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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学术界和工程界对海绵城市建设内涵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热潮中产生

的一些质疑和争论,基于海绵城市建设领域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追溯海绵城市概念的起源和近年来

海绵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从不同角度审视和解析海绵城市的内涵和意义,并展望海绵城市建设未来

的发展前景,旨在为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海绵城市理论和方法,有序推进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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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multi鄄angle analysi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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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onge city in the academic and
engineering fields have brought about obstacles and arguments to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long鄄term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and recent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ponge city are described.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ponge city are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ponge city are discussed.
This study w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onge city theorie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nge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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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海绵城市建设背景

过去二三十年间,我国经历了高速城镇化发展

过程[1],城镇化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都极为罕

见。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环境和生

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模式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产生所谓“(大)城市病冶,因此,
探索一条新型、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成为必然。

许多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都证明,快速城镇化

会导致不透水面积率大幅增加,严重影响城市原有

生态条件和水文本底特征,带来雨水系统的诸多问

题。 国际经验也早已表明,城市雨水问题是一个综

合性、复杂的系统问题,涉及水生态、水安全、水环

境、水资源等诸多方面,严重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和

城市有序运行。 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曾出现

过类似情况,这些国家及时调整城市规划和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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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理念和方法,通过现代雨洪管理体系[2鄄3],合
理控制并管理雨水径流,有效缓解了上述城市雨水

问题。
国内很多城市近年来频繁遭遇洪涝灾害,给城

市居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此大背

景下,2013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也2013页36 号)和《关
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办

发也2013页23 号),对有效防治城市内涝、保障城市安

全具有重大意义。 同年,国务院颁布《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41 号),明确了城市

开发建设对雨水径流控制要求,为城市雨洪管理及

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层面依据。 结合国

务院文件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印发城

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要
求各地完成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工

作,明确辖区内各城市规划的近远期建设任务。 值

得注意的是,2014 年发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 T50378—2014)中,通过引入城市雨洪管理和

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对雨水控制与利用提出了总体

的规划要求,并对雨水控制和相关评价指标予以进

一步明确和量化[4鄄6],在雨水控制利用和生态保护方

面进一步完善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除了城市排水防涝等水安全问题,城市黑臭水

体、径流污染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2015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污染加

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冶;同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环

境保护部印发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对
我国城市日趋严峻的黑臭水体问题提出了明确治理

要求。 在我国许多城市点源污染得到一定程度有效

控制的情况下,城市径流污染成为许多城市水体黑

臭的重要诱因之一,对城市水环境和城市水生态安

全影响和威胁更为突出。 事实上,城市雨水问题和

相关工程实践历来伴随着人类的城市发展,从古代

罗马城、北京紫禁城和江西赣州福寿沟等为代表的

古代城市排水系统,到近现代城市大规模建设城市

排水管渠系统,都是人类应对城市雨水问题的探索

和实践[7]。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代雨洪管理相关研究和实

践在我国也已有近 20 年的经验积累[8]。 国家“十
一五冶科技支撑项目及水专项中开始设立针对不同

流域的城市径流污染控制相关课题;“十二五冶水专

项中,专门设立了“低影响开发城市雨水系统研究

与示范冶项目,开展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低影响开发

系统研究和工程示范等。 这些长期的研究和投入为

后续海绵城市理论体系、技术体系的构建和工程建

设进行了重要的前期研究探索、技术储备和工程实

践积累,其中许多重要成果对 2014 年 10 月住房城

乡建设部组织编制印发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冶)起到非常关键的支撑作

用,也有许多成果纳入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室
外排水规划规范》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城市

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

计规范》 (北京市) 等国家或地方的相关规范标

准中。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也2015页75 号),
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工作目标和基本

原则,从加强规划引领、统筹有序建设、完善支持政

策、抓好组织落实 4 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在同年

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海绵城市建设也被

列为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目前,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对

海绵城市的理解和海绵城市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普

及和深入,但在学术界和工程界,对海绵城市的内

涵、目标和系统组成等,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解读,
甚至观点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造成了一定的

困惑,对海绵城市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或干扰。 在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关键时期,有必要针对存在的

一些问题,追溯海绵城市建设的起源与发展,明确海

绵城市的内涵、范畴和系统关系,展望海绵城市建设

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思路、把握重点,为我国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2摇 海绵城市溯源与发展

