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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然灾害频发和城市化问题加剧,当前社会进入新风险时代,传统城市防灾规划局限性凸

显,不能有效抵御灾害和充分保障城市安全。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引入韧性城市理念,探索城市防灾规划

优化的新路径,以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与防灾能力。文中首先概述了韧性城市内涵与发展,然后系统总结了

传统防灾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韧性城市视角,提出了防灾规划理念转换、构建韧性空间、提升

工程韧性、应用新技术、加强应急机制韧性等五项优化路径。以上路径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城市应对灾

害能力,促进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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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current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risk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have 

become prominent, which cannot effectively resist disasters and fully guarantee urban safety.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optimiz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resilient city, so as to enhance urban safety resilie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bility.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resilient city,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y, five optimization paths were proposed,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space,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resil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resilience of emergency 

mechanis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 paths wil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ity's ability to cope with 

disasters and promote urba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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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因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耦合,城

市面临的灾害风险更加复杂多样,威胁日益剧增,给城市应急防

灾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城市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因

此,加强城市应急防灾能力,提高城市应对风险能力与安全性成

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但是在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传统的城市防灾规

划已无法满足城市的安全需求,亟需完善和创新防灾规划[1]。 

韧性城市作为应对风险社会和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城市规

划理念,强调城市在面对外界冲击时能够迅速恢复并维持其基

本功能[2],同时通过学习与适应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将

韧性城市理念引入城市防灾规划体系,将会是一种全新的视角

来审视和解决城市防灾问题,有助于提升抗御灾害能力和构建

韧性防灾规划体系。 

因此,本文深入解析韧性城市概念,再系统总结传统城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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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规划在应对新时代风险时所显现的问题,如规划滞后性、跨

部门协作不畅等。最后在韧性城市视角下,提出一系列针对性

的优化路径,即防灾规划理念的革新、空间韧性的构建、工程

韧性的强化、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应急管理机制韧性的提升,旨

在促进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能力,为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奠定

坚实基础。 

1 韧性城市内涵与发展的概述 

1.1韧性城市内涵 

“韧性”一词最初源于拉丁语,本义为回弹,指某些物体在

遭受攻击与冲撞后,可以基本恢复至最初的状态[3]。“韧性城市”

即指城市在受到外界灾害带来的冲击与压力时,其自身能够有

效抵御、化解灾害冲击,并能适应灾难以及迅速从灾害中恢复过

来,保持城市系统功能正常运行[4-5]。 

1.2韧性城市的发展 

韧性城市是韧性应用于城市领域的结果。“韧性”原为物

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生态学家霍林于1973年将其引入生态学

领域[6],20世纪90年代,韧性理念开始运用于城市建设[7]。国外

方面,2002年,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首次提出“城市韧性”,并将

其纳入城市与防灾减灾领域[8]；之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

室发起“MCR2030”,推进地方韧性建设,提高城市灾害风险应对

能力,以实现《仙台减少灾害框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新城市议程》等全球框架、协议提出的目标[9-10]。国

内方面,2020年国家首次提出“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之

后我国提出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增加城市韧性内容[11]。 

1.3韧性城市与城市防灾规划间的关系 

城市防灾规划作为抵御灾害保护人类生命财产而采取的预

防措施,是增强城市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传统的防灾规

划主要聚焦在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而运用韧

性城市理念的防灾规划,则更加重视全方位的综合防御以及

统筹协调各种灾害规划,从而显著提高城市应对灾害的整体

效率与能力。同时,韧性城市还强调城市系统的自我组织和学

习能力[12],这有助于城市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快速响应和有效应

对。因此,韧性城市理念将为城市防灾规划提供更加全面、系统

和科学的指导。 

2 城市防灾规划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防灾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防灾

减灾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引领防灾工作的开展。我国防灾减灾规

划自产生以来,已经历了四次的规划更迭。国家以及部分城市也

相继编制了综合防灾规划,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出台了

各类防灾规划。目前,虽然我国城市防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力度

已逐步加强,但是未能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同时当前防灾

规划也存在诸多问题。 

2.1防灾规划理念滞后 

城市在制定防灾规划时仍沿用刚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

方法,缺乏引领性和突破性,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风险。传

统防灾思维将工程性防御作为重点,忽视灾害风险动态评估,这

使得城市防灾规划难以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趋势相匹配,也难

以应对日益多样化的风险挑战。 

2.2防御灾种单一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 

当前城市防灾规划主要是针对单一灾种,但是灾害往往具

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种灾害的发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

