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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2.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学院，上海 201418）

2 3!地震给基督城造成了严重损失。在震后重建过程中，基

督城加入了 !""韧性城市网络计划，在进行了初步的韧性评估

之后，发布了韧性城市报告。文章简要描述了基督城韧性城市

建设的背景、面临的挑战、韧性目标和行动计划，并提出了对我

国韧性城市建设的启示。

456!韧性城市；发展策略；目标；行动计划；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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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Christchurch）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仅次

于奥克兰和惠灵顿，也是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位

于南岛东海岸，又名“花园之城”，人口约38万，地势

平坦。2010~2011年间，基督城发生了一系列地震，对

城市造成了严重创伤。2013年10月，基督城向美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参加了100韧性城市网络，从中

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分享经验[1]。100韧性城市网络

计划的目的是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能更加适应21世

纪不断增长的各种挑战，包括社会震荡、地震，火灾、

洪水、高失业率、公共交通系统的无效、地方性暴力、

食物和水的长期短缺等[2-3]。

基督城韧性城市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2014年12月开始，主要是涉及广

泛利益相关者组织的磋商范围界定工作。会议探讨了

基督城面临的冲击和压力，坎特伯雷地震的经验以及

改善社区未来恢复力的重点。2015年9月发布的《初

步韧性评估》确定了八项应对能力的挑战和机会[4]。第

二阶段的工作是就《初步韧性评估》中确定的四个重

点领域，分别设立了一个项目组。每个小组报告都确

定了与八项挑战和机遇有关的关键问题，回应和确定

的行动，报告列出了150多项行动。

基督城面临的急性冲击包括地震、流行病、洪水、

海岸侵蚀、风暴潮、风和海啸。慢性压力包括气候变

化，保障性住房质量、心理健康和老龄化。

2010年9月4日开始的坎特伯雷地震序列包含

四次主要地震和数千次余震。地震有7.1级，震中位

于基督城以西40km处的达尔菲尔德。2011年2月

22日的第二次地震是6.3级，位于市中心东边，是新

西兰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185人死亡，8000

多户家庭因土地损坏而永久性流离失所，90％的住宅

物业遭到破坏，中央商务区的80％建筑物不得不被

拆除，659km的污水管道和 69km的给水管道被破

坏。2月23日，新西兰宣布了该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

紧急状态，直到4月30日为止。更加不幸的是，根据

专业机构的预测，在未来50年内，有30%~65%的几

率可能会发生8.0级的大地震。

坎特伯雷地震后，社会心理问题已经对当地民众

的心理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由于丧失家庭、住房被毁，

搬家和更换学校，地震带给民众很大的心理创伤，尤

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另一方面，震后由于房屋损坏反

而推高了租金价格，不少人选择在车库和汽车里睡

觉。且普遍缺乏供暖设施。住房问题对贫困家庭的影

响更大，低收入家庭无法获得较为体面的经济适用

房，从而被迫接受质量较差的住房；同时，也无力购买

健康的营养食品，进而不得不承受较差的健康状况。

此外，全年气温升高将延长农作物的生长季节，

但也带来更频繁的干旱和火灾风险，降雨量较少将会

增加洪水风险，河流中较低的水流量将减少下游和海

岸带沉积物的量，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潮侵蚀也更

加频繁。

2016年9月13日，基督城发布了《韧性的大基

督城》，提出了4个目标和11个行动计划，目标是连

接、参与、繁荣和理解。在每个行动计划中，都介绍了

为解决某项挑战而提出的项目建议[5]。

$CDE!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资助（项目批准号：#!$%&"!"，#!%%&$'(）

FGHI!王江波（!)%'*），男，河南鹤壁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

专业，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导。专业方向：城市安全

与防灾规划。

JKFG!苟爱萍（!)%!*），女，重庆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

业，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硕导。专业方向：韧性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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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计划1：连接人