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消除关于海绵城市建设过

程中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和困惑,首先要明确海绵城

市的内涵,而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冶,明
晰海绵城市概念的来源及背景,究竟为什么要进行

海绵城市建设,如何有效建设海绵城市。
2. 1摇 海绵城市概念溯源

海绵城市(sponge city)一词并非中国创造和独

有,十余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国际上已经有“海绵

城市冶的相关提法。 Van Rooijen 等[9] 2005 年从印

度水和污水利用以及水的平衡角度,较早采用海绵

城市的提法;澳大利亚的 Alexander 等 [10]于 2007 年

也曾采用了海绵城市的提法,但讨论的对象针对城

·02·



市人口变化、迁移规律等,并非针对城市水系统;
Pickett 等[11] 于 2013 年编著的《城市设计和生态的

弹性:可持续未来城市的理论与实践(Resilience in
Ecology and Urban Design: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ustainable Cities, Future City)》一书中

用一个章节论述海绵城市(sponge city)(美国 I. F.
Bunster鄄Ossa 为本章执笔人)。 文中虽未明确给出

海绵城市的定义,但论述了美国 BMP 和 LID 等城市

雨洪管理方面的工作,从维护城市弹性的角度,提出

了城市海绵的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涉及

一个与海绵城市相关的“弹性城市( resilient city)冶
概念[12]。 “弹性城市冶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已有多年,
笔者也参加过多次相关会议,但其涉及范畴较广,包
括城市能源节约、公众安全、洪涝控制、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等许多领域的宏观概念和体系[12]。
国内也有不多的直接关于“海绵城市冶或“海绵

功能冶的论述,如董淑秋等[13] 结合雨水利用规划阐

述了“生态海绵城市冶的概念;莫琳等[14] 在“构建城

市绿色海绵———生态雨洪调蓄系统规划研究冶一文

中明确提出“以绿地和水系为主体,构建城市绿色

海绵冶。 我国台湾地区 Chung鄄Ming Liu 等学者、大陆

地区刘波等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及“绿色海

绵冶、“海绵体冶等海绵城市的相关理念。
然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关于“海绵冶的论述

主要还局限在简单概念,有的过于宽泛,总体来看缺

乏非常清晰的定位,并没有形成一个包括系统组成、
理论和技术架构、规划设计和规范标准在内的完整、
明确的体系,自然也就没有受到业内普遍关注和广

泛的接纳。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海绵城市冶如
果只停留在简单理念层面,缺乏清晰的问题针对性

和明确的系统构成,缺乏切实的可操作性,就难以获

得广泛的认同和较好的发展。
事实上,我国推行的海绵城市的概念并非直接

引用上述某一种,也非凭空产生,海绵城市建设热潮

背后其实有着坚实的专业领域基础及长期合理的发

展逻辑(参见本文第 1 部分和 2郾 2 节内容)。 海绵

城市建设能成为国家战略,除了上述重要背景,还可

追溯到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的海绵城市冶;其实,在此之前,包括国家水专项

“低影响开发城市雨水系统研究与示范冶等项目已

经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和工程应用。 国家水专项的重

要成果之一就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直接指导下,
当时正在编写的《低影响开发技术指南》。 再往前

追溯,基于长期研究,笔者在更早的时候将城市现代

雨洪管理的内涵概括为“渗、蓄、净、用、排冶,在后来

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又增加了一个“滞冶,便有了今

天所谓的“六字箴言冶。 事实上,“渗冶和“蓄冶里面

已经包含了“滞冶的功能,但把“滞冶显化表达,可突

出现代雨洪管理中的一大功能———调节(削峰或延

时排放)。
显然,“低影响开发、“六字箴言冶与“三个自然冶

是高度一致或互为补充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

基础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该指南应结合习总书

记的关于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因此,对正在编写中的

《低影响开发技术指南》进一步加以凝练和提升,就
有了后来发布的《指南》。 接着,在中央财政的大力

支持下,三部委联合开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

工作,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掀起了海绵

城市建设热潮。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除了在《指南》中明确给

出的海绵城市概念及其基本内涵,为了明确认识、加
强理解,消除业内的一些困惑,后来又陆续推出多篇

解读文章,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综合目标、
系统构成、总量控制目标等进行了进一步深入解

