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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城市理念与城乡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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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韧性理念是现阶段城市防灾减灾的新思路，近年来，建设“韧性城市”的呼声不断提高。介绍了韧性城市理论及其基本框
架，概述了国内外韧性城市相关规划设计策略与实践，并总结了卡特等构建的韧性城市规划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韧性城市”在
城乡规划中的探索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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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事件频繁发生。联合国２０１５年
发布的《贫穷与死亡：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５年灾害死亡率》显示，城市正
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传统防灾减灾理念已经难以

有效应对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我国民政部、减灾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我国各类自然
灾害共造成全国 １．４亿人次受灾，１５．３万间房屋倒塌，
１８４７８．１千ｈｍ２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１８．７亿元［１］。可

见，对于全世界尤其对于我国而言，如何加强城市的防灾减灾已

迫在眉睫。

韧性理念是现阶段城市防灾减灾的新思路。且从韧性的视

角来看，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有着环境韧性、工程韧性以及社会

韧性三方面的要求。为此，如何将韧性城市理念与现今城乡规划

体系和技术路线相结合，以提升城市防灾减灾的能力，从而有效

应对灾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韧性城市理论及其基本框架
１．１　韧性城市理论

城市是指连片的地理区域，该区域人口和经济活动都较为集

中，房屋也较为密集。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逐渐成

为十分复杂的系统。韧性指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具体的，广义

上的韧性是指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影响的干扰；狭义上的韧性

指在面对不确定性灾害时，系统具备对灾害的适应能力，可以减

轻灾害并在灾后快速恢复。韧性城市意味着城市具有适应自然

灾害并从中学习的能力，即指系统在结构变化重组前，城市吸收、

化解变化的程度。

就韧性城市的特征而言，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韧性城市具有

资源富余、坚固性、冗余性、灵活性、兼容性和整合性，以及生态系

统或城市系统的多样性和高度的适应性。

１．２　韧性城市的基本框架
在韧性城市理念逐步得到重视的今天，其由理念转化为策略

并落地实施成为规划学界关注的热点。韧性城市主要包括经济、

工程、环境、社会四个方面内容，具体如图１所示。

２　现阶段国内外韧性城市相关规划设计策略与实践
２．１　韧性城市相关规划设计策略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韧性城市概念的解析已较为深入，将

韧性城市的理念运用到不同地区的各级城乡规划之中也在积极

探索与推进。如贾巴瑞恩提出韧性城市“脆弱性分析—政府管

制—预防—不确定性导向规划”的规划框架；吴浩田、翟国方等认

为我国应编制国家、城市等多个层面的韧性城市总体规划。同

时，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第
９０条提出“加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城市韧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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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韧性城市相关规划设计实践
对于韧性城市相关规划实践探索而言，日本走在前列，目前

已建立起国土强韧化规划体系。国内目前开展的韧性城市规划

成果较少，但也在专项规划层面上进行了一定探索，如吴浩田等

对合肥市进行了市政基础设施韧性专项规划，并制定韧性提升策

略和相关应急措施［２］；邴启亮等运用韧性城市理论，创新观念、技

术思路及系统方法，从设定潜在的灾害情景和风险事件入手，从

防、减、救灾三个方面提出了深圳市安全运行框架与策略［３］。

３　卡特等构建的韧性城市规划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合理科学的规划对于韧性城市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卡特等学者（２０１０）基于社会、经济等六大方面构建了韧性评
价指标体系，其能评价一个城市的韧性，还能比较分析不同城市

的韧性。卡特等构建的韧性城市规划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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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需具有良好的一级指标和
二级指标。换言之，只有城市做好卡特等构建的韧性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任何一个二级指标的建设，才可能保证此城市韧性城市的

规划与建设。

４　“韧性城市”在我国城乡规划建设中的探索
４．１　健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制度规范体系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为切实提升城市韧性，需要做到如下

