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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建设韧性城市已成为国内外城市的热点议题。城市是全球人口和财富最密集的地

区，也是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风险的高发地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要“建设

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举世瞩目，

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8.1亿。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引领下，未来城镇化的转型需

要注重质量和内涵的提升。2018年12月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广西南宁举办了“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系列标准发布”活动，发布了《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等10项国家建设标准，旨在“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建设和

谐宜居城市”，助推我国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韧性一词最初来自生态学，源自拉丁文resilio，意为受冲击后反弹。城市韧性是指城市在自然

灾害、经济危机、社会风险等外部冲击之下的恢复能力。国内外韧性城市的实践推动了国内的政策

与行动进展。2010年3月，联合国减灾战略署发起“让城市更具韧性”运动，鼓励地方政府在可持

续城市化进程中建设韧性城市，为全球防灾减灾筛选范本，我国成都市被选为“灾后重建发展”

的范例城市之一。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全球100个韧性城市”项目，旨在支持全球城市制

定韧性规划、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挑战，我国浙江义乌、四川德阳、浙江海盐、湖北黄石

4个城市已成功入选。2015—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布了两批共30个国家级海绵城市试

点。2017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了28个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时指出：“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法，追根溯源、分类施

策……系统梳理隐患和风险……既治已病，也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这一生动形象的

比喻，揭示了中医思维中蕴含的系统治理理念。我国的韧性城市建设也可以从这一传统文化宝库中

汲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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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思维中的系统治理理念
人体生命系统与城市系统都属于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其特点是系统结构具有动态稳定性

和自组织功能，能够学习并适应环境，实现自我演化与有序发展。人体如一个小宇宙，是由

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与外部环境时刻进行着能量与信息交换。城

市属于典型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是由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人类社区等子系统组成

的复杂网络，城市内部各种要素相互影响、彼此关联。人体与城市系统都具有生长周期和自

我修复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韧性城市可以从中医系统理念中获得一些启示。

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相应”的系统观、

整体观。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就率先提出了天地

人三才共生思想，基于长期的天象和物候观测提出了阴阳

五行学说，认为自然界与人是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年、

季、日、时周期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理、病理产生相应

的周期变化，养生治病需要“顺天应时”。《黄帝内经》

载：“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中医认为人体

五脏六腑、经络系统并非孤立运作而是有机联系的，人体

系统这一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可以取象比类，例如以日月

星辰之“五行”（木火土金水）性质，对应脏腑（肝心脾

肺肾）属性。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自

然物质相互克制、相互制胜，脏腑之间亦存在类似的生克

制化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维持人体的生理平衡

和功能稳定，“克者，以其力强能制弱，故木克土，土克

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盛则传，虚则受”，

是五脏疾病传变的基本规律，即某一脏腑的虚实强弱会以

传变形式影响到其他脏腑，因此治病与养生要以系统思

维，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抑强扶弱、泄实补虚，培土制

水、泻南补北等手法，实施辨证论治。不同文化的哲学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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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医结合施策、提升城市韧性
国内外建设韧性城市的切入点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公众风险意识提升、加强风

险预警和应急能力等方面。这些行动受到部门政策或项目投资的驱动，往往缺乏系统设计和协同规划，难以发挥

“1+1＞2”的效果。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城市建设理念，引入西方的空间规划理论和技术，

同时借鉴中国传统的系统治理理念，减少工程建设对城市环境和空间的破坏，提升城市的安全性和宜居性。

（一）“城市针灸术”：城市再生策略 
经络系统构成人体能量与信息流动的互联网，穴位即这一复杂网络系统上的关键节点。经络系统常常被用来

比拟城市交通网络，穴位则如同交通要道，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班牙建筑师和城市学家M.S.莫拉勒斯（Manuel 

de sola Morales）将中国古老的“针灸”原理应用于1982年巴塞罗那城市再生战略，治理中心和边缘地带的衰落

问题。都市针灸术不同于大拆大建、“手术刀”式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更强调针对关键区域和问题，采用细致深

入、成本和影响较小的介入措施，以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果。与耗时费力、依靠长期投入的长远规划相比，

它能通过在关键点上的一个简单触动，复兴一个“患病”或“衰败”的地区。

巴塞罗那遍布着数以万计各式各样的传感器，用于实时监测环境的变化，所汇集

的数据可以建立可视化图形，有助于政府采取主动措施

大树进城

开山造地

人造景观

填湖填海

中医的系统治理思想对于“头疼医头、脚痛

医脚，偏爱工程建设、动辄大拆大建”的传统城市

规划手段具有批判式启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

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

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

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

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许

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

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

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因此，建设韧性城

市，要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避免扰乱城市生态

子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我国机构改革成立新的生态

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有助于打破城市建设中条块

分割、各部门各管一摊的弊端。在韧性城市建设

中，需要规划、水利、园林、应急管理、生态环

境、市政、交通等多部门的联动配合与协调行动，

才能实现系统治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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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城市改造理念提出后，在许多中外城市得到了应用。例如，巴