读[15鄄18]。 同期,国内也有多篇(部)关于海绵城市的

相关文献问世。
由于海绵城市建设热潮及其涉及多专业和多部

门的特征,自然也就有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里的认

知和解读。 但无论如何解读,海绵城市的真正内涵

究竟是什么,应该涵盖那些范畴和系统,如何从不同

的视角来理解,却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
2. 2摇 城市雨洪管理———海绵城市发展的国内外重

要基础

摇 摇 我国海绵城市提出和实施的背景及初衷,重点

是开展城市现代雨洪管理,解决城市雨水问题及由

此带来的城市生态、安全等综合性问题。 尽管目前

国际上并没有普遍采用海绵城市这一提法,但一直

就有一个重大的领域,即“城市现代雨洪管理(urban
stormwater management)冶 [2鄄3]。 城市现代雨洪管理

起源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从自身城市

的各种雨水问题出发,认识到仅建设城市管渠系统

的不足,经过数十年潜心的研究、探索和实践,逐步

形成了诸如 BMP、LID、WSUD、SUDS、GSI 等相对完

善的城市雨洪管理体系[2],并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推

进,不断继续深化和发展。 我国城市现代雨洪管理

的相关研究和工程也经历了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城市雨水资源直接利用开始,
逐步发展到后来的全面城市现代雨洪管理体系,无
论理论研究还是工程应用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
研究、综合提升过程。 国内很多科研工作者和工程

技术人员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今天海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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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储备和工程经验。
对过去 20 年来我国城市现代雨洪管理领域大

量重要研究和工程实践进行全面的总结绝非易事,
也非本文主要目的。 图 1 仅以笔者所在团队研究和

实践为例,概括我国雨洪管理研究和实践发展大致

历程和一些重要内容。

图 1摇 北京建筑大学雨水团队研究和实践发展历程(部分关键内容和重要节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我国北方城市水资

源缺乏问题为导向,北京建筑大学雨水团队开始了

对城市雨水资源利用、城市径流污染、各种技术设施

等方面研究[19鄄21],并与北京节水办公室密切合作,
重点开展了雨水资源化利用为主的工程项目应用,
代表性项目如北京城 8 区雨水利用项目等。 随着研

究的深入开展,研究方向在城市雨水相关领域全面

开展:城市径流污染输送规律及控制技术和策略、城
市雨洪管理政策机制、雨水设施水量和水质控制机

理、绿色建筑雨水系统等[22鄄26]。 2008 年,潘国庆

等[27鄄28]在国内首次提出了设计降雨量和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的概念及其统计分析方法,并给出全国 32
个城市的具体数值,这也是今天海绵城市建设体系

中的核心指标之一。 同时,在系统总结前期研究基

础上,出版了国内首部城市雨水领域专著《城市雨

水利用技术与管理》 [29],其中提出的很多雨洪管理

理论和技术为今天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城市雨水系统研究愈深入,其多专业、多部门合

作的特性愈发凸显。 在前期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基

础上,笔者所在团队重点开展了顶层设计和跨专业

方法体系研究,着重雨水系统与城市规划、生态城

市、绿色建筑、景观园林、道路、绿地等系统衔接的方

法体系研究[30鄄32]。 针对城市雨水管理的复杂性和

系统性特征,车伍等[33鄄34] 提出“城市雨洪控制利用

模式冶与“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规划冶,并在一些城市

具体应用,这可视为今天城市排水防涝规划和海绵

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的前期探索。

3摇 以城市雨洪管理为核心的海绵城市建设

笔者认为,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要建设和完善包

括源头径流控制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

径流排放系统以及城市水利防洪系统的城市雨水系

统,解决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

制和雨水资源利用等一系列城市雨水问题,进而为

城市“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冶提供必要的

保障,这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在现

代雨洪管理体系基础上的,与国际上雨洪管理领域

也是一致的。
海绵城市是在系统总结我国现代雨洪管理领域

长期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水环

境系统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以城市现代雨洪管理为核

心的理念、技术和管理体系。 在近几年各级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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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推动的大背景下,海绵城市概念已经初步成

