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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存在的误区

唐克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北京摇 100044)

摇 摇 近两年,中央提出了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
全国各地掀起了海绵城市建设的热潮。 但是,
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有理性和科学的认知,切不
可一哄而上,以偏概全,忽视城市建设和水安全
的系统性、综合性和科学性。 笔者认为,目前我
国海绵城市建设存在 4 大误区。

一是内涵扩大化。 海绵城市建设重点是透
水路面、地下调蓄及下沉绿地建设等,是城市水
循环的垂向分量。 目前的海绵城市建设有内涵
扩大的倾向,涵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连水
文化包括其中。 还有人提出,黑臭水体治理也
属于海绵城市建设内容,要考虑城市供水、用
水、排水、净化等要素。 其实,城市健康水循环
和水安全涉及很多内容,海绵型城市仅属于其
中的一个环节。 不宜将各项城市防洪排涝工作
及城市水循环体系都纳入海绵城市建设中。 海
绵型城市建设应以就地消纳降水为主,侧向径
流部分不应作为海绵城市建设内容,而我国城
市雨洪问题主要集中在大雨期和暴雨期,且多
是上游来水,因此蓄、引、提、排等仍是保障城市
水安全的主要措施。

二是理念工程化。 海绵城市实际上是城市
建设中的一种理念和规划设计指导思想。 但目
前海绵城市建设俨然成了一项大工程,各地大
搞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其实,城市建设不仅要
考虑透水性及对降水产流的低影响(一点影响
没有是不可能的),也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城市
的集约化、生态化、智能化、人性化等等。 不能
把某一理念搞成项目和工程,应该把各方面先
进理念及科学技术系统地、综合地应用到城市
建设和改造中。

三是推广无序化。 城市立地条件不同,地
下水的渗透和调蓄作用差异很大。 如,南方湿
润区雨季土壤饱和,怎么渗透? 西北干旱区平
原降水一百多毫米,还没渗入就蒸发了。 很多

城市坐落在岩石上,如深圳、重庆等,雨水土壤
调蓄的意义很弱。 再者,城市洪涝有短时间的
影响和损失,但海绵城市建设及运行也有成本,
二者权衡取其轻。 因此,不宜全国遍地一窝蜂
地搞海绵城市建设。 目前大面积推广海绵城市
建设应考虑如何实现城市水安全保障的边际效
益最大化。

四是目的功利化。 很多城市争着列入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不能说没有急功近利的色彩。
我国降水的时间分布严重不均,汛期蓄水设施
及土壤都饱和了,难以持续地发挥渗透调蓄防
涝作用,依靠就地消纳的渗透和绿地等海绵城
市建设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超标准暴
雨洪水问题,何况很多城市洪涝属于过境型的
侧向来水。 很多地方搞海绵城市建设是因为领
导有指示,上级有部署,还有最重要的,财政有
资金。 国家倡导海绵城市建设的意思,是在城
市建设中,注意贯彻海绵城市这个理念,减小降
水的地表径流系数,减轻洪涝压力,提高水资源
的本地循环利用。 因此,不能无限夸大海绵城
市的意义,并到处推广建设。 另外,国家财政资
金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其投向也不宜倾
斜城市地区。 城市建设不管是海绵型、生态型、
森林型、智慧型,还是人性化等,都是当地的事
情,应由土地开发者自己筹资建设。 国家的税
收主要应投向国防、教育、医疗、社保、扶贫、生
态环保等公益事业。

总之,政界也好,学界也好,不能一阵风,更
不能胡乱诠释和解读上级领导的意思,应该就
事论事,尊重自然和社会规律,以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各种先进理念引导城市各项规划和建设。
学者更不应该推波助澜,把一个好的动议或理
念变成大箩筐,什么都往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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