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理论探讨 DISCUSS 论文 Build 编辑＿雷  芝    设计＿姜   璠

 2019.12 -  119    

□  崔明家   王兴鹏

[摘  要] 作为城市基本组成单元，社区在灾害应对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有效评价社区灾害应对能力，针对目前社区灾害应对中存

在的问题，基于韧性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四个维度和20个详细指标的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模型，最后应用该

模型对石家庄某社区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的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模型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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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社区规模不

断扩大，社区作为城市灾害应对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单

元，起步较晚，灾害应对系统还不完善，在灾害面前表

现出一定的脆弱性。而近几年国际上兴起的“韧性城

市”理念强调城市在外来压力下的自组织能力、自我恢

复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该理念可以灵活地使城市在防

灾减灾各阶段有计划地提升能力，从动态与发展的角度

为城市灾害应对提供新的思路[1、2]，因此对社区进行灾

害应对能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发达国家在韧性社区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并积累

大量经验，英国政府建立“社区防灾数据库”，并形

成社区自救的应急理念[3]；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提出“减灾型社区活动”新计划，通过建设

示范区确认风险并制订应急计划[4]；日本非常重视社区

灾害应对能力建设，推行“防灾福利社区事业计划”

（BOKOMI），提出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自己的城市

和社区自己保护等理念[5]。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社区灾害

应对能力的建设，2004年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民政

部开展“减灾进社区”活动，向民众宣传和普及减灾、

避灾、自救和互救知识，以提升社区应急能力[6]。近年

来，我国学者对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进行了探索：周永根

从应急管理预案角度出发对社区应急能力进行研究，找

出社区应急预案体系中存在六种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

建议[7]；张永领从灾害应对管理周期角度出发，基于模

糊综合评判方法，从防灾、准备等方面探讨社区灾害应

对能力还需完善和加强的策略[8]；彭翀、郭祖源等从评

价对象、理论研究和社区发展三个角度出发对社区灾害

应对能力进行研究[9]；郭小东将社区的恢复能力与社区

灾害的易损性比值作为衡量韧性的标准，在这一视角下

构建出老旧社区韧性评价模型[10]；吴晓林等整合人类因

素、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为构建韧性社区提

出发展建议[11]。综上，国内学者对于社区灾害应对能力

的研究大多是国外理念和经验介绍或案例分析，还未形

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也尚未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韧性城

市灾害应对建设的指标体系和规划方法，在韧性视角下

对社区进行灾害应对能力研究的更为鲜见。

本文针对我国城市社区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韧

性视角出发，研究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指标及建设路

径，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计

算，给出城市社区灾害应对能力的一个综合评分，并提

出韧性视角下社区需要完善的策略。

1  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理念
韧性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工程领域，20世纪90年

代被引入城市灾害研究中，用以描述一个区域在破坏和

灾难中维持和恢复的能力[12]。韧性城市强调城市或社区

减轻和适应灾害的能力，并从灾害中快速恢复的能力，

相比于传统的城市安全和灾害应对能力，其研究更具有

系统性、长期性和动态性，更加符合城市系统的演化规

律。因此，韧性城市是以韧性理论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具有长远性和系统性思维的城市发展理念。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德国社会学家F·腾

韧性视角下城市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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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造价控制及物质供应提供依据。

（1）BIM5D进度报量应用。通过5D把模型与清单

按照流水段、进度计划、时间、楼层、构件等物资量的

统计功能，可精确查询某楼层、某流水段的建材需求

量，打破以往查量、报量难等问题。

（2）支付审核。基于BIM技术建立的项目4D模

型，直接根据形象进度在BIM模型中框图即可完成进度

款、甲控材用量、专业分包工程量的汇总，方便快捷快

速完成审核工作。

2.6  运营维护阶段应用
将BIM模型交付运维方进行管理。运维方可进行后

期运维数据录入、图纸调用、相关设备定位、信息查找

等相关方面培训，可大幅度提升运维方管理效率，缩减

运维成本。

3  BIM技术在全过程咨询服务应用归纳   

总结
综上所述，BIM技术在全过程咨询服务应用归纳如

表1所示。

4  结语
利用BIM技术建立建筑领域的信息管理平台，具有

技术领先的优势，在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将会发挥

全方位的效力，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业带来改革和创

新，实现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过

程中，通过BIM技术打破了信息壁垒，将“碎片化”咨

询管理转向“集成化”全过程咨询管理，使建设项目从

立项开始就朝着可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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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BIM技术在全过程咨询服务应用归纳

