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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热点分析

吴远征１，２，张智光２

（１．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２．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为厘清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题名为“生态城市”的文献

从发文年度、学科分类、发文期刊、核心作者和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热度

高、学科跨度大且有“量”有“质”；研究热点涵盖了从理论研究到建设实践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低碳生态城市”和
“指标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前沿与“新型城镇化”和“低碳生态城市”等紧密关联。未来应加强生态城市

的基础研究、增强低碳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生态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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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发展
观［１］。２０１９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６０．６％，“美丽中
国”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已经转向城市。城市作为第
二、第三产业的空间载体和居民高度密集区，实现
“碳中和”的压力巨大，进一步深化生态城市的研究
与建设变得更为迫切。资源的有限性及发展的无
限性要求城市建设要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协
同的道路［２］。因此，寻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同
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研究中亟须探索的课题［３］。对
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虽然近年来有部分学者
对我国生态城市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成果从多
层次、多角度进行了定性梳理，也有部分学者采用
知识图谱和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我国生态城市研究
成果进行了量化分析［４　７］，但总体而言，我国生态
城市的研究侧重于对城市局部的微观层次研究，缺
乏宏观角度的系统研究和整体把握，也缺乏系统
性、可量化的综述类研究成果，且在文献的研究样
本来源、研究时间跨度、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尚有待进一步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２０１８年国家通过宪法修
正案，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生态文明建设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城市研究与
建设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文借助信息可
视化分析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的
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绘制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知识
图谱，描绘文献信息的整体结构，可视化生态城市
研究的演进脉络，明确我国生态城市领域的前沿热
点，以期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者们对海量文献数据
进行理论增长趋势测定、研究热点转换和范式转换
等提供了多样的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如汤姆森数
据分析软件（ＴＤＡ）、研究者社会网络搜索与挖掘系
统（ＡｒｎｅｔＭｉｎｅｒ）、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其中，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融合了聚类分析、社会网
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能较精准地表述学
科、研究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便于预测和分析
学科研究前沿的演变趋势及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
内部联系等，因此本文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生态
城市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本文利用ＣＮＫＩ数据库自带的高级筛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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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期刊”文献进行选择，篇名设置为“生态＋城
市”，发表时间设定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来源类别选
择“ＣＳＳＣＩ”和“ＣＳＣＤ”，同时排除部分介绍类及广告
类的不适用文献，检索出适用文献记录２　３２２条。检
索结果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所需格式保存，对被引文献和引
文进行相应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提炼出生态城市
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二、生态城市研究文献的统计概况

（一）发文年度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有关生态城市研究的文献整
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图１）。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生态城市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数量增
长较为平缓，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内容侧重于
产业发展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８］以及城市生态
补偿能力的测度［９］等方面。２００９年，相关文献数量
显著增加，与２００８年相比，相关文献数量接近翻倍，

俞孔坚等发表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及城市增长
预景》的被引量超５００次，下载量近９　０００次［１０］，生
态城市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０年后，每年
的文献数量始终保持在１　０００篇之上，且文献质量
较前期有了较大提升，这与我国城市发展进程息息
相关，表明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顺应了生态城市建
设的实践。
（二）学科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膨胀、资源
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危及城市的健康及可持
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建设过程中自然资
源合理利用、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空间结构布局合
理、城市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重要性［１１］。
学者们在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基本涵盖了生态城市研究
与建设中涉及的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基础设施和
自然生态等若干系统，且不同部分相互联系又相辅
相成。

图１　生态城市研究年度发文数量变化情况

　　目前，跨学科研究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发
展趋势，许多重要研究突破、知识创新和重大社会
问题的解决往往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图

２可以看出，生态城市研究的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科学与资源利
用、建筑科学与工程等三大领域，在社会统计、工业
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科学等领域也开展了广泛研
究，同时，文献研究越来越兼顾与相邻学科如农业、
科技及经济等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１２　１３］，呈现出
多视角、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趋势。
（三）发文期刊分析