行动1A：组织各种活动和开发本地信息资源，帮

助新居民与当地社区的人们建立联系。基督城将继续

提供社区活动以帮助新居民融入社区，提高社区活动

的参与度。文化活动和针对特定社区的活动将得到支

持。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提高就业和促进旅游，帮助个

人和社区建立自己的韧性。当前成功的活动范例包

括：塞尔温新移民战略、向新移民提供关于服务和社

区团体的免费咨询、认识你的街道、国际文化节、元宵

节和灯会等。

行动1B：制定、改进和维持对弱势群体的支持计

划，作为持久的恢复能力建设活动。坎特伯雷地震序

列之后，包括地区卫生局在内的政府机构合作开展了

“社区心理战略”。这促进了社区活动、创新服务和更

多的合作，为弱势群体获得持久和不断变化的复原

力。

3.1.2计划2：创造适应性强的场所

行动2A：巩固和加强地方中心网络，为社区提供

无障碍的协调中心。由地方议会领导，将制定计划，鼓

励投资和交付项目，使中心区成为人们喜欢的地方，

并可以通过自行车、公共汽车等方式到达。具体项目

包括：基督城中心区恢复计划、郊区中心总体规划、镇

中心计划、社区中心、林肯和罗尔斯顿市中心计划等。

行动2B：改进日常交通方式，减少汽车依赖。在

地方议会的指引下，扩大公共交通网络，提高服务的

质量。在邻里层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数将会增

加，让步行和骑自行车成为短距离出行的主要选择，

也是更健康生活方式的体现。

行动2C：与社区合作，创造健康、安全和热情的

场所。投资震后重建项目，社区和用户的投入对未来

的成功至关重要。公共设施和储备的实物资产可以租

赁给社区组织，开展聚会和其他活动，减少社区内犯

罪活动的发生。

3.1.3计划3：改善住房的质量、可选择性和可承担性

行动3A：提高新住房质量的举措。将制定详细的

项目，帮助人们设计更好质量的住房，采用新的施工

技术和资源节约型材料，并与政府合作，改造现有住

房，提高出租房屋的标准，这将大大改善社会住房的

状况。

行动3B：积极为未来住房需求的规划提供信息。

2013年，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住房市场评估，量化

当时房屋市场的趋势和压力，从而推动政策变化。重

点将是定期更新这种类型的信息，并根据趋势，制定

住房市场干预政策。改善住房类型的供需匹配，特别

强调中等收入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住房产品。

3.2.1计划4：在决策时建立参与和信任

行动4A：通过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实验来提升

对问题的认识。议会将分享最佳实践，理事会和政府

机构将寻求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来提高沟通质量。人

们将更加理解社区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沉默人群”的

参与程度更大。

行动4B：开发工具、机制和流程，促使个人更加

活跃。政府机构将制定、试验和推出倡议，使人们能够

推动变革。例如，定期发布更广泛的开源代码数据，可

用于商业或社会企业，制定更加包容性的计划，探索

更多使用移动技术的机会。

3.2.2计划5：支持社区组织和领导者

行动5A：提供支持服务，社区团体和领导人共同

优化行政和监管流程。将共同开发支持框架，简化管

理流程，提供适当的技术专长，群体能够获得易于识

别的支持，社区团体专注于交付成果，社区领袖更自

信、更有能力。

行动5B：促进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网，以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开发和维护社区组织的开放数据库，鼓励

围绕战略问题举办论坛，鼓励交叉板块合作解决社区

问题，并更好地共享资源。

行动5C：加强资金安排，建立信心，推动社会和

志愿部门投资。议会、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将通过长

期服务合同和融资圆桌会议开发新模型，签署资助协

议并安排资金。这些方法将以合作为核心，着眼于发

展社区和志愿部门，支持建立社会企业。

3.3.1计划6：国际连接

行动6A：建立强大的国内和国际联系，并作为吸

引人、发展市场和促进合作的基础。基督城需要向全

球展示自己，努力成为研究和创新高地，以及风景优

美的地方。制定向海外投资者和游客推介基督城的计

划，并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支持，项目包括南极支持计

划、姐妹城市、吸引力战略等。

行动6B：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维持经济业绩和

海外贸易关系，通过港口恢复计划持续投资利特尔顿

港，通过提高基督城国际机场的乘客规模来扩大与国

际市场的联系。分区域推出光纤宽带，评估基础设施

网络的风险对维护韧性而言，显得十分重要。

行动6C：吸引和留住海外工人，补充劳动力。保

留来到基督城进行重建工作的25000名工人，吸引海

外人士移民到基督城；同时，通过与本地企业有紧密

联系的大学来留住更多的年轻人，用高水平的工作签

证可申请更换为永久居民签证来减少年轻人的流出。

3.3.2计划7：培育创新文化

行动7A：支持创新的环境，促使经济多样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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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发创新创意网络，创造商业发展的机会，支持

