的发展框架与实施建议。本次规划有效地指导了长白县发展思路的重

新思考与实践转型，对类似的生态敏感地区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长白山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地区，边境城市，生态空间网络

Abstract  Changbai Country in Jilin Province situates in Changbai Mountain Ecological 

Area, and is a typical Ecolobical Sentitive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The Plan sets up an 

ecological research framework which focuses on humanity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and an assessment model to evaluate urban and rural agglomeration spaces. In the 

Plan,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methods is emphasized and essential 

guideline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Changbai Country’s special location, scenario planning 

models could enhance its development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reas and to China’s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Keywords   Changbai Mountain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border city, ecological spat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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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背景与工作概况

吉林省长白县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坐落于长白山下、鸭绿江畔，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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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两江道首府惠山市隔江相望（图 1）。

两地隔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空间距离

最近的跨国双城，也是中国通往朝鲜

中部地区的重要边境枢纽，具有重要

的战略价值。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划

中明确划定的“长白山生态功能区”

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区域整体发展环

境的束缚，多年来，长白县的社会经

济发展落后于吉林省的平均水平，生

态保护的国家政策要求与社会经济的

地方发展需求之间呈现出较为持续且

深刻的矛盾。

《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的编制

源于 2012 年长白县申报国家级边境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契机。面对这

一潜在的政策机遇，长白县考虑的不

是简单地享受这项命名带来的政策福

利，而是更多地希望通过这次机遇全

面梳理和凝聚长白县的发展思路，破

解长期以来生态保护约束与地方发展

需求之间的矛盾，找到新型城镇化这

一宏观政策在长白县扎根与实践的可

行性。这也是此次规划工作始终围绕

的核心命题 [1]。

2    规划面临的重点问题

就要素禀赋而言，长白县拥有着

在整个长白山功能区内都独具特色的

优势，体现在“边境、民族、生态、

资源”四个方面。长白县与惠山市两

个中心城区隔江相望的空间关系，在

整个中朝边境线上别无他例，具有通

常意义上边境城市实现跨国合作最有

利的地缘优势。此外，全国唯一的朝

鲜族自治县的角色定位以及长白山脉

一带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共同为长白县带来了明显的比较

优势和可期的发展前景。

就发展现状而言，长白县却面临

着四项结构性的发展矛盾，分别为失

衡的城乡人居结构、滞后的传统产业

结构、闭锁的区域交通结构和阻滞的

区域生态结构。一方面，传统的山地

地理空间导致城乡人居空间小、散、

乱、弱的特征持续经年，而小型生境

质量的下滑在近年来引发了一定的生

态风险；另一方面，生态保护的政策

客观上使得地方对城乡空间的发展方

向略感茫然，而未明的区域发展格局

使长白县潜在的跨国通道作用异化为

边境的尽端区位，不仅迟滞了交通、

产业、公共服务等各方面设施的配套

建设，更加抑制了潜力巨大的跨境贸

易和商业合作。

因此，长白县发展的核心矛盾即

在于丰富的资源与滞后的结构之间的矛

盾。对此，《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

需要实现两项既定的目标，一是将生

态从约束力化为动力，实现生态引领下

的转型发展；二是应对区域发展的不同

情景，适时预备与及时谋划，提出渐进

的发展对策与政策构想 ( 图 2)。

3  “生态敏感地区”主题下的研究

创新

本次规划的核心工作是以“生态

图1  长白县地理区位与区域主要交通网络
Fig.1   Changbai country’ s location an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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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规划研究框架
Fig.2   The plan’s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生态系统研究框架
Fig.3   Ecological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敏感地区”为主题，实现了一系列研

究思路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构建了一个以生态为核心的全尺

度、全类项的规划体系

传统战略性规划的生态空间研究

仅仅满足于宏观层面的生态空间网络

的生成，在大的结构性层面与人居空

间方面实现空间边界上的协调，但在

人居体系自身以及其他产业、交通等

多类项的研究中则较少体现完整的生

态逻辑，依然呈现出生态空间和建设

空间分离的规划逻辑。

“恢复生态学”是将长白县乃

至整个长白山生态功能区作为受到

人类活动影响的“受害生态系统”