西库里蒂巴市建造了与地铁效率相当而造价却更为低廉的快速公交系统

（BRT）集防洪功能与景观绿化为一体的河岸公园由垃圾填埋场改造而成的

植物园等城市改造项目。我国城市规划者在上海街区改造案例中也采用了

城市针灸这一微干扰的植入规划方式，例如在虹口区提篮桥地区袖珍广场

设计项目、多伦路文化街区改造项目中，通过打通街巷、改造地铁周边环

境重塑老城区的公共空间，改变单一化的商业形态模式，促进街区功能多

样化，提供更加多元化、有弹性的公共服务，挖掘地方元素，推动自下而

上的社区公众参与，等等。

巴西库里蒂巴市的快速公交系统（BRT）

库里蒂巴的公交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快速

公交系统（BRT），是介于快速轨道交通

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新型公共客运系统，是

一种大运量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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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导引术”：城市绿色廊道
导引意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是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养生技术，通过以呼

吸运动（导）与肢体运动（引）相结合的方法达到通调气血经络、强体保健的目的。空气

污染、交通堵塞已经成为许多现代城市的顽疾，城市风道、绿色交通廊道能够起到类似导

引的作用，舒通城市气机、促进能量流动与城市废弃物的扩散。

城市气候地图是许多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优化城市设计的重要规划技术，20世纪70

年代以来，已有十几个国家制定了城市气候设计导则，实践手段包括减少人为活动的热排

放、改进步道通风、增加绿化和植被覆盖率、创造城市风道、塑造建筑景观，改善城市

热辐射的空间分布及户外舒适性，等等。例如，英国伦敦的环城绿带建设、美国纽约将废

弃铁路改造为城市休闲绿色廊道、波士顿的城市干道绿色改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协同生态建

设、城市更新与防灾减灾的气候规划设计。2010年以来，广东借鉴国际经验，最早在珠

三角地区建设了城市绿道网络体系。目前，北京等城市也在积极建设城市绿色廊道和风道

以减小空气污染物的沉积，减小雾霾的影响。

案例1  海南三亚市海绵城市试点项目：滨海污水沼泽的湿地改造

环城绿带是指在一定城市或城市密集区外围，安排建设较多的绿

地或绿化比例较高的相关用地，形成城市建成区的永久开放空间

环城绿带之所以在欧洲得到广泛应用，原因是工业化加快了城

市化进程的步伐，同时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

是城市发展呈现蔓延扩张趋势。而环城绿带恰好能有效地抑制

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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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市High Line在20世纪60年代被废弃，并计划拆毁，而后，纽

约市民自发组织保护这一建筑，并得到政府支持

High Line的设计充满了现代时尚与简洁的线条, 充分利用了各种材料搭建成现在这个让人叹

为观止的空中花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高线上种植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如美洲冬青、紫荆

等美国本土常绿植物，能够一年四季不间断为公园提供丰富的色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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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湖南常德海绵城市和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项目

2010年以来，广东借鉴国际经验，最早在珠三

角地区建设了城市绿道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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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造“城市之肾”：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城市水系统的自我调蓄涵养疏泄

功能，是再造“城市之肾”的巨大系统工程。《难经》借用类比思

维方法形象地阐明了人体经络与江河湖泊水系统之间的关联，指出

“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虞。

天雨降下，沟渠溢满，当此之时，霶霈妄行，圣人不能复图也，此

络脉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意思是人体络脉如毛细血管具有储

藏调节十二经脉富余气血的功能，好比天降大雨时沟渠皆满可以分

担江河干流的洪水。

海绵城市示意图

城市的开发建设破坏了大自然调蓄雨水的“海绵体”，导致“逢雨必

涝、雨后即旱”。以中西医结合思路建设海绵城市，需要自然与人工相结

合、蓝绿灰措施组合、大中小海绵统筹的系统治理。“蓝色”海绵技术包

括河湖水系的保护、联通及调节，“绿色”海绵技术包括修建雨水花园、下

沉式绿地及草沟等，“灰色”海绵技术包括雨水管网、泵站建设等。“大海

绵”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的城市生态格局进行系统规划，“小海绵”是指绿色

屋顶、透水铺装等源头控制及雨水管网的升级改造、调蓄设施建设等。海绵

城市在实践中借鉴国内外经验，一方面注重提升雨污治理、雨洪利用的手段

和技术，提升城市应对暴雨洪涝的韧性；另一方面注重城市生态建设与景观

规划，体现“水适应性城市”“水适应性景观”等理念。例如，海南三亚、

湖南常德等城市利用海绵城市项目改造沿海滩涂、城郊棚户区地带，利用红

树林、芦苇沼泽人工湿地构建水生态净化循环系统，建成了融湿地、林地、

绿色廊道、排水渠、社区公园、住宅区一体的美丽新人居。湖南常德的海绵

城市建设被选为亚洲开发银行报告中的样本城市。

[ 注：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17YCXZD007）资助 ]

“大海绵”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的城市生

态格局进行系统规划，“小海绵”是指

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等源头控制及雨水

管网的升级改造、调蓄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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