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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应跳出技术层面，从智慧层面看待洪涝灾害问题。 阐述了生态智慧与城市韧性的含义，以生态智慧引导城市韧

性建设的角度，从观念引导、权衡引导、功能引导、学习引导、协作引导、实施引导等 ６ 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韧性城市以应

对洪涝灾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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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夏天以来，持续强降雨造成我国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洪涝安全

尤其是城市洪涝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事实上，城市洪涝灾害早

已不是新问题，历史上我国发生过多次，如 １９５４ 和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造成的严重洪

涝灾害。 多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洪涝问题，在技术和资金上投入巨大，如近来各

地纷纷上马的“海绵城市”等工程项目。 但是，尽管投入巨大，面对今夏的洪涝

仍应对困难，损失惨重。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尽管人类拥有了强大的技术

力量，但城市洪涝灾害的防护单纯靠技术是不够的，需要跳出科技层面，以生态

智慧引导下的城市韧性建设来应对未来城市的各种灾害。

■生态智慧与城市韧性

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指人们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并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以使得人们能更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种聪明认知与能力。 相对于生态技

术，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于对生态技术的了解与掌握，更是对所涉及到的生态环

境问题中体制与机制、利益与价值、审美与伦理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认知与理解。
尽管现代生态技术发展已相当成熟，但是技术不能替代智慧，很多生态问题难

以解决并不是因为缺乏相关生态技术，而是缺乏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

然的智慧［１］。

城市韧性

城市韧性是指城市系统及其构成的社会生态和社会技术网络在面对干扰

时，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维持或迅速恢复理想功能的能力，是能迅速转变那些

限制现在和未来适应性能力的系统［２］。 城市是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自其

形成便持续遭受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各种干扰与灾害。 面对灾害，不同的城市的

应对差别很大［３］。 相似的灾难来临，有的城市可以把灾害损失降低到很低，并
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恢复；相反，有的城市却损失巨大，并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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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导致不同结果的本质原因是城市韧性的差异。
韧性越强的城市，其抗灾能力越强，恢复时间越短，
所受损失越小。

■生态智慧引导下的城市韧性建设

观念引导———转变思维，从防御到接受

自古以来，洪水与猛兽被视为敌人。 从“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机构名称充分反映出对待洪水

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防”，城市与洪水不能共存。 这

一观点是一种把自然排除在外，即把自然与人、与城

市割裂的思维方式。 换个角度，洪水的发生是客观

规律，既防止不了，也回避不了。 因此，顺应规律就

应该转换观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上，采用更

为智慧的办法，视洪水为友，将应对思维由防御型向

接受型转变［４⁃５］。

权衡引导———权衡得失，基于慢变量与快变量的

考虑

决定事物系统状态的本质属性，其关键在于慢

变量，而不在于快变量。 当慢变量达到一定的阈值，
系统就会崩溃，从而转入另一种状态［６］。 因此，只有

理清系统中快慢变量，并且掌握好阈值，权衡发展得

失，才能更好的维持系统韧性。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

的城市就是如此。 以 ２０１６ 年洪水为例，城市洪涝灾

害的发生看似是强降雨造成的，但实质上降雨量只

是系统的快变量，并不是决定洪涝灾害发生而导致

城市雨洪管控系统崩溃的本质原因。 导致灾害发生

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慢变量———“容水率”，即流域范

围内的河湖蓄水容量与流域总面积的比值。 根据对

全国几十个地级市 ３０ 年间的湖泊湿地面积变化的

比对研究表明，城市湖泊湿地面积总体减少，容水率

降低。 在长江流域，当强降雨来临，由于容水率降

低，流域中的大小湿地无法容纳瞬时降雨量，雨水多

汇于长江，长江及周边河流水位因此上涨甚至高于

部分城市地面高程（如南京的河西地区），造成河水

倒灌，城市遭淹。 侵占湖泊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或

农业用地是城市扩张的结果，我们在享受这些区域

提供的经济服务功能的同时放弃了其生态服务功

能。 高强度开发侵占湖泊湿地、超越土地承载力，城
市韧性下降，洪水随之来临。 生态智慧要求人们必

须清楚的认识到得到的与失去的，在快慢变量之间

加以权衡、取舍。

功能引导———保持多样性与冗余，形成稳定的系统

多样性与冗余为城市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变化

与干扰提供了多种选项，增强了城市系统功能上的

可靠性与稳定性，提高了城市韧性［６］。 就城市洪涝

灾害而言，多样化的排水方式与具有冗余度的调蓄

容量能增强城市承洪能力，多样化的经济或谋生方

式可促进灾后的经济恢复与重建［４］。

学习引导———通过鼓励社会学习，增强环境适应

能力

城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城市韧性的最

终源泉是坚忍不拔、足智多谋的民众［７］。 人类可以

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深刻的反思增长生态实践智慧，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良性互动与调适，这是构建

城市韧性的根本［８］。 都江堰和福寿沟等案例都充分

体现了这一点。

协作引导———广泛参与以及多中心管控，建立有效

协调机制

在参与方面，凡涉及到流域水资源调配与管理，
政策制定或项目实施都应保证流域内各方的广泛参

与［６］，集各方之生态实践智慧并权衡和调配好各方

利益。 在管控方面，相对于单中心，多中心的管控方

式更有利于维持系统的稳定［６］。 水资源管控涉及到

社会各方面，因此各部门及各个社会组织需要相互

联系、互相制约与监督，才能保障水生态安全，提高

城市水系统韧性。

实施引导———从学术研究层面进入政府操作实施

层面

城市韧性建设是国际热点问题，从学术界至政

府部门都得到高度关注，并已从学术层面进入政府

操作实施层面。 例如，针对洪水与飓风灾害，美国纽

约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
计划，提出了纽约应对未来气候风险韧性建设的 ６
个举措［９］。 国内韧性的研究在学术界已起步并日益

受到重视，但相对于国际同行，更多的停留在理论探

讨，较少有实践上操作。 未来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

的成功经验，在生态智慧的引导下，使城市韧性建设

从理论研究尽快进入政府实施，编制城市韧性建设

规划，整合相关部门与组织，成立包括雨洪管控在内

的韧性建设协调机构，加强土地和水资源的韧性管

理，科学评估城市韧性，找到韧性短板，增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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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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