（Damaged Eco-system）[2] 区域来加

以定位。此类地区的生态敏感性不仅

体现为对原生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

也体现在对人类活动的生态安全性的

反噬。因此，此类地区的发展必须着

眼于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全视角，

才能实现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因此规

划的编制必须避免落入传统规划模式

的窠臼，全方位地体现生态的系统性

思维，应用“恢复生态学”的理论方法，

体现全尺度分解落实、多系统协调耦

合的特征。

在空间尺度上，本次规划不仅在

县域层面实现了整体生态空间的网络

分析，对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较好的

一、二类地区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分

析，并提炼出核心生态协调空间作为

生态规划落实的重点，最终在城镇与

乡村尺度上与周边生态空间的生态廊

道与斑块做了整体分析，提出了建设

绿色基础设施的方案，实现了全尺度

的生态空间网络研究（图 3）。在规

划类项上，除了生态研究，规划在人

居空间研究方面完善了生态评价指标

的引入，在产业研究方面以生态为标

准提出了生态敏感地区的产业“负面

清单”，在交通规划方面提出了以现

状道路为重点的改造升级方式，在用

地规划方面通过生态分析落实了可发

展用地的具体边界，在能源利用方面

提出了适宜当地的水电发展措施。此

外，在各个类项中都落实了生态保护

的主题。

因此，本次规划体现出了生态保

护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了生

态系统的功能修复和人居空间各系统

的有效约束，是以生态为核心逻辑，

体现全尺度、全类项的规划研究体系。

3.2  实现了生态空间网络与人居环境

体系的空间耦合

将生态空间网络格局与城乡人居

空间发展的需求整合在一个完整、严

密的分析框架中，是科学规划与理性

研究的工作基础 [3]。规划从生态空间

网络的分析入手，界定生态空间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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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边界；从人居空间的发展需求入手，

划定人居空间的发展边界，进而在两

类边界的基础上进行校正和整合，形

成全县域一体化的空间发展蓝图。

在生态空间网络分析中，规划首

先构建了以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

为核心的全域、多尺度的生态网络分

析框架 [4]。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

是以选择生态敏感地区内适合人居环

境布局的空间，区分并划定生态保护

区域为目标的生态分析方法。

在实际分析中，本次规划以最优

网络模式 [5] 为构建目标，对县域城乡

空间进行了全面的生态网络识别、修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人居环境生态适宜性分析
Fig.4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of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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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补充与完善（图 4），并把其中

较为适宜人居空间发展的地区，作为

区域生态功能修复和人居空间协调的

重点，进行进一步的生态识别。识别

的依据包含具体空间的面积规模、健

康及完整程度、与其他空间的连接状

况、边界的复杂程度、在局部生态环

境中的重要程度等，并最终形成了包

含人居活动集中区、三级生态廊道、

二级生态缓冲区和三级生态功能空间

的完整生态安全格局 [6]。

前述生态空间网络分析是对生态

敏感地区的面状空间边界的划定，而

人居空间的发展研究则聚焦于对其规

模与发展边界的点状分析，两者点面

结合，构成县域空间发展蓝图的基础

（图 5）。在人居空间的发展研究中，

无论是针对城镇发展的竞争力分析，还

是对村庄居民点发展潜力的评价，都

在既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补充与完善了

人居空间生态适宜性的相关指标 [7]。以

长白县全县域村庄的综合发展潜力评

价模型为例，评价基准从传统的人口、

经济、设施等扩展为生态适宜性水平、

自然资源水平、人口与经济水平、交

通与区位条件、空间与建设水平以及

未来可预见的外部因素等六个方面，

整合评价从而得到每个村庄综合发展

图5  村庄发展规划与生态空间规划的耦合
Fig.5  The coupling between villages’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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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的最终评分（图 6）。规划进一