为了解生态城市研究的主流期刊，对发文期刊
按照发表文献数量进行排序，前１０位的期刊及载
文量如图３所示。《城市发展研究》作为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会刊，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等方面的研究刊载最多，体现了其对生态城市、
低碳城市等研究的关注。载文量排名前１０的期刊
普遍是生态、环境、资源类权威或核心期刊，其“中
国知网复合影响因子（２０１８版）”的均值为２．５０８　７，
说明有关生态城市研究的文献质量较高。
（四）核心作者分析

评价学者劳动成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其在各
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一个学者在重要期刊上
发表论文的数量越多，其对该领域作出的贡献就越
大。根据普拉斯定律［１４］，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
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ｎｐｍａｘ，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

的论文数为ｍｐ 篇，那么ｍｐ＝０．７４９　ｎｐ槡 ｍａｘ。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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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生态城市研究的学科分类

图３　载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及载文量统计

　　根据本文统计，统计期内发文数最多的作者共
发文３４篇，那么根据公式计算出核心作者至少发
表的论文数ｍｐ为４．３７，按照取整原则，即发表４
篇或４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根据此原
则，笔者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得到生态城市研究核心作
者分布（表１）。从表１可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
副部长仇保兴的发文量最多，他多年来在城镇化战
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城市规划和管
理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他有关低碳生态
城市研究的论文下载量和被引量都较多［１５　１６］。此
外，该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分布相对集中，且传统学
科实力较强的机构对生态城市研究较为关注。例
如：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作为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的
重要社会力量，对生态城市进行了大量研究，刘琰、
谢鹏飞、李海龙等核心作者都隶属于该研究会；南
京大学也是城市生态研究的中坚力量，左玉辉、朱
晓东、马道明、李杨帆对生态城市专题进行了大量

表１　核心作者分布

序号 作者 所在机构 发文量

１ 仇保兴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３４
２ 沈清基 同济大学 ９
３ 赵国杰 天津大学 ７
４ 刘琰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７
５ 李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５
６ 左玉辉 南京大学 ５
７ 朱晓东 南京大学 ５
８ 文宗川 内蒙古工业大学 ５
９ 谢鹏飞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５
１０ 朱春玉 中国海洋大学 ４
１１ 李海龙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４
１２ 马道明 南京大学 ４
１３ 李杨帆 南京大学 ４
１４ 陶春元 九江学院 ４
１５ 张宏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４
１６ 郝文升 天津大学 ４
１７ 王发曾 河南大学 ４

７５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３５卷

研究。进一步分析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后发现，高
产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学科机构分布高度相关。以
仇保兴、沈清基、赵国杰、左玉辉等学者为核心构成
了生态城市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这个群体发文数量
最多、学术质量较高，引领生态城市研究不断发展
并有所创新。

三、生态城市研究热点和演进脉络

（一）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的变化能够较为直观地表现出每个

时段内生态城市研究的主题、视角、方法及其变化
过程，而关键词作为研究主题及热点的准确概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为科学地展现出研究的变化
及内在关联。本文通过绘制生态城市研究热点知
识图谱（图４）分析各时段生态城市研究的状况。
为更简洁地对图４展示的突出节点及节点与节点
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列表的方式整理
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排名靠前的高频关键词（表２）。

尽管专家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生
态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研究热点却较为集
中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４　生态城市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生态城市研究高频关键词（前１０）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起止年份
１ 生态城市 ２０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２ 低碳生态城市 ３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３ 指标体系 ２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４ 生态文明 ２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５ 可持续发展 ２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６ 生态城市建设 １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７ 城市化 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８ 新型城镇化 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９ 低碳 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１０ 生态城市规划 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１．低碳生态城市。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建
设是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生态城市
研究的重点领域。“低碳生态城市”的关键词频次
达３３次，且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均处于较高水平，表
明其一直是生态城市领域研究的热点。随着“碳达
峰”“碳中和”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低碳
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热度将进一步提升。有学者

