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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建设理论，韧性城市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其城市 

灾害防治也成为了阻碍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韧性城市理论的出现，为我国现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基于此，本 

文从初性城市理论出发，结合现有的城乡规划理论，通过对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的可行性的分析，对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 

应用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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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城市人口也逐年增多。城市人口的增多，在 

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城市结构的变化。尽管城市规模的扩大提高了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水平，但是也极易 

导致城市灾害的发生，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韧性城市理念的出现，为提高我国城市灾害适应能力提供了新的  

思路，随着其相关观念的发展和成熟，韧性城市在我国城乡规划建设中的应用也会越广泛。

1 韧性城市概述

1.1韧性城市的概念

现阶段我们所说的韧性城市，指的就是一个由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有机结合的可持续网络 [1]。物质系统主 

要指的就是自然因素与人工环境，人类社区指的就是整个社会环境运行网络以及其运行支撑制度。通过采用合 

理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动等方式，使这两者在面临灾害时，可以得以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缓 

因灾害对城市造成的损失，加快城市灾后恢复速度。

1.2韧性城市的内涵

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人体，物质系统就是其骨胳、血液以及器官，人类社区就是思维、精神等。相比侧重于 

医疗来恢复正常，韧性城市更加注重防患于未然，采用定期检查、改善膳食营养、执行持续锻炼等方式，来增 

强机体的抵抗力以及恢复力。因此，韧性城市的内涵就在于在其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通过工程改建、完善设施 

等相关物质层面的建设以及公众参与、制度创新等社会层面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整个城市的系统韧性。

1.3韧性城市的组成部分和特性

在整个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其主要是由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以及制度韧性等组成。综合来 

看，韧性城市的主要特性为：城市多功能性、生态和社会的多样性、冗佘度和模块性、规划设计变化适应性以 

及多尺度网络联系性等。

2 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2.1韧性城市可以评估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在以往的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规模确定方面，往往是以资源承载力为前提，以支撑城 

市发展规模需求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建设行为，其主要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够不够"问题。但是在韧性城市 

发展过程中，除了在遵循上述 u够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需要对其"稳不稳 "进行预见性的明确。 "稳 

不稳 "所涉及到的方面有很多，在基础设施方面，其主要是包括基础设施系统的稳定性以及面临风险干扰时的 

脆弱性等[2]。因此，在当韧性城市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时，可以很好的对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进行评估。 

在整个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韧性城市理念将极端天气以及气候事件纳入其考量范围，并对极端气候条件下基 

础设施的有效正常运转进行评估，以此确保整个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的稳定性。

2.2韧性城市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冗余度建设

冗佘度指的就是在整个数据传输中由于一些不可定干扰因素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整个数据代码突变， 

为了提高其数据传输的稳定性，需要在源代码的基础上增加几位代码，使相应的数据进行冗佘。在实际的韧性

2 0 1 8 .0 1 1

住宅 . in d d  37 2018/3 /6  9:40:36



城市建设过程中，其冗余度指的就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的一个安全范围量。其所涉及的到的因素有很多，例如 

城市基础设施资源一体化统筹等。基础设施冗余度的建设价值主要体现在极端情况下，对于提高城市应对灾害 

的能力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极小，因此，在城乡规划的过程中，其价值得不到 

真正的体现，就很难落到实处。但是一旦出现灾害情况，由于冗佘度的存在，不仅可以提高应对城市灾害的能力， 

还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加快城市灾后恢复程度。

2.3韧性城市可以提高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纵观整个城乡建设发展史，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都是城乡规划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基 

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放的基础设施属性，一方面时紧密的社会网络联系。只有在这两个 

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城市社区的应变能力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整个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

3 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应用提升策略

3.1转变规划理念

现阶段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应对城市灾害的主要方式是以现有的防灾规划以及公共安全规划问基础，对其进行 

相应的分析和延伸，以此来保证城市发展导向的正确性。但是对于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应用过程中，要想 

真正的提升其应用，需要对整个城市进行韧性规划，从城市防灾减灾入手，根据工程学思维，对涉及到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理的问题，结合多年来发生的城市灾害进行分析，设定相应的韧性城市应用方案 1 2 [3]。除此之外，还 

应辩证的看待城市灾害，逐渐转变规划理念，将常态事件作为切入点，结合非常态规划，最终实现两者之间的 

相互融合，以此来提高城市防灾水平。

3.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在韧性城市应用过程中体制机制改革也是提升韧性城市应用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在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时， 

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大力推行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并以此对各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在这一改 

革过程中，对于不同的城市，需要采取不同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并成立韧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其中主要领 

导为小组组长，设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外，还应对各个分管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实现韧性 

城市的应用水平。

3.3推进韧性城市规划法制化建设

相比与国外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应用，我国的城市韧性化与之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因此，在韧性城 

市应用发展过程中，需要裉据我国城乡规划建设发展现状，以韧性城市基本法为核心，结合规划的相关法定地 

位 ，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基本法，并以此为基础保证整个城乡规划建设活动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且城市发展水平不一，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 

对韧性城市的相关法规进行编制。

3.4整合城市空间规划体系

尽管传统的城乡规划体系对于我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意义非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逐 

渐显现。传统城乡规划体系在现阶段不仅不利于城市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城市防灾方面也存在着诸多 

的弊端。随着韧性城市建设理念的出现，对于提高城市防灾水平，保证城市现代化的长期有效发展发挥着非常 

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城乡规划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城乡空间规划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将韧性城市建设理念 

应用到空间规划体系当中，并编制各个功能体系的韧性提升规划书，以此为基础保证城乡规划建设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

尽管现阶段我国的韧性城市建设应用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韧性城市 

的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将韧性城市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当中，对于提高城市的防灾能力以及促进 

城市的长期有效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只有通过转变规划理念，重新整合空间规划体系，推进韧性城市法 

制化建设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措施，才能真正提高韧性城市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应用水平，促进城市现代化的 

可持续发展 。 a  

参考文献

[1] 潘庆华，白潇.韧性城市概述和对我国城市规划的一些思考[J].四川建筑，2017,37(03):41-42+45.

[2] 郑艳，林陈贞.韧性城市的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法⑴.城市，2017(06):22-28.

[3] 刘刚强 .初性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应用研究U].门窗，2016(10):145.

3 8  | C H IN A  H O U S IN G  F A C IL IT IE S

住宅 . in d d  38 2018/3 /6  9:4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