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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塔城地区生态特色新型城镇化研究

摘 要 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建设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环

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果。但城镇化建设是把双刃剑，
它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本文从马
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理论着手，积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特色城镇化经验，
结合塔城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对新常态下塔城地区生态特色型城镇化建设提
出了合理化建议。并指出，生态特色型城镇化建设是化解我国“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生态特色 新型城镇化 研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引领下的生态特色城镇化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人与自然之间要合理进行物质变换，自然生产

力和社会生产力要和谐统一，并要力争做到生产废料循环利用，适度控制人

口规模，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理念。生态特色城镇化是指

城镇化建设要在关注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利用更少的资

源、更低的生态环境成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

城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时，应

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能凌驾或超越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生态

特色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化是生态特色城镇化

的最基本特征。生态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把城镇建成“环境优美、生态宜居、

发展宜业”的特色新型城镇。

二、我国生态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情况

（一）高层重视，城镇化建设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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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并特别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站在新起点、取得新进展。要坚

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

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要遵循科学规律，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

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据资料显示，截至 2017 年底，

中国城镇化率从 2008 年的 47%增长至 58.5%。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城镇

化发展速度超越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任何国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

重要因子。

（二）城镇建设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求大、破坏

生态环境的现象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部分地区城镇化规范建

设有待进一步提高，城镇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等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的粗放型房地产开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楼盘高低

不同，坐姿和走向“千姿百怪”，道路弯曲不同，形如八卦迷魂阵。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粗放，物业公司服务管理不到位，还停留在门口值班，清理卫生

等粗放型物业服务管理模式，小区绿化管理服务不能及时跟进。同时，部分

地区在发展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盲目求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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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而忽视了自身特色和需求，破坏了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如自古素

有大理四大美景之一的“洱海月”，从 2005 年开始，洱海湿地公园情人湖

水域被开发商以建酒店为名开发别墅。直至 2010 年被媒体曝光后，“洱海

天域”别墅建设才被被叫停。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对生态环境保护意

义重大。针对部分城市破坏绿地大兴土木的行为，2017 年 10 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及时出台了《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城市湿地保

护是生态公益事业，应遵循全面保护、生态优先、合理利用、良性发展的基

本原则。

（三）我国建设生态特色新型城镇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城镇化速度也逐步呈现

出减缓趋势。社会发展规律一再证明，城镇化水平是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标

志性衡量指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有效挖掘广大农村市场消费潜力。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38，271 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79，298 万人，农村户籍人口 58，973 万人。为避免中国

社会经济陷入“马太效应”，必须调动我国近 6亿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也是

我国经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实现路径。

三、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城镇化建设实践经验

新加坡在建国初期把建设“花园城市”作为其基本国策，20世纪 60 年

代中期，新加坡“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短短四十年时间，新加

坡就建成了一个经济发达、环境宜人的新型现代化国家。在新型特色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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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建设过程中，新加坡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西方国

家“田园城市”、“快速路网结构”、“明日城市”等理论为己所用。

从 20世纪 60 年代始，韩国利用短短 30多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城市

化和现代化的华丽转身，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的“汉江奇迹”。在特色新型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韩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成功跨越了“拉美陷阱”、“塔

西陀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等收入陷阱”。

1919 年日本出台《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生态网络”城镇化发展模

式。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灵活运用湖泊、河流、山地、森林等自然景观资

源，并以景观设计的方式予以加固保护,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开放式花园城市。

西班牙采取“绿色科技”开发模式建设特色生态城镇，把 生态保护与科技

创新相结合。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在创建生态城镇过程中,牢牢抓住房产开

发环节，要求房产商从楼面设计到材料选择，再到配套电气设备等环节都必

须采取节能设计方式。同时，为保障城市绿化率，要求房产开发商对因施工

损失的绿化土地必须全部恢复。积极推动绿色屋顶建设,并采取雨水就地渗

入地下等技术,不但较好的减轻了市政排水压力，而且大大优化了城市生态

系统链。

四、塔城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一）人文情况

塔城地区总人口约104万，其中：地方人口约95万；城镇人口约占38.6%；

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45.6%。共有汉、哈萨克、维吾尔、蒙古、回、柯尔克孜、

达斡尔、锡伯、俄罗斯等 29个民族，其中：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9 个，

以汉族和哈萨克族为主，蒙古族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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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概况

塔城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部，

地处东经 82°16′-87°21′、北纬 43°25′-47°15′之间。东北与阿勒

泰地区相邻，东部以玛纳斯河为界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及石河子市相连，南以

依连哈比尔尕山和婆罗科努山为界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地区为邻，

西南毗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

约 480 公里;在地区腹心地带，有自治区直属的克拉玛依市与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属的奎屯市。塔城地区区境东西横距约 394 公里，南北纵距约 437 公里，

总面积 10.45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疆总面积的 6. 5%。

下辖塔城市、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乌苏市、沙湾县、和布克赛尔蒙古

自治县五县二市。

（三）气候情况

塔城地区属中温带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春季升温快，冷暖波动大。夏

季月平均气温在 20 ℃以上，炎热期最长 90 天，酷热期最长 29 天。秋季

气温下降迅速，一个多月时间，气温可下降 20℃ 。冬季严寒且漫长，约半

https://baike.so.com/doc/4015777-42129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61978-21815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61978-21815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69358-3912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58739-58713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74692-64881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9322-56155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2915-9123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2915-912330.html
https://p1.ssl.qhmsg.com/t01f3d402539d99a7a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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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极端最高气温 40℃，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40℃ 。塔城盆地降水量稍多，

年均 290 毫米，蒸发量 1600 毫米。乌苏、沙湾、和布克赛尔 3 县所处的

准噶尔盆地降水稀少，年均降水量不足 15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2100 毫

米。全地区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 135 千卡 / 平方厘米，日照 2800--3000