其他灾害的并发。因此,在面对复合灾害时,制定的防灾规划因

缺乏综合性和协调性,其应对能力大打折扣。此外,因未考虑到

灾害多样性和相互关联性,无法保证在面对任何自然灾害时都

能敏捷地作出反应。 

2.3防灾空间布局有待完善 

在防灾空间布局方面,城市安全格局划分时较为依赖依据

过去灾害情况,对城市自身地形环境影响考虑不充分。在应急场

所设施、保障资源空间布局时,只考虑单种灾害,未能实现多灾

种兼顾,缺乏科学性与统筹性,导致资源分配失衡,出现过剩或

不足。规划中救援通道通达性不足,覆盖面不广,与防灾空间连

通性也较差。此外,也未能预留弹性应急空间。 

2.4基础设施与防御工程建设不足 

防灾规划中对于基础设施和防御工程欠缺考虑,造成规划

数量较少且建设水平较低。其次,实际已建设的基础设施与工程

设施都已经陈旧,缺乏日常检查维护。以至于防灾工程设施的可

利用率低,更没有备用设备,导致城市在面对灾害时不能够充分

应对。 

2.5防灾规划技术水平落后 

传统防灾规划的技术不够先进,制定的各项工程技术标准

已经滞后新灾害形势下所需标准,而且制定时依据的是过去经

验或技术公式。其次,缺乏先进技术的应用,当前灾害都是多变

且多样的,过去的防灾规划中将新型先进技术应用在灾害数据

共享、灾害监测预警以及灾害救援等领域较为匮乏。 

2.6应急管理机制体制有待提高 

我国现有应急管理体制起步较晚,导致应急管理体系中跨

部门、跨地区的协同机制尚不完善,信息沟通不畅,影响救援效

率[13]。部分地区的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在实

际应对突发事件时反应迟缓,效果不佳。 

3 韧性城市视角下的城市防灾规划优化路径 

3.1转换防灾规划理念,完善风险评估系统 

韧性城市在防灾减灾领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防灾规划

中运用符合安全发展的韧性城市理念,使得城市面对灾害时能

够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并且针对灾害全过程采取综合性

的防御、应对、恢复措施,显著提升城市抵抗风险能力,也让规

划具有韧性和引领性。 

对于城市风险评估要进行提高和完善。通过构建韧性城市

风险评估体系,从而对城市存在的风险和城市韧性进行更加全

面准确高效的评估。一方面是搭建一个数据实时更新、信息统

一全面的“灾害一张图”数据库,以加强对城市多种灾害综合

性判断,科学识别灾害风险；重点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的技术

优势,对城市风险评估方法和动态风险评估技术进行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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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更好的判断预测城市风险来源、程度

以及路径[14]。另一方面创新科学的预测模型。要学习借鉴其它

学科的模型在风险评估研究中的应用,建立适用于常见自然灾

害的灾害预测模型,制定行之有效的应急方案,为城市遭遇灾害

时提供支撑,避免城市承受较大的损失。 

3.2构建城市安全格局,打造防灾韧性空间  

城市安全韧性空间的构建：一是保障城市空间布局安全。遵

循城市自身的自然环境、灾害类型与风险,确定高中低灾害风险

区,布局重大危险源时进行安全防护距离避让,同时避开灾害高

风险区与人员密集区。二是城市防灾空间格局。合理划定城市

防灾分区,分区之间构建生态隔离防护系统,确保不同区域的相

对独立性和安全性；基于韧性城市特征,根据不同防灾分区需求,

科学统筹布局防灾避难空间、物资保障储备空间、防灾救援设

施以及合理规划场所、设施建设的数量,预留应急弹性留白空间,

同时要注重防灾应急避难设施能够兼顾多灾种且可以复合利用,

提高城市空间的冗余度以及防灾韧性水平[15]。三是应急救援疏

散空间。完善交通道路网络,提高城市道路通达性和承载能力,

建立多层级以及多数量的救援疏散通道,保证救援疏散通道与

城市干道的畅通,并且注重与避难疏散空间的联系,形成全面覆

盖的疏散救援通道,提升城市的灾害应对与灾害后恢复能力。通

过城市防灾空间的划定,科学布局各类具有防灾功能的要素并

使其形成有机联系,构建城市防灾韧性空间体系,增强城市防御

能力和安全性。 

3.3强化基础设施与防灾工程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工程韧性 

城市基础设施和防灾工程设施是城市防御灾害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建设成果和良好运行状况也是体现城市韧性的重

要指标[16]。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和防灾工程设施的设计完善,

并进行全方面的更新改造,提升技术标准与建设水平,增加其冗

余和模块化设计,制定多种城市生命线的可替代方案,加强其冗

余性；在工程设施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应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加强其智慧性；从而有效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提高城市工程韧性,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3.4积极推动新技术应用,加强科技防灾力量 

科技创新是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城市防灾

韧性的重要途径。积极应用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方法,快速获取与共享灾害要素信息数

据,以便于全面分析、准确监测灾害风险实时态势,提升灾害预

报预警、风险评估、模拟仿真的水平,以及预警监测的精准性与

有效性[17]。同时,对于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要加大转化力度并注

重推广应用,加快防灾减灾新技术与新服务、应急救援新装备等

发展,充分发挥新型科技在防灾中的支撑作用。 

3.5加强韧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防灾软实力 

健全现有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应急主管部门的统筹指

挥和综合协调能力,确保在多种灾害发生时做到迅速统一指挥、

及时防范部署,妥善处理解决。构建跨部门应急协作机制,强化

各部门、各区域之间的应急联动与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应对灾害,

有效提升灾害应急响应快速反应能力。完善专项应急预案,注重

多灾种的应急方案制定,针对不同类型灾害制定具体应对方案,

并进行应急方案的演练工作,确保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此外,

加快应急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工作,整合不同部门的应急救援队

伍,提高应急队员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建立满足多灾种救援需

求、装备专业、效率高效的综合应急队伍,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

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置和救援工作。 

4 结论 

本文经过研究韧性城市视角下的城市防灾规划,得出结论

如下： 

(1)韧性城市的理念为城市防灾规划提供了新思路,其指导

下的防灾规划优化路径对于保障城市安全、提高灾害应对效率、

图1  传统防灾规划与韧性城市视角下的防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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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优化城市防灾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空间、新技术应用、工

程技术、应急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韧性提升,形成系统的、有韧

性的防灾规划体系。 

(3)持续深化韧性城市理念在防灾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有助

于推动城市防灾规划向更加高效全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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