步依托村庄既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将

现状村庄划分为沿江型、岗上型和沟

谷型三类，在发展方向上划分为生态

恢复型、控制改造型、中心服务型、

产业配套型和融入城镇型五类。其中，

规划对中心村的选择除了考量村庄的

发展潜力，还考虑了生态网络的重建，

不仅提出对生态廊道和生态功能空间

的避让，还优先在人居环境生态适宜

性较好区域的中心地区布局，以便融

入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

本次规划在技术上的首要创新就

是实现了生态空间网络分析和人居空间

发展分析在空间上的有效衔接（图 7），

解决了生态保护与人居发展这对一直

困扰长白县发展的核心矛盾。

3.3  提出将核心生态协调空间作为生

态空间规划的重点

规划在全域生态分析的基础上引

入了核心生态协调空间的概念。顾名

思义，核心生态协调空间是对县域生

态环境质量具有核心影响的区域，这

些区域一般是县域内人居活动较为集

中的地区，必须与周边的生态空间进

行整体协调，同时居民可以直接感受

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因此，这些

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和治理面貌

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景观价值。

本次规划依据前述的人居环境生

态适宜性分析，划定了八片核心生态

协调空间，基本上涵盖了县域内的主

要城镇，并与外围较大范围内的村庄

和生态空间进行整合，可以视为中观

层面上的“区域生态综合体”。这些“区

域生态综合体”在整体生态研究体系

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增强了研

究的整体逻辑，并使得生态分析在微

观层面有了更加精准的研究基础。因

此，规划以长白镇—马鹿沟镇区所在

的核心生态协调空间为例，进一步对

这些“区域生态综合体”的生态安全

格局、村镇空间布局、人口经济发展

和设施环境建设进行了综合分析。

3.4  提炼并强化了景观生态空间管制

的技术方法

县域景观生态空间管制体系与既

有的主体功能区和城市规划“三区”

划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它是在前述人

居空间生态适宜性分析的基础上，将

区域景观生态格局及其过程特征按照

不同类型的景观格局对号入座，以要

素的空间分布为切入点获取区域景观

生态格局的生态化印记特征（图 8）。

这一特征也可以理解为区域景观生态

空间的主体构成，这一主体组成的空

间与其他空间的边界既可以是明显的

分割线，也可以是带状的空间，但无

论是哪一种，都可以作为区域景观生

态功能综合评价中各类型成果中间状

村庄规模

经济实力

设施条件

图6  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及类型分析
Fig.6   Village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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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基于景观生态空间研究的生态安全格局规划
Fig.8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planning based on landscape ecological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城乡人居空间体系规划
Fig.7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态的空间或边界，如生态适宜性较差

的区域、生态缓冲空间、生态协调区

与生态保育区域的边界等。由于区域

景观生态格局及过程特征分析的结果

是对区域景观生态化印记的提取，因

此，以这一分析结果为依据的调整使

得生态化印记得以在区划成果中体

现。以生态功能区划为基础，指导区

域生态系统的管理，增强各功能分区

生态系统的生态调节服务功能，为区

域产业布局和资源利用的生态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从而保证实现区

域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良性

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景观生态空间管制方法的运

用也反映了工作团队对于城市规划空

间管制方法的反思，试图针对生态敏

感地区的特质，将空间区划的思维从

建设为本转向以生态为本，从封闭式

管理思维转向开放式管理思维，从单

一管制思维转向管制与引导相协调的

思维。景观生态空间的管制规划正是

要将生态敏感地区的“受害生态系统”

恢复为“平衡生态系统”，其核心是

对遭到破坏的生态要素进行重点生态恢

复，在有需要时更可适当地划定重点恢

复区，以对区域生态恢复过程加以有力

的引导。同时，对其他类型的管制空间，

在传统城市规划管制方法的基础上，本

次规划提出了用途管制、容量管制、设

施引导和发展引导的综合性管制措施，

以提升管制政策的有效性。

3.5  提出将生态建设方式引导作为生

态空间规划的必要补充

彭震伟  高⧌  王云才          生态敏感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的规划探索—以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为例