工作阶段 工作任务 BIM模型类型 工作内容 成果类型

投资决策
方案比选 BIM初步设计模型 方案遴选 方案模型

投资估算 BIM初步设计模型 成本估算 《造价指标数据报告》

设计阶段
限额设计 BIM设计模型 运用价值工程分析对建造成本进行控制 价值工程分析报告

优化设计 BIM设计模型
开展结构优化、净高分析检查、机电管
线优化等工作，力争达到设计零变更

《模型审核报告》《碰撞报告》
《图纸问题整理报告》

招投标 编制招标文件

土建预算 BIM 模型 

复核工程量、审核招标控制价 预算审核报告、数据对比报告钢筋预算 BIM 模型 

安装预算 BIM 模型

施工阶段

施工方案三维模拟

场地布置方案模拟
优化场地布置，尤其是物流、物料管理
等的应用

三维场布图、施工现场平面图

基坑围护施工模型 基坑工程施工方案模拟 基坑工程施工方案、虚拟样板

主体结构施工模型 主体结构施工方案模拟 主体结构施工方案、虚拟样板

大跨度结构施工模型 大跨度结构施工模拟 大跨度结构施工方案、虚拟样板

机电管线安装模型
协助安装管线综合排布，辅助复杂区域
方案优化，安装工程施工方案模拟

《机电管线综合排布优化方案报告》《管
线预留洞定位报告》

施工管理 BIM5D

施工安全的控制 《安全管控建议报告》

施工质量的控制 《现场质量管控建议报告》

施工成本的控制 《主材用量对比分析报告》

施工进度的控制 《数据分析对比报告》

进度款支付应用 《进度款审核报告》

竣工阶段
竣工资料 竣工模型 施工过程资料录入与模型关联 图片、视频及动画等数字化资料

竣工结算 BIM竣工模型 配合业主完成结算审计 《结算审计核对报告》

后期维护 设备维护 BIM竣工模型 实现对整体项目的可视化管理 设备维护清单及检修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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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案例分析
本文以河北省石家庄市某社区为例进行社区灾害应

对能力评估，该社区为人口密集的老旧社区，数据来源

于2017—2018年某社区居委会统计的数据和问卷调查。

通过以上评价方法和计算步骤来确定该社区的评分和灾

害应对等级，评定结果见表3。根据评价标准得到各项

指标的评分值，计算出综合评价值为67分，说明该社区

的灾害应对能力级别为一般。

3.1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
合理设计社区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系统，增

强消防系统、供电系统、排水系统和燃气系统等的稳定

性，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网络通讯流畅等，使社区

在面临灾害时能够通过适当调节快速恢复。完善的基础

设施对社区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是一种隐形的保

护。通过增强社区的基础设施系统来建设“智慧社区”

和“海绵社区”[14]，提升社区灾害应对能力。

3.2  社区居民抗灾能力
社区居民在社区灾害应对管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居民是社区发生灾害时的第一主体，居民较强的防灾和

抗灾意识是有效避免灾难减少灾难损失的主要途径。高

效的家庭突发事件演练和社区组织的培训能使居民增强

灾害意识，从而为社区应对突发事件创造一种有利的软

环境，并增强社区的韧性。在上述社区分析中，居民的

教育水平和灾后心理承受程度指标的分值较低，所以要

更加注重居民的应急知识培训和灾后心理安抚工作。

3.3  外部环境影响
突发事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行，体现出政府

对灾害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剔除

陈旧过时的规定，随着时代的变迁，增加新的适应性法

规，以确保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可行性。社区

要应对的不只是传统的自然灾害，还有数字和信息安全

问题等，只有制定具有本土特征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

抵御灾害威胁。除此之外，社区周围的重大危险源数量

和等级还有交通流量也对社区应急能力具有重大影响，

在今后应急工作中，社区应更加注重这两方面的建设。

3.4  社区管理机制
社区领导阶层要时刻保持警惕，监测和预防突发事

件，帮助居民在灾前做好准备工作，提高社区的抗灾能

力和灾后自我恢复能力，增强社区灾害应对能力。制订

清晰的疏散路线，规划合理的避难场所，并组织居民建

立志愿者协会等。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韧性”理念，

制定国家和社区层面的社区应急管理方案，在灾害发生

时，引导社区居民在应急建设中发挥首要作用。社区应

急组织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立强烈的应急意

表1  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详细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取值说明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A1