型,海绵城市建设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已经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方法和工程体系,包括明确和全面的目标

及指标、清晰的系统组成和边界、较为完善的系统规

划和设计方法,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等制度建设内容。

4摇 广义视角下的海绵城市建设

针对目前国内学界和工程界对海绵城市的不同

认识,在明确海绵城市与现代雨洪管理关系的基础

上,还应从多视角、不同层面来解析海绵城市建设的

相关领域及其衔接关系,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取得共识,消除目前海绵城市建设中一些困惑和

阻力。
4. 1摇 城市涉水领域内的海绵城市建设

在水专业领域,目前有学者提出海绵城市不应

局限在雨洪管理,而应该包括更广泛的范畴,如污水

系统、给水系统等,要从城市涉水领域更广的角度审

视海绵城市建设。 笔者试图用图 2 来阐述不同视角

下主要水系统与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关系。 显然,
在不考虑其他专业领域及其系统的前提下,顶层的

新型城镇化和发展模式,必须依靠水的各子系统的

共同支撑,而目前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特别强调的

“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文化冶这“五水

目标冶,显然不是哪一个水领域就能完成的,必须有

污水系统、再生水系统、给水系统、雨水系统和水利

系统等水领域内的广泛协同和配合。 这其实并没有

太多的新意,因为涉水专业和水领域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致力于此,只是水的领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比

较多,任务也很艰巨。 全面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很大

差距,在思路和策略正确的前提下,也必须付出长期

而艰苦的努力。

图 2摇 多视角下水系统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多年来,一些学者从整体上研究城市水的良性

循环、水系统(或水资源)的整合和系统规划。 从城

市水管理的战略和顶层设计看,这些研究都具有重

要意义,但在工程实践中,这些研究成果却没有得到

广泛的应用。 分析其原因,各子系统已经足够庞大

和复杂,实践中也必然要遵循水的各子系统的特征

和规律;依据专业领域内的分工来分别实施,从水的

相关标准的分工和多种专项规划的区别来看也很清

楚,水的子系统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更有明显的

“边界冶,还有其特定规律,从实施角度,违背规律的

简单整合,在许多情况下既无必要也无效。 有研究

者曾经提到,把污水、给水、雨水的各种技术和工艺

整合到一个决策系统里,会有 10 的几十次方的方案

选择,这显然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冶或“复杂问

题空泛化冶,不是徒劳,就是无解。
事实上,正是由于长期以来雨水领域发展薄弱,

积累的问题突出,以及相当多的投入和研究,才有了

上述背景和我国现代雨洪管理的发展,进而海绵城

市建设的兴起,因此,为了实现海绵城市雨洪管理的

几大核心目标和广义视角下的“五水目标冶,除了延

续传统的工作,继续深化、完善各子系统外,关键是

要有重点地“补缺冶和合理衔接,而不是简单化地

“眉毛胡子一把抓冶。
在海绵城市建设热潮的今天,一定要明确海绵

城市建设的核心,掌握雨水、污水、给水、水利等分支

领域的客观规律、相互关系和它们在海绵城市建设

中的位置和作用,针对不同流域、城市,甚至项目的

具体问题和条件,根据系统关系和轻重缓急,实现各

种复杂情况下的有效衔接。 在水环境综合整治、黑
臭水体治理和海绵城市试点推进中,有大量的案例

表明,确实是这样做,也必须要这样做,而不能借着

海绵城市建设热潮随意创造“新概念冶、模糊系统关

系、忽视重点和难点,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影响海绵

城市的可实施性、可操作性和目标的可达性。
4. 2摇 多专业、跨领域的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一定需要多专业、跨领域的协调

配合,才能有效推进,因此,还需要从多专业跨领域

角度全面审视,这也是国内外城市雨洪管理领域的

重要经验。 除上述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水利工

程等城市涉水专业外,海绵城市还涉及城市规划、土
地利用、园林绿地、道路、生态等许多相关专业和领

域。 如涉水领域,在如今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的大局和潮流下,海绵城市相关专业都需要有创新

和变革的思维,克服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拓展各

自专业的功能,同时加强专业间的沟通和协作,共同

应对城市化产生的雨水问题及其水生态环境问题。
长期的研究和实践充分表明,这一系列问题不是某

一个专业的事情,也并非一个专业可以解决。 还必

须认识到,各专业间并不完全是“各自为政冶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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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冶的关系。 就像在海绵城市推进中,有园林景观界

