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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幸福无锡”

朱惠霖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

态。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就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

上，深刻反思传统工业化的教训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以

尊重自然和维护自然为前提，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生，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道路。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管理文明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

系，并且生态文明对其他文明有引导作用。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一）生态文明的由来。“生态文明”由“生态”与“文明”两个词

合成。“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

来具有了现代意义，主要是指自然界诸系统之间的复杂交错关系；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因此，一般来说，“生态文

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取得的全部成果。它

表征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共存共荣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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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和行为超越了敬畏自然、反思了征服自然，最终走向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理性的价值取向。

（二）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以尊重自然和维护自

然为前提，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走可持

续的和谐发展道路。

（三）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科学发展观的内

容。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

本要求，标志着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同时，在十七大文

件中，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

社会建设，一并作为五大建设任务加以阐述。

（四）党的十八大精神———“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八大把

科学发展观作为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指明了新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总布局，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国，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

史高度。

（五）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管理文

明的关系。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致力于消除人类经济活动

对自然界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协调的生产方

式和消费方式；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精神文明，提倡尊重自然规律，

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抑制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生

态文明理念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协调平衡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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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进行避免生态破坏的制度安排；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社会

管理文明，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适应形势发展新要求，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六）无锡建设生态文明先驱城市的机理。从运用热力学第二

定律和人类历史科学动力学理论，首次提出“城市生态熵”的概念，

通过耗散结构理论来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机理，为建设无

锡生态文明先驱城市机制和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人类历史科学动力学理论的建立。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

立他们的历史科学理论所处的时代正好是经典热力学初步建立的时

代，无法真正从运动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运动，而只能以“静止”的方式

和方法来看待进化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获

得完整表述是在 1850年）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但马克思对历史科学

体系的处理方法与经典热力学的处理方法有惊人的一致性。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准确定位应当是“人类历史科学静力学理论”。

熵的概念。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热不能够自发地从低温传向

高温———克劳修斯学说（1850年）；不能够从单一的热源吸热来做

功，而不产生任何损失———开尔文学说。热力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状态参数来反映这种不可逆特性，就像

用温度来反映冷热、用压力来反映气体对容器的作用力一样。最

后，由克劳修斯证明了这个参数是存在的，并把它称为“熵”，用 S

表示。其数学表达式为：S =δq/T，其中δq是指微量的热交换，T是

指开尔文温度。因此，熵的第一个基本含义是一个衡量过程不可逆

的状态参数。在克劳修斯找到熵的数学表达式，并用它来说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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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特性以后，玻尔兹曼又成功地用熵来说明系统的紊乱度。紊

乱度越高，它的熵就越大。正是由于熵与不可逆过程和紊乱度联系

了起来，所以现代很多物理现象，甚至社会现象人们都力图用熵来

予以说明。

熵增原理。一个系统熵的变化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外界环境

输入的熵，叫熵流；另一部分是自己系统内部产生的熵，叫熵产。熵

流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而系统内部自己产生的熵则永远只能

大于或等于零。即“对于孤立体系，系统的熵只能向着熵增加的方

向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熵增原理”。

自然、宇宙、生物和人类社会中的自组织现象。达尔文创立了

生物进化论，确立了生物体系是一个自组织体系，即，生物系统

是一个通过体系内部的自由竞争而形成的有机组织系统。其实，

人类社会、宇宙天体也是一个自组织，即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

统。任何生命都是由无生命的元素组成的。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

生命的含义就是：生命是一个“时间有序、空间有序和功能有序

的自组织系统”。

二、无锡生态文明的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是打造“幸福无锡”、人民群众最直接感受、最贴

近百姓的民心工程。

无锡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先驱城市是时代

的召唤，是历史的必然，是科学的选择，是人民的愿望。从 2 500多

年前，泰伯奔吴开创了无锡地区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的飞跃；

100多年前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萌发和蓬勃发展是无锡地区

2 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50多年前的乡镇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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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到现在无锡市在全国率先建立物联网研发中心，是无