社区通信网络速度B1 指信息传输速度，网络带宽

社区消防设备是否完整B2 消火栓，灭火器，应急出口，标识等完整率

社区配电是否稳定B3 社区供电系统稳定性

社区供水设施完好率B4 社区供水系统稳定性

社区燃气系统是否健全B5 社区燃气系统可靠性

社区避难场所是否畅通B6 避难空间是否安全畅通

社区居民抗灾能力A2

儿童老人所占比率B7 老人儿童占社区总人口比重

大学及以上受教育居民比率B8 受教育居民占社区总人口比重

高收入居民占总居民比率B9 高收入居民占社区总人口比重

居民应急避险意识B10 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

居民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度B11 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社区居民心理承受能力数据

社区外部环境影响A3

社区周围医疗救助力量B12 社区周围设置医疗救助站点是否完备

社区周围重大危险源B13 危险源数量与等级对社区影响不同

社区所在地区交通流量大小B14 社区所在地区交通是否顺畅

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是否完备B15 社会保障政策与法律法规是否落实到位

社区管理机制A4

社区管理机构设置是否完整B16 是否设置安全组长，救灾委员会，督查组等

社区应急管理是否有序B17 是否组织应急演练等

灾害的监测与预警管理是否到位B18 是否有监测记录及预警报告等

危机控制与协调机制是否健全B19 是否有效协调与控制灾害

灾害预警体系是否完善B20 是否制定出合理的灾害预警方案

表2  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分等级表

级别E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危险
分值A A≥80 70≤A＜80 60≤A＜70 50≤A＜60 A＜50

尼斯认为，社区是由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相似的人口

组成互相往来，共同生活，具有共同情感的社会共同

体[13]。因此，在韧性视角下城市社区灾害应对能力的影

响因素除了社区基础设施系统，社区居民抗灾能力显得尤

为重要。另外，一个有利的社区外部环境和良好的社区协

调管理系统在社区灾害应对能力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

划分了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社区基础设施系统、社区居民

抗灾能力、社区外部环境影响和社区管理机制。（见图1）

1.1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是社区生存的基础，在灾害来临

时，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发挥着首要作用，尤其是供水、

配电和消防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为社区应急活动提供

动力。社区灾害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和防灾救灾通道的

畅通，以及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也是十分重要的；其次

全面快速的网络通信，使得各种信息流在社区内传递，

保障社区灾害应对活动高效有序。

1.2   社区居民抗灾能力
社区居民的抗灾能力即居民对灾害的抵御能力，其

考虑社区居民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身基本需求（包括

食物、水和住所）特别是在社区发生危机时期，以及社

区居民是否有良好的教育知识背景和稳定的收入来对抗

突发事件，并在灾后进行心理上的自我疗愈。

1.3  外部环境影响
外部环境影响涉及社区所在地区医疗救助力量以及

周围的交通状况、工业与能源结构和社会保障政策等。

良好的交通状况和能源结构为社区提供一种有利的外部

环境，当社区发生灾害时，能够快速为社区提供支持，

增强社区灾害应对能力。社会保障政策是灾后恢复重建

的重要支持力量，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重要保障。

1.4  社区管理机制
社区管理机制是社区各种应急活动的指南，这意味

着一个社区必须具有有效的领导和管理措施，这涉及政

府、社区和居民的协同合作。社区还必须通过提供必要

的信息和教育，使社区居民有强烈的防灾和抗灾意识，

以便个人和组织采取适当的行动，其次完善的法律法规

是有序抗灾活动的前提。

这四个维度体现了灾前预防、灾中适应和灾后恢复

的理念，它们在空间上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从时间和空

间的角度共同构成了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评价系统框架。

2  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模型
2.1  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基于上述四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并对每个指

标进行细化、分析、整理，最终提取19个二级指标，具

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评价方法和计算步骤
（1）确定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价指标

集：

          
式中，R1—第1个指标，m代表指标个数。

（2）确定评价等级，即评价指标综合评价结果的

集合：

式中，e1—第1个评价等级，n表示评价等级个数。

（3）确定评价指标权重。不同的评价指标对评价

结果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是模

型评价中的重要一步，本模型采用最常用的层次分析法

确定各指标权重。首先划分各指标层次结构见表1，然

后使用1-9标度法构造判断矩阵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指标

权重。设权重集合为W，则W为：

式中，wi—每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即每个二级指标

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乘以一级指标权重。

（4）确定综合评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韧性

视角下所研究的城市社区的每个指标进行评价得到一个

评分，最后得出所有评分并得到评价结果集V。

最终评分 （i=1,2,..,19）。
                        

2.3  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

一般、较差和危险。根据得到的最终评分可以找到其所

属级别，从而得出该模型的评价结果。划分标准见表2。

图1  韧性视角下社区灾害应对能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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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断点法分析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分区研究
——以汕头市濠江区为例
□  赖冠中   陈文音