要实现“受害生态系统”的功能

恢复，生态网络格局重建和生态工程

技术应用两者不可偏废，后者主要体

现为生态空间建设中具体生态技术的

应用 [8]。两者相辅相成，是生态敏感

地区的“受害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

两项抓手。对于生态敏感地区而言，

生态服务功能恢复的水平直接取决于

生态建设方式是否得宜、有效和耐受。

而在长白县，东北高寒山地地带的气

候地理特征更增加了选取有效生态建

设方式的难度。

划定主要的生态建设空间类型是

此项工作的第一步 [9]。在前述人居环

境生态适宜性分析的基础上，规划提

炼出县域层面的绿色篱笆网络和人居

空间层面的绿色海绵网络。两者共同

构成了县域的绿色基础设施体系，通

生态恢复型村庄
控制改造型村庄
中心服务型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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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效的建设方式引导，形成了不同

尺度上的最优生态网络。绿色基础设

施是指一个相互联系的绿色空间网络

（包括自然区域和特征、公共和私有

的保护土地、具有保护价值的生产性

土地和其他受保护的开放空间），是

在区域层面对自然和人类都有益的战

略性土地保护方法 [10]。连通性是构

建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首要原则，本

次规划由此建立了由县域三级生态廊

道为主导架构的绿色篱笆网络，体现

为县域尺度上的生态廊道网络和人居

空间尺度上的线性绿化网络。绿篱为

网，一方面依据长白县的地理特征确

定其连接性、空间尺度和物种多样性；

另一方面，与不同生态建设技术相结

合，有效地解决长白县生态空间的各

类环境问题（表 1）。

“绿色海绵”是利用绿地与坑塘

滞留和净化雨水，回补地下水的绿色

基础设施的设计概念。在城乡居民点

以及周边农田内部，利用自然存在的

各种丰富的“连接器”和“储水器”（如

河流、湿地、绿地等），收集、滞留

和净化雨水，并补给地下水的半自然

结构。构建“绿色海绵系统”就是利

用现有坑塘、湿地和小型林地，设计

道路生态沟、恢复河漫滩、建立雨洪

收集绿地等措施，通过对自然要素的

简单利用和改造，发挥调蓄水量、美

化环境、简单处理污染物的多重功效。

长白县的绿色基础设施根据不同

地区的环境现状配置不同类型的绿色

篱笆和绿色海绵类型，分别为沟谷型、

图9  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建设模式与实施效果
Fig.9   Green infrastructure’s construction ex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绿色基础设施要素类型与作用
Tab.1  Green infrastructure’s elements analysis

阻隔型绿色篱笆

连接型绿色篱笆

连接型小生境

绿色海绵

丁字坝

平行于河流方向，依据地形变化设置

沿道路、水系等设置的篱笆，用于连接

阻隔型篱笆

在适当的连接处设置的树种类型多样、

乔灌草混合的小生境

与坑塘、河流、林地等结合设置的污染

处理及雨洪调蓄体系

沿河设置的“丁”字型坝，与绿色篱笆

结合，创造小生境

阻挡垂直向的水土流失，通过层层

阻隔保水固土

串联起阻隔型篱笆，形成篱笆网络，

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保水固土功能

起到阶段性的集水、缓冲功能，丰

富篱笆节点的小生境，防止由于物

种单一引发的生态不稳定

利用内部的人工湿地、生态浮床等

技术、设施达到处理污染物的作

用，同时利用坑塘达到雨洪缓冲和

调蓄的功效

以一定的角度斜插入河流中，小范

围内改变水流流向，从而形成小空

间，创造水电站，达到改善水质的

效果，尤其对电站下游水系起作用

要素类型                              要素简述                                       要素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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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型和岗上型绿色篱笆以及居民点