锡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科学选择和历史必然。

通过对无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近百年来太湖流域水环

境的变化和 30多年来治理太湖污染的实践总结，通过环境普查资

料的分析和个案剖析相结合，与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分析比较，来

研究和探索无锡建设生态文明先驱城市的机理，就会得出无锡建

设生态文明先驱城市的必然性。

（一）太湖概况。太湖流域面积 36 500平方公里，行政区划包括

苏浙沪皖四省市。其中江苏占 53%，浙江占 33.4%，上海占 13.5%，

安微占 0.1%。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

地区之一。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浅水型湖泊），面积 2 338平方公

里，水深 1.89米，形状南北长 68公里、东西平均宽 34公里，库容

45亿立方米（平均水位 2.99米时）。

（二）蠡湖。又称五里湖，位于太湖北部，是太湖伸入无锡内陆

的一片水域，位处无锡西南郊。蠡湖相对封闭，自净能力差，是周边

主要纳污水体，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水体污染逐渐严重，水质较

差，至今，蠡湖总体水质呈现出如下变化:稳定→恶化→稳定→改

善→趋于稳定。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为Ⅱ类水平：CODmn<4mg/L，

NH3-N<0.5mg/L，TP<0.05mg/L；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为Ⅲ～Ⅳ类

水平：CODmn在 4～6mg/L之间；NH3-N在 0.75～1.5mg/L之间；TP

在 0.04～0.10mg/L之间。水质指标中的氮、磷浓度上升幅度较大。

2008年至今总体水质稳定；近年来进一步好转。目前，蠡湖水

质基本稳定在Ⅳ类水平，定类指标 TN、TP稳定在Ⅲ类水平。各项水

质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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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 5月底发生无锡太湖蓝

藻水华危机。2007年 4月底，太湖梅梁湖蓝藻水华大规模集中暴

发，比往年提前了近 1个月。到 5月中旬，梅梁湖等湖湾的蓝藻进

一步聚集，分布范围扩大，程度加重。5月 28日，据无锡市报告，贡

湖水厂水源恶臭、水质发黑，氨氮指标上升到每升 12.7毫克以上，

溶解氧下降到接近零，导致无锡市自来水恶臭，引发了供水危机。

通过“引江济太”、改进工艺、打捞蓝藻、人工增雨等应急措施，6月

1日自来水厂出水基本达标，6月 6日全面恢复正常供水。

（四）目前环境保护存在的三大矛盾。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城市

化快速推进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二是各级领导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与环境质量改善缓慢的矛盾。三是环

境保护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与环境基础能力建设薄弱的矛盾。

（五）太湖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人类活动。工业化、城市

扩展与城市化、农业生产方式强度、渔业生产、湖滨滩地围垦、水力

工程建设。二是自然因素，即太湖的浅水湖泊特性。

（六）生态建设任重道远。一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让太湖这

颗“江南明珠”重现碧波美景。二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将太湖建成

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三是蠡湖治理在太湖水环境治

理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四是无锡与太湖共生共荣。虽然我们取得

了太湖治理的阶段性成效，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太湖治理仍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五是治理太湖我们既要有坚定

的决心，十足的信心，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

（七）“十二五”期间太湖生态治理。一个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先

驱城市；两个抓手：生态文明先驱城市、两型社会试点城市；两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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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监管职能、服务职能；两个确保：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

