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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怎么建？

李俊奇：海绵城市的建设首先应该尊重科学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海绵城市的建设首先应该尊重科学。不能“一刀切”，过分地夸大或者

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包括绿道、湿地、雨水花园、森林、乡土植被等）的作用。绿色雨水基础设施能够减少径流总量、减

轻径流污染、美化环境，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遇到大暴雨，若没有管渠系统的快速排放，城市还是会面临内涝的问题，因此在

海绵城市建设时需要将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和灰色雨水基础设施（传统的雨水排放模式，以管渠、水池、泵站等为主）有机结合在  

一起。

章林伟：采用PPP模式，实现投资回报是关键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表示，海绵城市的建设需要多种工程技术设施，具体包括排水防涝设施、城镇污水管网

建设、雨污分流改造、雨水收集利用设施、污水再生利用、漏损管网改造等多个项目，其中“渗、滞、蓄”等源头减排项目投资

约占1/3。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导致地方政府更青睐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采取明晰经营性收益权、政府

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多种形式进行建设。但因为投资回报模式不清，PPP模式并没有像地方政府预想的那样成为“梧桐树”，引

来社会资本这只“金凤凰”。所以海绵城市建设如果采用PPP模式，如何实现投资回报是资金落实的关键所在。

牛璋彬：用传统方式建设海绵城市亦可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司水务处副处长牛璋彬指出，目前海绵城市建设主要偏向使用PPP模式，但由于缺乏降低投资及收益风险

的方式，参与建设海绵城市的企业只能依靠政府关系或者成为国家示范项目来规避风险。所以除了PPP模式，还有部分城市使用传

统的各部门分段实施模式和城投模式来建设海绵城市。采用传统方式建设海绵城市，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统筹，容易造成项目

的碎片化，不利于最后达到良好的整体效果。虽然传统模式具有不少弊端，但是反而适宜推进，因为地方政府容易对各部门进行

协调，这是企业做不到的。

张颖夏：有关部门要关注建设海绵城市应选的企业
国际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工程实践交流协会秘书长张颖夏说，除了建设资金问题需要解决之外，地方有关部门选用什么样的

企业参与海绵城市建设也是不少人关注的问题。从建设内容看，海绵城市建设是综合工程，涵盖的工作在专业规划的基础上，还

包括勘察、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高复杂性、项目条件不清晰，地方政府在组织这项工程时也会遇到诸多挑战。如果

实施城市真正想做好海绵城市建设项目，首先需要请真正操作过同类项目的企业参与，但是，在当前几乎没有拥有海绵城市建设

经验的施工企业的情况下，聘请有经验的机构进行监管和监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李璐：我国绿色生态排水理念及技术体系的确立任重而道远
博天环境集团高级副总裁李璐指出，从海绵城市的建设环节来看，主要分为渗、滞、蓄、净、用、排等六个方面。其中渗、

滞两个环节主要是对建筑、道路、广场、绿地等公用市政基础设施进行相关改造，也是我们通常提及“灰色”的部分。后面四个

环节则都是“绿色”部分。“灰色”是市政建设方面相对轻车熟路的部分，但“绿色”才是海绵城市能发挥功用的精髓所在。由

于我国工程技术界“灰色思想”根深蒂固，绿色生态排水理念及技术体系没有真正确立，“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

海绵城市建设思想还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灰色方案的建设工程增量不减。

朱玥颖：建设“海绵城市”，每一寸土地都应具备一定的“海绵”功能
《人民日报》记者朱玥颖认为，传统城市的建设模式对于雨水主要靠管渠、泵站等“灰色”设施来处理，以“快速排除”和

“末端集中”控制为主要理念。而“海绵城市”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尽量模拟雨水的吸收、存储、蒸发这个自然循环。

建设“海绵城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海绵体”，不夸张地说，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应具备一定的“海绵”功能。一方面，通过

微地形调节，让雨水慢慢汇集到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可为各种路面、地面铺装透水材料，改造屋顶绿化，从源头将雨水留下

来、“渗”下去，涵养地下水。土壤、植被以及绿地系统的渗透，对水质产生了净化作用，经过净化的雨水可被再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