型、沟谷型绿色海绵。以沟谷型绿色

篱笆为例，其主要位于河流两侧坡地，

阻隔坡向水土流失，防治农业生产污

染；沟谷型绿色海绵与沟谷型绿色篱

笆结合，实现雨洪调蓄、补给篱笆用

水、连接绿色篱笆、创造小型生境以

及控制河流污染的作用。两者集结成

网，与沟谷边缘的生态廊道有机结合，

构建山体、水系与居民点之间的生态

缓冲空间，保障生态廊道的功能完善，

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的生态安全。对

于不同类型的绿色篱笆和绿色海绵，

规划对其植物树种的选择和植栽方式

都提出了细化的要求（图 9）。

综上，以景观生态空间管制为基

础的区划研定和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为基础的生态建设方式，两相配合，

实现了长白县全域从空间划定到建设

与实施的完整生态研究框架。

4   边境城市发展路径的研究创新

4.1 跨境城镇群研究视角的拓展

受制于多变的外部环境，中朝边

境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长期以

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次规划对中

朝边境的沿线城镇进行了全面分析，

梳理了鸭绿江和图们江对周边城镇的

组织和串联功能，提出了鸭绿江—图

们江三大跨国城镇群的空间组织结

构。中朝边境城镇组织的特点是以

大量中小型城镇为节点，组成了三个

规模较为一致、发展程度不一的跨国

图10  中朝边境跨国城镇群构想
Fig.10   Town cluster planning across China’s and North Korea’s bord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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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群。在南北两个城镇群日渐成型

的背景下，中部城镇群的构建则尚显

乏力。

规划认为中部城镇群的主体是中

国的白山与通化两市以及朝鲜的两江

与慈江两道。而长白县与朝鲜两江道

首府惠山市隔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空

间距离最为密切的两个地区首府城

市。因此长白县被列为国家级边境开

发开放试验区，正是着眼于其特殊的

地理区位，将可能成为未来中朝边境

中部城镇群的桥头堡，与朝鲜惠山市

形成无缝对接的跨国“双子城”，全

面带动中朝边境中部城镇群的发展

（图 10）。

这一研判是基于长白县特殊的地

理区位而定，但作为典型的边境城市，

长白县的发展即使不考虑区域发展环

境的桎梏，也无法一蹴而就地发挥其

地理区位的全部价值。边境城市的发

展具有与一般城市不同的历史规律和

特征。由于特殊的区域背景，长白县

作为边境城市的功能始终停留在跨境

物资的简单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边

境城市的角色并未对城市的产业升级

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直接且明显的推

动作用。本次规划认为长白县正处于

边贸型城市—边境城市发展的普遍

阶段，而未来是否能够从周边同质的

城市中突围，向综合性的边境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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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转型，将取决于长白县是否能够通

过战略导向的宏观部署，以“新木桶

理论”为依据，有效地扬长避短，实

践正确的发展战略。

4.2 跨境经济合作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国家级重点边境开发开放试验

区的政策利好对长白县社会经济发展

战略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这

一政策是国家层面基于长白县战略区

位，对其赋予的边境合作的政策试验

田。其时，第一批三个国家级边境开

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不彰，有借

鉴意义的上海自贸区尚未正式成立。

工作团队通过对国际上跨境自由贸易

区的发展案例进行分析与解读，提出

了在通常的区域发展背景下，长白县

这一政策试验田的发展思路，并进一

步构思了在限制性区域发展环境下的

演进阶段（图 11）。心已远，而时未至，

因此规划提出了在当前环境下强化内

拓、巩固外联、吸纳资本、共谋试验

的方针，以纳入长白山地区整体发展、

内拓腹地交通物流网络和产业资本网

络为近期目标，用足用好现有的国家

扶持政策，创新试验潜在的利好政策，

并确定了政策实施的重点。同时，对

于试验区的空间布局，与前述的县域

空间发展蓝图相匹配，结合跨境自由

贸易区所需的空间组织模式，描绘了

长白县作为边境城市的发展脉络和未

来图景。

5   对生态敏感地区城乡空间规划

的反思

本次《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

划》从规划类型上看更属于战略性规

划，但不同于通常的战略规划，本次

规划更多地着眼于全域城乡空间和生

态空间的发展。规划摒弃了传统的聚

焦建设空间的规划方法，提出了核心

生态协调空间的概念并加以解读分析，

沿袭了县域尺度上的生态与人居空间

规划的技术路线，实现了全域、多尺度、

统一技术路线的规划框架。本次规划

时刻紧扣生态敏感地区这一长白县特

殊的自然地理特质，在研究各尺度空

间、各子系统的规划时，注重在传统

分析方法中纳入生态评价指标或分析

方法，体现了生态保护的核心主题。

同时，基于长白县特殊的区域发展环

境，规划提出了在国家级边境开发开

放试验区框架下的渐进式社会经济发

展方略，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情景。

本次规划在 2012 年编制伊始，

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思路尚未厘

清，新型城镇化和国家空间规划的概念

尚未明确，海绵城市和城市双修的设想

尚未提出，但近年来这些理念正越来越

深刻地指导着中国城镇化的转型。尽精

图11  长白县跨境合作发展路径设想
Fig.11   Changbai country’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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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而致广大，《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