对低碳生态城市的研究从内涵、基本特征入手［１７］，
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历史和当前的资源环境形势，从
自然生态、经济低碳、社会幸福、生态宜居等方面设
计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模型［１８　１９］，编制低碳生态城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以指导低碳生态城
市建设［２０］；有学者将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全方
位、全要素地应用于低碳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框
架设计，以保证未来我国低碳经济健康、平稳、较快
地发展［２１］。

２．指标体系。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进
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不同“指标体系”内容的研
究体现了学者对生态城市建设关注点的不同。表２
所列高频关键词中，“指标体系”的频次为２８次，
结合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内容（表３）可以看出，相关

８５

①因为在文献选择时本文设置关键词为生态城市，所以“生
态城市”本身不作考虑。



第３期 吴远征，等：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热点分析

文献的被引数量也较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对生态
城市“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从资源（土地、能源和
水）［２０，２２］、环境（空气、碳汇、污染物、绿化等）［２３　２５］、
经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收入水平、环保投入
等）［２６　２８］、社会（宜居生活、绿色交通、发展潜力
等）［１８，２９］等方面分别选取代表性指标构建指标体

系。但通过文献分析也可以看出，相关研究还存在
一些不足：其一，指标的选取主观性较强，主要通过
对文献汇总和常见指标进行梳理选取指标，而缺乏
指标的筛选过程，且对于指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关
联度缺乏分析；其二，目标定位过于宽泛，研究过于
追求覆盖面的广博，导致指标过多且操作烦琐，部

表３　高频词“指标体系”研究内容及文献被引情况（被引排名居前的部分文献）

序号 第一作者 指标类型及指标内容 被引频次

１ 张泉［２４］ 经济：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资源循环利用能源效率、Ｒ＆Ｄ投入与创新；
社会：住房支出、生活质量、公共交通；
环境：城市碳汇能力、污染物排放、低碳计划；
３大类９方面，共２６项指标

２４６

２ 李海龙［２２］ 资源节约：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等；
环境友好：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垃圾处理、噪声、公园绿地等；
经济持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就业水平等；
社会和谐：住房保障、医疗水平、文体设施、科技教育等；
创新引领：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特色风貌、生物多样性等；
５个目标层，共６３项指标

１３６

３ 谢鹏飞［２７］ 生态环境健康：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合理利用、生态技术适用；
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生活富裕、产业循环高效；
社会和谐进步：服务体系完善、管理机制健全；
７项路径，共３２项指标

９３

４ 马道明［２８］ 公平的社会生态、高效的经济生态、和谐的人居生态、健康的环境生态、畅达的交
通生态等；
５个层面，共５３项指标

９２

５ 叶大华［２５］ 空间规划：规模控制、土地利用效率、结构控制等；
交通组织：绿色出行、静态交通等；
资源利用：能源、水资源、固体废物等；
生态环境：地下水环境、绿化数量、绿化质量等；
４个层面，共２０项指标

５８

６ 赵国杰［１８］ 生态指数：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合理利用、生态技术适用；
低碳指数：产业循环高效、消费方式低碳、能源结构改善；
幸福指数：居民生活富裕、服务体系完善、社会公平与管理机制健全；
３个目标９项准则，共３４项指标

４４

７ 朱增银［２６］ 生态意识：宣传、教育；
生态制度：政府、企业、公众；
生态经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生态技术和环境绩效；
社会生态：社会发展、社会行为、载体工程；
生态环境：环境安全、环境健康、环境优美；
５大系统１５个子系统，共４０项指标

４３

８ 王云［２０］ 资源节约：土地利用、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
环境友好：建筑及绿化设施、固废利用、生物多样性；
经济持续：产业发展；
社会和谐：宜居生活、绿色交通；
４个目标９个类型，共７６项指标

３８

９ 夏春海［２３］ 资源：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垃圾和固体废物等；
环境：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景观环境、声环境、交通环境、热环境等；
社会：城市化水平、公众对环境满意率等；
经济：第三产业占比、环境保护投资占比等；
绿色建筑：绿色建筑比例等；
５大类，共２２项指标

３８

１０ 赵清［２９］ 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健康、经济健康（含三者的健康活力和结构）；
安全：自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含三者的稳定性和恢复力）；
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含资源、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及社会、经济
与自然协调程度）；
３个目标９项子目标，共４７项指标

