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轫性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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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韧性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从目前全球韧性城市规划的研究情况 

来看，日本是比较先进的。主要是在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因此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提出了国土强韧化的政策，开始正式对韧性 

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逐渐建立了国土强韧化规划体。日本建立的国土强韧化规划体是在韧性城市规划理论 

提出后，首个进行实践的国家，为此给各个进行韧性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国家一定的帮助。笔者从国土强韧化规划理论、思路和 

方法入手，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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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逐渐增加，人口的快速 

集聚，导致城市的结构出现了复杂性的变化。规模的扩张虽 

然使得城市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出现了城市自身 

抗冲击性降低，敏感性降低的现象。很多城市越来越脆弱，容 

易受到城市灾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城市灾害影响城市发展 

的情况，这充分的体现了城市防灾减灾体系中出现了巨大问 

题。为了全面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国内外都提出了韧 

性城市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我国目前的韧性城市研究尚浅，规划案例也比较少。笔者结 

合合肥市提出了市政设施韧性提升建设规划，对我国的韧性 

城市规划建设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和分析。

2 国土强韧化规划理论

国土强韧化规划管理主要是需要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根 

据预期城市所能够面临的灾害以及灾害类型进行分析，进而 

确立相应的防灾对策，最终实现自助、共助、公助的救灾关系， 

全面优化防灾资源，减少城市所受灾害的影响。通过城市强 

韧化规范管理能够确保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城市和自 

然环境的关系，维持景观，合理的利用城市的资源，全面促进 

策略的实施水平。

3 韧性提升规划编制的基本思路

在城市进行韧性提升规划的时候，首先根据城市的具体 

特点，进行相应的韧性建设分析。包括对城市市政设施韧性 

内涵进行分析，并提出韧性提升的基木目标，对于有可能出现 

的风险情景进行分析，根据风险情景，分析出评价系统的脆弱 

性。其次，根据各要素方面的脆弱性，对风险的具体情况提出 

相应的防范措施，最后根据审视的结果，对整体对策进行评佔 
和完善。

4 韧性提升策略

4.1 转变规划理念

我国的规划体系木身是需要依靠传统的常态视角，并根 

据现有的防灾规划和公共安全规划进行分析和延伸，确保城 

市的发展导向的正确性。对于城市，需要进行全面的韧性规 
划 ，就要从城市的防灾减灾人手，并根据工程学思维，对于没 

有涉及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需要根据我国 

近年来的灾害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并设定相应的韧性城市应 

对方案。最终只有达成共识，在确保城市安全的基础上，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并确保城市的高效快速发展。虽然灾害能 

够损害人们的生活，但辩证的看待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 

够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建设中的缺漏从而改进，促进城市的良 

好发展。我国在进行韧性城市建设的时候，需要先转变传统 

的规划思路，并以常态事件为切人点，以非常态规划为基础， 

最终能够实现常态规划和非常态规划之间的相互融合。

4 . 2 推进韧性城市规划法制化建设

日木在进行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时候，很快的确立了韧 

化事业的地位，并及时的建立了相应的结构和指导方针，最终

确定了资源的调配。从根木上来说，我国的城市韧性化建设 

和国外的并不相同，所以在进行韧性城市基木法建设的时候， 

需要以韧性城市基木法为核心，根据其规划的法定地位，确保 

城市规划的顺利进行。对于不同地区的基木法律，还要根据 

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对韧性城市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 

编制。

4 . 3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在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需要从国家的层面进行韧性城 

市事业的全面推动，并以此对相关的各级部门进行全面的协 

调。对于不同的城市，需要建立韧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并以 

主要领导为组长，设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于建设管理 

部门，也应该注重各分管部门之间的统一管理，确保城市韧性 

的全面提升。

4 . 4 重新梳理空间规划体系

对于我国来说，在国家层面需要进行韧性城市规划的全 

面编制，并以此为基础，为各部门编制专项的规划书。在城市 

的层面，还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韧性城市规划体系，确保韧性 

城市的计划和全市的相关领域都有一定的联系。顶层的领导 

下，能够进行相应的城市韧性规划编制和防灾规划，并编制各 

个功能体系的韧性提升规划书，确保城市的灾后重建有相应 

的规划可依。对于城市灾后重建的工作，也需要有相应的规 

划编制体系，确保其能够良好的应对。

5 结束语

我国的韧性城市规划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薄弱的， 

而且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并不相同，所以对于国外的 

韧性城市建设情况，不能够一味的借鉴，还需要根据我国的具 

体情况进行相应的深人分析和思考。我国的城市在进行韧性 

城市规划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 

规划，并确保规划的情况符合城市的条件。在以后的韧性规 

划中，还需要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有详细的认识，并确保在研究 
和探索的同时，实现我国韧性城市规划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 

提高我国城市的综合防灾能力，确保我国城市的安全性，提高 

城市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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