展规划》中的点滴创新，其价值正在

于敏锐地感知到了生态敏感地区发展

这一特殊的规划命题和城乡规划改革

的时代脉搏，并以此为发端，在生态

敏感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摸索方

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彭震伟 . 新型城镇化模式下的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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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是一个充满了创

新特色的规划，也是一个在专业性、完整性、规范性

的“本色”之中散发出浓浓审美气息的优秀规划案例。

居于中朝两国边界上的跨国“界域”，坐拥边境

城市群体与两江（鸭绿江—图们江）城镇群的“视

域”，加上民族－社会－技术、生态－产业－人居、

历史－当下－未来等几方面跳动转换的“思域”，

规划编制者在以长白县为基点的宽广的物理时空、

社会时空与思想天地间腾挪挹注，特别是从跨国区域

合作的地理维度分析长白县发展的前景，为一个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吉林省平均水平的边境城市

谋划出“边境、民族、生态、资源”四大核心优势，

提出解决丰富的资源与滞后的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脱

困的策略，并以新木桶理论为依据，有效地扬长避短，

实践正确的发展战略，帮助其从周边同质城市中突围，

制定向综合性边境中心城市转型的战略路径。整个规

划成果突出地表现出了在宽广界域上的协调统摄能

力，也反映出了不同于一般规划的内在审美气质。

规划特别突出了长白县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划

中的“长白山生态功能区”的成员地位，规划自始

至终表现出一种浓浓的生态情结。通过对县域的地

形坡度、高程、地质条件、植被分布、水系等因子

的综合分析，构建了多目标、多层级的人居环境适

宜性评价体系，并结合生态干扰分析构建生态功能

分析矩阵，建立了生态安全框架下的多区域、多层级、

多功能的发展目标架构；通过在传统规划体系中融

入恢复生态学的分析逻辑，将城乡人居体系规划与

生态恢复与重建任务进行多角度的细化分解与重组

融合。此外，还基于绿色的基础设施理念，建立了

绿色篱笆与绿色海绵两套相辅相成的系统，根据不

同地区的环境现状配置不同类型的绿色篱笆和绿色

海绵，为长白县各类功能区构筑了与生态循环系统

的自适应与代谢能力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网络。最后

还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形成以土地利用、总体

布局为核心的空间规划对策，通过针对不同生态风

险等级的片区实行差异化的空间管制策略，区分管

制中的刚性与弹性，从而实现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和空间总体布局的引导。整个规划除了拥有严

密的规划专业技术逻辑，还散发出一股自然清新的

生态气息，仿佛可以听到森森松涛声，嗅出湿润的

长白山的风中传来的阵阵花香，体现出规划基于人

文关怀、生态关怀层面的温度，传达出对于天人之际、

时序轮回的敬畏之心，也表现出规划编制者游刃于

哲理之思与科技之道的中和调畅之功力。

《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还是一个有“厚

度”的规划，这源于它不仅拥有厚实的技术层面的

内容，还在更为宽广的界域有其协调性与统摄力。

基于长白县最具自身特色与潜在价值的生态和边贸

两大核心主题，对各个层面的规划进行支撑、涵盖、

衔接和引导，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厚实紧密的结构层

级关系的综合性规划成果体系。正是这种建立在扎

实的问题分辨、理论探究和技术研磨基础之上，具

有充实完善的内在结构体系和外在技术接口的规划

成果，才能持续有效地引导长白县的城乡建设与发

展体系有序地建立和完善，并持续推进长白县的各

项实际工作向着规划目标稳步迈进。

 《吉林省长白县城乡发展规划》的评价意见
耿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