小时，无霜期 130--190 天。全疆闻名的托里老风口及铁厂沟风线地带，时

有大风，一次大风最长持续 7 天，最高风速达 40 米/秒。

（四）地形水文情况

塔城地形较为复杂，北部的哈孜克提山是市内最高峰，海拔约 2148 米。

西北部是西准噶尔山地和塔额盆地，南部为北天山山地，中东部是准噶尔盆

地，地形各具特色。山高林密，沟深水澈的山地约占总面积的 8.2%;牧草繁

茂、矿藏富饶的浅山丘陵约占 32.9%；光热充沛、物产丰盛的草原约占 46.8%;

鱼鳞沙丘、旷野壮观的沙漠约占 12.1%。境内有大小河流 14条，额敏河自东

向西横贯南部，河两岸有大面积盐碱地。另外还有喀拉古尔河、乌拉斯台河、

阿布都拉河、锡伯图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市，注入额敏河。塔城地区有大小河

流 107 条，其中年径流量 1 亿立方米以上的有 12 条，0.1-1 亿立方米的有

36条，100 万-1000 万立方米的有 58条，100 万立方米以下的有 1 条。全地

区河流总径流量 52.79 亿立方米。

（五）自然资源情况

塔城地区有铁、锰、铬、铜、镍、金、铂、水晶、煤、石灰石、石棉、

石英沙、石膏、盐类、膨润土、玉石、粘土、沥青、石油、大理石、花岗岩、

珍珠岩、蛇纹岩等金属、非金属矿产 41种，列入自治区矿产储量的矿种有

铁、铬、金、煤、石灰石、石棉、膨润土、粘土等 8 种，其中煤、金、铬、

https://baike.so.com/doc/4933073-51532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336-55918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24320-18229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92916-12617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891-522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57584-41529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0938-55661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93015-11565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22372-4423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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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石盐、花岗岩、石墨、石灰石、沥青储量规模大，囿于资金和技术，

尚待开发。动物主要有雪豹、鹅喉羚、马鹿、棕熊、盘羊、猞俐、白鹤、金

雕、大天鹅、高山雪鸡、新疆北鲵等。主要野生药材有贝母、党参、肉苁蓉、

甘草、黄芪、芍药、大黄等。塔城地区是新疆自治区的粮油基地之一，也是

优质细毛羊重点基地之一。

（六）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自然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偏低。冬季气候条件相对较差，部分地区风

吹雪现象较为严重，冬季一次大风天气最长可持续 7 天，最高风速达 40米/

秒，给公路出行带来较大困难。水资源相对短缺，地下水过度采用，降雨量

相对偏少，且分布不均，年均降水量仅为 142—295 毫米。近年来，塔城地

区土地荒漠化现象凸显，沙漠、沙漠化土地面积达 1013.4 万亩，占地区土

地总面积的 7.1％；水土流失面积 300 万亩，占地区土地总面积 2.1％；土

壤次生盐渍化面积 110 万亩，约占地区耕地总面积的 24.1％；严重退化草场

面积达 4800 万亩，占地区草场约总面积的 53.7％。规划区植被覆盖率低，

荒漠面积大，绿洲面积 783.7 万亩，约占全地区土地面积的 5.5％。同时，

草场超载过牧、退化的趋势较为凸显，退耕还草还林压力较大。

五、措施建议

（一）抢抓“一带一路”有利时机，打造“油画塔城、康养天堂、丝路

净土”亮丽名片

2017 年 8月，新疆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公布了新建 19个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的上半年检测结果。塔城市空气质量全疆排名第一，在全国 338 个城市

中排名第 12名。塔城空气与丽江齐名，五条穿城河流使它被誉为“五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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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塔城蓝”已经成为新疆一张靓丽的名片。借助“一带一路”有利时

机，努力打造油画塔城、康养天堂、丝路净土亮丽名片。利用塔城有利的地

理和气候条件，加大对塔城市五条河流的绿化治理力度，围绕“五弦之都”

的美誉，结合巴克图口岸优势，把塔城打造成集“旅游、购物、医疗、避暑、

休闲”五位一体的生态特色型城市。积极与海南等旅游城市对接，建立“候

鸟式”养老三甲医院，借助塔城夏天气候凉爽，且夏季相对较长的优势，吸

引南部沿海居民来塔城避暑养老。

（二）因地制宜，积极发挥乌沙板块天山北坡经济带优势

立足乌苏、沙湾本地丰富的棉花、番茄、辣椒等农产品资源，大力发展

棉花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依托独克大炼油、大石化的区位优势，适度发展

石化产业。利用沙湾大盘鸡、乌苏啤酒节的美誉，大力开发沙湾鹿角湾、沙

湾温泉、乌苏南山森林公园旅游产业，打造特色旅游生态城镇。

（三）紧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步伐，积极推进生态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

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推进，

才能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推动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充分发挥塔额盆地优势，借助其大陆性温带气候、日照充足等有利自然优势，

进一步打响 “粮仓、肉库、油缸、糖罐、奶源”之美誉，积极发展绿色无

公害农牧产品。把加快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相结合，鼓励发展农

牧业合作社，引导农牧民向城镇集中。



9

（四）以产业化为支撑，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特色城镇化建设经验

干燥少雨是新疆塔城地区与以色列共有的气候特点，积极借鉴以色列城

镇化建设模式，努力构建以产业为支撑的节能环保城镇。如借鉴学习西班牙

“绿色科技”开发模式，建设特色生态城镇，把生态保护与科技创新相结合。

积极推动绿色屋顶建设,并采取雨水就地渗入地下等技术,减少雨水蒸发，优

化城市生态系统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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