[摘  要] “十三五”时期，汕头市濠江区以建设现代文明临港新区的发展总目标，要求盘活存量城镇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土地效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要求濠江区规范农村拆旧复垦、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时期发展目标

和战略均对濠江区土地整治规划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汕头市濠江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为例，试图用自然断点法（Jenks 

Optimization）构建土地整理潜力分级，确定城乡建设用地整理重点潜力区域，为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土地整治项目安排提出相关

建议。

[关键词] 土地整治规划；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自然断点法；潜力分级 
[文献标识号] B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章编号] 1672-7045（2019）12-123-05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但土地资源约束趋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党中央、国

务院针对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明确要求坚持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战

略。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十三五”时期，各地必须用

新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土地整治，切实发挥土地整治的

综合效益。

濠江区在面临汕头海湾新区核心区、华侨经济文化

合作试验区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机遇下，正努力加快建设

现代文明临港新区。“十三五”时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

加剧的矛盾凸显期，可供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有限，迫

切需要在国家、省和市土地整治规划的指导下，结合濠

江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编制“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以

期统筹安排境内垦造水田项目，稳步推动耕地提质改造，

大力推进低效建设用地整理和损毁土地复垦，为濠江区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产业创新转型铺平道路。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土地整治和潜力测算分区进

行研究；龙花楼等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

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对未

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
[1]；郧宛琪等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土地整治的战略

目标包括实施建设用地节地战略，扩大整治规模，满足

发展用地空间和转变用地方式双重需要[2]；陈亚婷等提

出土地整治的综合评价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为其他

县区开展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参考[3]；黎孔清等采用实地

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科学测算了湖北省随县各

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4]；

赖玉莹以福建省涵江区为例，对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整治

技术方法进行研究，得到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整治典型模

式[5]；马春艳等对基于GIS的土地整治分区进行研究[6]；

武增海等基于自然断点法对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

绩效空间分布进行研究[7]；Chen J等基于自然断点法对

南亚地区地理环境单元划分进行研究[8]；Sadeghfam S

等利用自然断点法计算模糊区间，绘制伊朗Maragheh 

Bonab平原地下水势场[9]。以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

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濠江区属广东省汕头市辖区，位于北纬23o12'～23o21'，

东经116o36'～116o48'，濠江区西与汕头市潮阳区接壤，北

隔礐石海与龙湖区、金平区相望，东南濒临南海，全区

土地总面积为16959.04公顷，海岸线总长达92.8公里，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濠江区均位于汕头市中心城

区范围内，是汕头市“一湾两岸”的南部主城区，现辖

达濠、礐石、马滘、广澳、河浦、玉新、滨海共7个街

道，2015年常住总人口27.5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69.83

亿元。（见图1）

识，还要进行应急知识宣传和应急组织建设。只有从系

统角度出发引导居民及时准备，高效应对，稳定恢复，

才能逐渐增强社区的灾害应对能力。

4  小结
本文基于韧性视角对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进行评价，

得出具体的可实际操作的社区应急能力评价模型，建立

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韧性视角出发包括

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而且以某社区为例通过

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通过专家打分计算得

出其综合应急能力评价值和从而划分评价等级。该模型

可以更好地指导社区灾害应对能力建设，增强社区韧性

和城市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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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石家庄某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分表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对一级指标权重 得分（百分制）

0.3710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A1

社区移动通信网络速度B1 0.150 72
社区消防设备是否完整B2 0.175 78

社区配电是否稳定B3 0.180 75
社区供水设施完好率B4 0.175 80

社区燃气系统是否健全B5 0.160 70
社区避难场所和救灾通道是否畅通B6 0.160 70

0.2300 社区居民抗灾能力A2

儿童老人所占比例B7 0.185 65
大学及以上受教育居民比率B8 0.135 60
高收入居民占总居民比率B9 0.150 68

居民应急避险意识B10 0.300 69
居民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度B11 0.230 60

0.1890 外部环境影响A3

社区周围医疗救助力量B12 0.280 65
社区周围重大危险源B13 0.200 50

社区所在地区交通流量大小B14 0.280 55
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是否完备B15 0.240 67

0.2100 社区领导管理机制A4

社区领导机构设置是否完整B16 0.200 65
社区应急管理是否有序B17 0.250 60

灾害的监测与预警管理是否到位B18 0.200 55
危机控制与协调机制是否健全B19 0.200 62

灾害预警体系是否完善B20 0.1500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