３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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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指标完全脱离了对生态城市的考核［２７］；其三，评
价指标的考核更侧重对生态城市的测度，缺乏对管
理、反馈环节的测量及对提升对策关联性的测度，
指标的测度与对策的提升脱节。

此外，生态文明关键词出现了２６次、可持续发
展出现了２２次、生态城市建设出现了１６次，且这些
关键词节点间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连线，这使它们形
成了一个关键词聚类，展现出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点。
（二）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

与单纯研究高频关键词相比，高频关键词的变

化即突现度分析更能展示生态城市研究的发展趋
势和变化［３０］。本文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自带的突
现词检测功能得到生态城市研究的高频突现词图
谱（图５），借此分析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

根据突现词时序图整理出生态城市研究的突
现词信息表（表４）。通过突现度和时间跨度分析
可以发现，１９９８年以来生态城市研究呈现明显的
阶段性特征，各阶段研究特色鲜明，主题相对集中。

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城市建设。在研究初期，
生态城市建设这一观点刚被提出，产生了大量具有

图５　生态城市研究的高频突现词时序图

表４　生态城市研究突现词信息表

序号 突现词 突现度 起止年份 时间跨度（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１ 可持续发展 ３．４５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 生态城市 ３．６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３ 生态城市建设 ２．７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４ 生态经济 ３．０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５ 城市生态系统 ３．３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６ 城市建设 ３．６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７ 低碳 ２．９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８ 城市化 ２．７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９ 城镇化 ３．８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０ 新型城镇化 ５．３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１ 低碳生态城市 ２．６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注：表中“时间跨度”一列的红色部分为该突现词集中出现的时段。

创新性的突现词，突现度较高。特别是２０００年左
右，“生态城市”一词的突现度达３．６３，排在突现词
列表的前列，这与当时我国出现的特大洪水自然灾
害有关，全国上下从理论研究到建设实践对生态问
题均高度重视。如何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当时必须要重视的现实问题，理论研究也亟须
深化，以适应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要求。另外，早
期研究相对更聚焦于生态城市建设本身，就生态论

生态，研究的内涵、范围及扩展程度相对较窄，不利
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２．生态经济与城市生态系统。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城市生态系统”
和“城市建设”等方面，侧重于宏观角度的研究。这
一时期，国家对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更加重视，
意识到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最终也会导致资源环境
的恶化。生态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只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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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发展良好，生态城市建设才能取得好的效
果，而这也是生态城市研究与建设的重点。

３．低碳、城市化和城镇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生态
城市研究领域出现了三个突现度较高的关键词：
“低碳”“城市化”和“城镇化。其中，“低碳”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进而凝聚成该时期的研究前沿。生态
城市的低碳化不仅关注低碳发展的能源规划与控
制、低碳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更关注城市“自
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城
市化”还是“城镇化”成为摆在我国城市发展面前的
两条路。城市化倾向于构建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
市体系，这必然会造成人口的高度集中，给城市发
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部分大城市通过限制人口
规模来实现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发展更
加关注调节各类城市的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
人口的吸引力，注重环境保护，通过城镇化建设提
高城镇化质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４．新型城镇化和低碳生态城市。２０１４年之后，
“新型城镇化”和“低碳生态城市”成为研究的热点，
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突现度为５．３９，排在第一位。

２０１４年，我 国 发 布 了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并于同年底公布了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名单，围绕“新型城镇化”进行“产业、
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复合系统的协调
发展成为研究的重点［３１］。作为“低碳城市”与“生
态城市”的复合概念，“低碳生态城市”也逐渐受到
关注。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低
碳生态城市建设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负担”变成了
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但对此的理论研
究居多，实践及试点城市案例分析较少，真正意义
上的低碳生态新城区建设数量更少。特别是部分
地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存在“名实不符”、盲投盲
建、重投资轻效益等问题，且有关生态城市建设的
国家通用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缺失［３２］。这些问题
都亟待深入研究。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１．生态城市建设的地位愈加重要，研究呈现明
显的多学科交叉态势。有关生态城市的研究始终
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略有下降。随着生态文明被写
入宪法，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生态城市建设的地位更加重要。生态城市研究
呈现出工业、农业、环境、经济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
态势，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社会生态、经济
生态、基础设施和自然生态等方面研究不断深入。