几点：

１）需健全韧性城市试点建设的规划体系。一方面，规划可以
指导试点项目建设的具体开展，保障韧性城市试点项目建设的质

量以实现试点目标。另一方面，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面

完成规划，也为项目建设的绩效评估提供了标准。其中，就宏观

规划而言，政府必须结合各自城市的特点，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

专项规划；就中观规划而言，各区县也要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

据县区自己的实际情况与远景规划，编制能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

专项规划；就微观层面而言，各区县则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以指

导该地域或该项目类型的项目建设。

２）要尽快明确和统一韧性城市建设的技术标准。为保质保
量完成韧性城市规划建设，需要严格有效的过程管控，也需要明

确统一的技术标准。具体的，对于参建单位而言，需要明确的技

术标准来指导项目的建设，以能在更大程度上保障项目建设的成

功；对于政府而言，要协同参建单位，及时总结成功经验，从而明

确和统一各项目类型或设施建设的技术标准，并检查项目建设所

用材料来源、质量、用量等是否符合规范。

３）要进一步完善韧性城市试点建设的管理制度。主要体现
在政府要根据任务及项目建设所涉及的环节，一一建立相应的制

度规范。如政府要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关键韧性实

施和运用的新技术、材料做（不）定期的专项巡查；要加快出台韧

性设施运行维护的细化标准和管理办法；要以科学有效地对试点

项目建设予以评价；要结合专家意见，对可能出现或者实践中确

实已经出现的缺陷进行总结，并制定不同程度的惩戒措施，加大

惩戒制度的威慑力。

４．２　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韧性城市试点建设
由卡特等构建的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以上分析可知，韧性城

市建设作为一项跨组织、跨领域、跨专业的系统工程，利用全社会

的力量共同推进其建设极为重要。具体可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

１）积极鼓励居民参与，提升韧性城市建设知晓度与认同度。
即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韧性城市的建设中来，增强对试点政

策的认同，为试点建设建言献策，从而积极支持韧性城市的试点

建设。同时，政府要丰富居民参与试点建设的方式，如可以邀请

专家进行实地讲解或者增贴标语介绍等，并辅之以一定的奖励措

施，以切实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２）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韧性城市建设的专业化水
平。非营利性组织能够为政府与企业／社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

梁，因此需被重视，并引导其参与进来。具体的，一方面，政府可

以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为韧性城市试点建设给与专业指导。另

一方面，可以由区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牵头（政府与行业协会建

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鼓励相关的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到韧性

城市理念的宣传中，从而有效推广宣传韧性城市建设理念，提升

文化环境韧性。

３）有效结合学校的资源和优势，进一步普及韧性理念。韧性
城市建设理念的专业性较强，因此，人们也还未能接受并理解韧

性理念。然而，由于学校又有着教学场地和时间的优势，政府可

以尝试在职业学校开设韧性建设相关专业，加上学生本身有着较

强的学习能力和求知欲望，其可塑性较强，从而为长期的韧性城

市建设储备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同时，政府要积极推进学校的

韧性化改造，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和老师了解韧性建设的内容，有

效提升学生其对于韧性城市建设的认知。

４．３　加强韧性城市的信息化建设
健全的信息系统可以统一韧性城市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具

体有以下几点：

１）在规划设计环节，建立韧性城市建设的数据库，并将已有
的规划方案等信息纳入数据库，有利于实现政府内外部的信息

共享；

２）在运行监管环节，搭建项目实时监测平台，实时监测管网
堵塞情况，使得相关部门能够快速有效获取信息，一旦出现任何

问题，能及时收到信息进行处理；

３）在绩效评估环节，依托智慧化手段建立绩效评价体系，还
可以通过智慧技术建设韧性城市“一站式”服务平台，方便相关项

目前期建设流程，提供从审批到管理和结项的全流程一站式

服务；

４）在推进韧性城市相关的数据开放上，搭建面向公众的信息
网络平台，让全社会能够更清晰地了解韧性城市，激发学习热情。

综上所述，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韧性城市是城市灾害韧性

建设的重要探索之一，是现阶段城市防灾减灾的新思路。结合韧

性城市理论和治理理论，在具体韧性城市建设中，可通过健全韧

性城市建设的制度规范体系、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韧性城市试

点建设及加强韧性城市的信息化建设等途径，保证卡特等构建的

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满足环境、工程及

社会韧性三个方面，才可促进其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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