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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分析

韦琦 1 封紫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城

市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探讨智慧城市建设中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性和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基于智慧技术的解决策略，以期为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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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信息技术、物

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升了城市的

管理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

快速的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导

致的自然栖息地破坏、物种减少等问

题日益严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

关乎生态系统的健康，更关乎全人类

的共同未来。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

中如何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一、什么是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狭义地说是使用各种

先进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手

段改善城市状况，使城市生活便捷；

广义上理解应是尽可能优化整合各

种资源，城市规划、建筑让人赏心悦

目，让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可以陶冶性

情心情愉快而不是压力，总之是适合

人的全面发展的城市。 [1]Batty 等人

认为智慧城市应该是：“利用各种信

息通信技术升级城市现有（或老化）

的基础设施，集成城市的组成系统和

功能，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最终提

升资源运用的效率及改善居民生活

质量。”[2]“智慧城市”一词最早来

源于 IBM 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这一

理念。其目的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智能化与高

效化，从而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治理

和运行效率。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

侧重点。从技术视域看，技术是智慧

城市的决定性要素；从知识视域看，

城市智慧的核心是知识；从治理视域

看，多方合作是城市智慧的核心；整

体视域看，智慧城市是各个要素作用

的结果。

二、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

无论智慧城市的定义如何，有一

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城市生

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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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生态链条和

生态网络,在城市环境中发挥着净化

空气、净化水源、保持土壤肥力等重

要作用。可以说，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不仅关乎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直接影响城市的未来。基于此，在

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

中，必须要充分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良性互动。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速，导致城市中的大量土地被开

发，大片土地被建筑物所覆盖，导致

一些原本生活在这些地方的生物物

种失去了原有的栖息地，生存环境受

到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城市工业

化又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的

污染物被排放，废水、废气、废渣成

了城市环境治理中的顽疾。城市的急

速扩张，直接导致各种生物物种栖息

地被缩减，出现破碎化现象，物种的

连通性降低，严重阻碍了物种间的迁

徙和交流。这些都是城市建设中亟需

解决的问题。

三、基于智慧技术的解决策略

智慧城市一定是具有良好生态

基础的城市，一定是将城市系统与自

然系统充分和谐融合的城市，一定是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在智慧生态城市中，城市不再

继续扩大对自然系统的索取，而是在

尽量减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广应用各种新

兴的生态技术，提升人民美好生活质

量，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此，

智慧城市建设之初就应做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各种规划，在城市治理中，

落实的各项政策一定是要兼具经济

的可持续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就要

求：

（一）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

城市规划一定要有系统思维和

纵向思维。以往城市发展往往重视经

济建设而轻视生态环境建设，在做各

种规划时，自然也会重发展轻保护，

往往造成很多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

形成生态欠账。一般而言，一个城市

的规划没有做好，生态红线没有守住，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都将受

其影响。因此，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

中，首先就要有生态保护的概念，能

够从历史维度和系统维度去思考城

市规划的问题。基于此，在进行智慧

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可以通过智慧城

市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大数据

分析，做好空间规划，优化城市规划

和土地利用管理，保护好城市中的绿

地、湿地和森林等生物栖息地，尽量

减少土地的城市化开发和破碎化，为

各种生物物种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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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栖息地。生态留白和生态廊道的建

设规划，更有利于促进物种迁徙与生

物流动，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连贯性

和稳定性。 [3]

（二）加强城市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信息

技术的应用。智慧城市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时收集和分

析各城市的环境数据、能源消耗、交

通流量等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于

城市管理和规划。这种数据驱动的创

新机制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准

确的环境需求和问题识别，促进了针

对性的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绿

色技术创新的发展。[4]可以说，信息

技术手段，使城市各个核心功能系统

得到优化，使其更高效、便捷。基于

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以利用物

联网和传感器技术，实时监测城市环

境指标，如空气质量、水质和土壤质

量，及时预警和干预污染事件。通过

智慧化的管理和治理手段，减少废气、

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改善城市

环境，为生物物种提供一个健康的生

存环境。

（三）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在城市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并非不可能。长久以来，人们有一种

错误的观念，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必

须是在深山老林，一定是远离城市环

境。在深山老林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固然重要，但这不足以扭转生物多样

性快速丧失的全球趋势。2021 年，

周晋峰博士创新性的提出“邻里生物

多样性保护”理念，认为在人口聚集

区可以有效地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这扭转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错误认知。在智慧城市的建

设中，把“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理念贯穿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有其现

实意义和可行性。基于此，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和 AI

技术，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智能监测

和评估，通过植被覆盖、湿地保护等

措施，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

护，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和稳定

性。

（四）提升公众意识和参与度

生态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人。事实

上，现在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

是人为造成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为

了人民幸福。我国领导人曾明确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同样，

智慧城市的建设更要依靠人才，人才

集聚所形成的良性创新文化环境及

知识外溢效应有也同样利于绿色技

术创新的发展。[4]因此，在进行智慧

城市建设中，可以通过智慧平台和信

息发布系统，增强城市居民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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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推动公

众积极参与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中；通过智慧人才平台留住人，

增加环境保护人才的集聚效应。在全

社会，形成“人人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为人人”的城市生态环

境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四、智慧监测与保护系统的应用

在全球有很多智慧城市建设的

成功经验，包括通过智慧管理，提高

能源与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物

循环利用的处理效率，减少废弃物输

出，避免废弃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通过运用遥感、红外相机、AI 智能

监测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对野生动植

物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建立覆盖全

域的监测网络，及时掌握野生动植物

的信息，为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可靠

数据支持。具体实践案例如下：

（一）北京的“生态留白”

北京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通过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建设自然保护地等一系列措施，显著

提升了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近年来，

北京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城市生态空

间织补，实现绿满京华，满足市民对

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北京累计建设

460 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全市公

园数量超 1000 个，实现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全覆盖，为用地紧张的城

区增加了较大尺度的生态空间和游

憩活动空间。自 2017 年疏整促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已实现“留白增

绿”8844.2 公顷，相当于 13 个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6]同时，通过智慧城

市的建设，实现了对生态系统的实时

监测和科学管理，推动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智慧化发展。

（二）瑞典自动真空垃圾收集系统—

生态的垃圾收集系统

垃圾处理是全球城市发展面临

的主要问题之一。瑞典通过自动真空

垃圾收集系统的运行，通过地下管道

高速传送垃圾。孔道传感器指示何时

需要清空垃圾，并确保每次只有一种

垃圾通过管道。这些管道汇集到中央

处理设备上，使用自动化软件将垃圾

直接引导到对应的容器中。垃圾被压

缩并运送到最终目的地，如垃圾填埋

场或堆肥站等。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环境治

理更加智慧化，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的

环境治理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城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 [7]

五、结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

过智慧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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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高效管理和保护，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智慧化发展，实现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未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应

进一步加强智慧技术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融合，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保

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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