２．生态城市研究的文献数量和论文质量均处于
较高水平，且发文刊多分布在城市规划、城市地理等
领域；核心作者分布相对集中，高产作者之间的合作
与学科机构分布高度相关，产生了以核心作者为中
心的研究团队，且团队发文数量较多、学术质量较
高，引领生态城市建设演进不断发展并有所创新。

３．从研究热点来看，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作为建
设生态城市的主要方向，既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也
是未来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随着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成为实现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生态城市研究也逐渐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如理论研
究居多、实践及试点城市案例较少、低碳生态新城
区建设数量不多等。
（二）研究展望

未来，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地位将愈加重
要。结合前文对突现词的研究，本文认为生态城市
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１．加强生态城市领域的基础研究。生态城市
建设既需要技术的不断进步，又需要大量的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才有可能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增
长。但由于存在“杰文斯悖论”［３３］，单靠技术创新
可能很难解决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对生态城市的发展理念、组织模式、管理机制等
进行系统研究，对生态城市的系统属性和建设要求
进行科学归纳，以解决现阶段由于生态城市建设内
涵及理论体系的不确定而导致的研究的主观和随
意等问题，要增强生态城市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
性，抓住城市的生态属性进行深入研究。

２．关注社会发展热点，加强对低碳生态城市建
设手段和评价体系的研究。“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表明了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的坚定决心，为生
态城市建设提出了较高的未来预期。同时，绿色转
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需要对新型城
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
村”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持续深
入的研究，以增强理论研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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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３．采用结构化方法对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进
行筛选。研究指标的确定要尽量避免“大而全”，努
力做到“小而专”，特别要关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
由于降低碳排放要求和强化资源环境约束对城市
绿色转型带来的影响，对城市不同行业带来的挑
战，对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转变，确保指标的选取
更能体现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的生态属性和可持
续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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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基于因子分析［Ｊ］．技术经济，２０１２（７）：９１　９８
［２０］王云，陈美玲，陈志端．低碳生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４（１）：

４６　５３
［２１］张启人，闵惜琳，陈原．发展低碳城市的系统工程思考

［Ｊ］．系统工程，２０１１（１）：１　７
［２２］李海龙，于立．中国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１（７）：８１　８６，１１８
［２３］夏春海．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对比研究［Ｊ］．城市发展研

究，２０１１（１）：３６　４２
［２４］张泉，叶兴平，陈国伟．低碳城市规划———一个新的视

野［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０（２）：１３　１８，４１
［２５］叶大华，胡倩．基于低碳生态详细规划的绿色建筑指

标体系［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３（１）：３１　３９
［２６］朱增银，李冰，高鸣，等．太湖流域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量化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Ｊ］．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１０
（６）：１３１　１３６

［２７］谢鹏飞，周兰兰，刘琰，等．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与生

态城市示范评价［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０（７）：１２　１８
［２８］马道明．生态文明城市构建路径与评价体系研究［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８０　８５
［２９］赵清，张珞平，陈宗团．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以

厦门为例［Ｊ］．海洋环境科学，２００９（１）：９２　９５，１１２
［３０］许振亮，赵宇娜，周文霞．国际生态城市研究前沿的知

识图谱分析———基于共词网络分析视角［Ｊ］．城市发

展研究，２０１３（２）：１１５　１２４
［３１］陈明星，隋昱文，郭莎莎．中国新型城镇化在“十九大”

后发展的新态势［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８１　１９２
［３２］方创琳，王少剑，王洋．中国低碳生态新城新区：现状、

问题及对策［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６（９）：１６０１　１６１４
［３３］刘顺．“杰文斯悖论”：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

象［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７（９）：３３　３８

（责任编辑：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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