大面积“湖泛”；一个下降：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排放总量有所下

降；一个改善：太湖水质继续有所改善。重点工作：突出饮用水源地

保护，狠抓太湖治理；开展“清河行动”，推进“河长制”管理和“排水

达标区”建设；制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严控机动车尾气、建筑

施工扬尘污染，启动 PM2.5氮氧化物、灰霾监测系统建设；全面调

查土壤、地下水污染现状，开展土壤污染土壤修复试点研究。

（八）现有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全市已安装 234台（套）污染源

水质在线监控仪，54家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建成 15个浮标

式水质传感监测站和 68个固定式水质自动监测站。已建成 7个自

动监测点，形成初具规模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已建成

13个全球眼蓝藻视频监控点并建立了物联网平台（水、陆、空、天立

体监测）。

三、生态文明与幸福无锡

无锡是典型的山水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赋

予的厚重文化。无锡是特别具有江南魅力的山水城市：“山水城

市”，最早是由钱学森在 1990年提出来的。其实非常简单，“山水”

指自然，“城市”指“人工”。现在大家熟知的“生态城市”，就是要求

城市建设要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意思。在过去我们一味埋头追求

GDP的时候，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的博士尹稚

就完成了《无锡市“山水城市”建设模式研究》，吴教授为此专门做

了两个报告，他总结为未来城市要结合自然，要强调中国传统的山

水文化、山水美学。他认为无锡的山水城市规划不仅要将山、水、

城、河、湖联系起来，还要把过去流逝的历史组织进来。可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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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已经基本建成的蠡湖新城体现了山水城建设的示范和先导作

用，正在建设的太湖新城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一）建设“魅力山水城”，营造“城市运河湾”的依据。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报告中确定建设“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是对无锡自然

资源的充分了解和对无锡人文历史的深刻领悟而提出的远景目标

和广大市民的现实要求。打造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突出滨湖、滨

江、滨 地理优势，彰显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特色，加快无锡以太

湖（运河）为依托、江阴以长江为依托、宜兴以三 为依托的现代化

滨水花园城市建设，进一步确立无锡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独具

一格的江南城市形态风貌，从而进一步增强无锡中心城市的集聚

辐射功能，大幅提升城乡集约开发建设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到 2015

年城市化水平超过 75%，完美地彰显无锡山水特色和人文历史风

貌，打造生产发达、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

建设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有四个立足点：一是立足于滨水城

市生态敏感性特质，要坚持实施流域水环境整治，加强生态功能

区、城市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推进城乡生态恢复重建，广

泛开展植树造林和环境绿化美化，争取早日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二是立足于展现江南水乡田园风貌，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打造优美乡村；三是立足于提高城市管

理现代化水平，着力解决市容市貌、环境卫生重点难点和显见性问

题，建设科学合法、严格有序、富有人性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四是立足

于“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的形象定位，进一步强化面向海内外的城

市品牌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无锡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这四个立足内容丰富、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内外兼修，既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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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的灵动和敏感，又体现了“城”的厚重和风貌、“山”的坚定和

底蕴，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城

市内涵。“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将成为无锡人民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改革开放新成果的现代化无锡新形象。

（二）建设“魅力山水城”，营造“城市运河湾”条件。营造“城市

运河湾”：无锡的老城区应该进行城市有机更新———建设“魅力山

水城”，营造“城市运河湾”（吴桥—锡山大桥—华清大桥），特别是

城市新运河在“十五”期间已经进行了航道“四改三”的改造，具备

了进行两岸规划、建设的条件，是完美彰显无锡山水特色和人文历

史风貌的最佳地区。

（三）建设“魅力山水城”，营造“城市运河湾”是建设“魅力无

锡”的远景目标。要坚持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打造无锡这一段绝

版的“城市运河湾”，完美地彰显无锡山水特色和人文历史风貌的

最佳河湾。打造“无锡的外滩”“无锡的珠江”，就像德国的“莱茵

河”、法国的“塞纳河”、圣彼得堡的“涅瓦河”风光一样，成为无锡的

特色名片。

（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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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苏南地区旧城土地开发利用中的城市更新问题》

《从“城市生态熵”视角研究和探索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机理、路径和实

践———无锡建设生态文明先驱城市机制研究》等，合著出版《论中国特色城

镇化道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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