可提高生产力或开拓新视野的研究活动。展示活动将

人们与特定活动结合在一起，提供分享想法和开展合

作的机会。智慧城市通过嵌入技术为商业和公共部门

组织提供协作，将进一步激发当地的创新活动。

行动7B：研究全球技术发展趋势，以保持快速变

化的意识。政府机构、理事会和私营部门将共同努力，

了解变革将如何影响工作、旅行、交流、访问服务和管

理环境，以鼓励聪明的选择，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使

用。

行动7C：支持社会企业部门的出现，将其作为推

动社区变革的合作伙伴。支持社会企业部门的发展，

并于2017年主办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促进合作，建立

全球关系。

3.3.3计划8：保持自然环境的活力

行动8A：建立从本地环境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帮

助市民重新发现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评估自然环境、

特别是河流的维护计划，以恢复其生态功能。开发公

共和社区土地，临时租赁私人土地来开发社区花园、

食用森林或药园等项目。建设更多的社区花园，将其

作为社会中心，人们在此可以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和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行动8B：支持恢复生物多样性的项目和举措。建

立一个伙伴关系，以推动基督城的众多环境利益相关

者的协调行动，包括恢复生物多样性、生态网络、生物

多样性走廊、开展短期活动，帮助生态网络战略的倡

导者。

3.4.1计划9：提高社区对风险的理解和可接受程度

行动9A：以通俗性语言来界定风险，以便居民理

解社区面临的各种风险。理事会和政府机构将继续共

同努力，开发、收集和共享关于所面临风险的客观数

据资料。在此过程中，需要接受同行评议和不同观点

的挑战。

行动9B：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有关风

险情景的对话。让人们能够理解他们的脆弱性，向人

们展示特定的危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加

强对风险应对行为的认知，以及做出备灾方面的决

策。

3.4.2计划10：管理风险

行动10A：制定降低风险的项目和计划。与受影

响的社区进行对话，突出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从

100韧性城市网络中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对脆弱地区

的土地利用进行管控，通过提高标准来加强建筑结构

的安全性。举措包括：建立区域规划标准、洪泛区新建

筑物的最低楼层高度、增加建筑抗震标准，达德利溪

和弗洛克斯顿流域洪水缓解计划等。

行动10B：审查保险的作用。随着中央政府和理

事会的领导，通过风险缓解和风险转移，将保险费保

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对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加强保

险价值的宣传教育，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行动10C：支持社区准备应对风险。鼓励社区积

极参与韧性规划以应对破坏性事件。民防部门将提供

咨询意见；同时，继续发布关于应急用品建议的更新

信息，以使社区和企业更具韧性和适应性。

3.4.3计划11：确保未来安全

在2016-2017年期间，基督城再生基金会制定出

实施计划和项目清单，包括项目名称、任务目的、合作

伙伴、时间安排等，并列出了优先事项。

最近几年，我国很多城市都迎来了新一轮的总规

修编，其中多少会涉及到韧性城市专题，但从内容上

看，国内走的仍然是传统的防灾减灾规划的路子，与

国外的韧性城市规划相比，在理念和内容架构上还存

在着明显的区别。新西兰基督城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由于地震引发的韧性城市发展策略体系的制定，其成

功经验给我国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和韧性城市建设

带来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重视人，把人的需求、沟通、参与和理解放

在第一位。韧性城市建设，首先是人的韧性能力的提

升。这也体现了规划的社会性，跟我国有很大区别，国

内的规划还是以物质空间和设施为主要对象；基督城

在韧性规划中，几乎所有行动计划都是围绕着“人”来

展开的，诸如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建立充分

的信任关系、支持社区组织、提高对社区风险的理解、

提高国际连接度等等。

第二，重视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组织功能。

例如，社区各种活动的组织、震后的社区心理服务活

动、社区文化节、新居民融入社区的活动、社区非盈利

机构的成立、各种社区花园和社区中心的建设活动、

社区风险与安全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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