专家针对利用绿地发挥海绵功能提出“绿地保卫战冶
的口号,显然是误解了海绵城市和绿色基础设施的要

义,固化了本专业的功能和边界。 其实,从城市环境

和生态等更高的角度和终极目标看,各专业应该是一

致的,需要的是理解、合作和融合的关系,真正遇到矛

盾时需要协商,而不是画地为牢、以邻为壑。
海绵城市建设中遇到的不少跨专业的问题和矛

盾,不是由于缺乏理解、交流和跨越,就是因为丧失

了必要的专业边界,过度跨越,忘记了俗话所说“隔
行如隔山冶,对不懂行的外专业的事情缺乏必要的

谦虚和敬畏精神,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障碍。
事实上,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谁主导

谁冶的问题,为了共同的目标,各专业应该做好各专

业的事,同时在明确各专业边界的基础上相互学习,
密切合作,在目前海绵城市如火如荼建设时期,学术

上的探讨、专业间的互助互学都是必要和可贵的,但
要减少制造一些“伪问题冶,产生无谓的争论和扯

皮,要实实在在为海绵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值得注意,即使在图 2 中海绵城市雨洪管理系

统中,也涉及市政给水排水、环境工程和水利工程的

跨专业关系。 一方面,一个城市或流域尺度的雨洪

自然属性及其特征,包括城市的洪涝灾害,必然涉及

市政排水防涝工程和防洪工程,很多情况下,洪与涝

甚至是不分或难分的;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分工、政
府部门的分工,以及不同专业的专项规划及其标准

体系等,水利工程和市政 /环境工程的任务又是很清

楚地“分家冶。 所以,理论上,笔者在不同情况下分

别提出过雨洪管理的“3 套系统冶 (即源头径流控制

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以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

统)加“四套系统冶 (前面 3 套系统和城市水利防洪

系统)的不同架构,就是考虑了上述因素和现实。
实践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如对新建区或较大的流

域,从科学性和效率而言,雨洪管理专项规划应该统

筹考虑雨洪系统的所有方面。 问题是,这必然要面

对突破现行的规划、标准、专业分工和管理体制等难

以简单“整合冶的现实,这更是要面对的挑战,也将

考验大家的智慧。 国家在推行海绵城市建设中特别

强调“机制创新冶,是否也应该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呢? 可喜的是,目前已经看到专业间、部门间的广泛

合作,住房城乡建设部领导下跨专业、跨学科的海绵

城市系列标准的修编就是很好的例证。

5摇 海绵城市建设展望

海绵城市未来将如何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往

高处说,海绵城市是否也如“弹性城市冶、“园林城

市冶、“绿色城市冶、“智慧城市冶、“生态城市冶、“低碳

城市冶等一样,成为一定时期特定的城市名片和发

展愿景? 笔者认为海绵城市未来发展主要是两种

可能。
一种可能是继续在清晰的雨洪管理领域内深入

推进和发展。 过去没有“海绵城市冶一说,有的是排

水防涝、城市现代雨洪管理系统及其他涉水系统。
以城市现代雨洪管理为核心的海绵城市,已经具有

十分明确和清晰的概念、目标、系统组成、专项规划

等,未来将在已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并完善我国城市

雨洪管理体系,协同污水处理、工农业污染防治及水

利工程等,共同担负起解决水体黑臭、洪涝灾害以及

水生态修复等综合性任务。 同时,相关专业也应打

破壁垒,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开展相关研究和探索,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发挥各个专业应有的作用和必需

的职责。 如,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领导的景观设计

团队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另一种可能是,海绵城市将真正在广义范畴上

延伸,如与国际接轨,上升为类似于“弹性城市冶的

体系,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但城市现代雨洪管理不会

消失只会加强。 同理,污水系统、给水系统等,也不

会因为海绵城市概念的扩展而弱化或模糊了边界。
结合当下展望未来,无论如何,海绵城市都不应该成

为一个什么都装、没有明确边界和系统组成、难以规

划实施的大而空的概念,或成为任人“随意描绘冶的
空洞理念。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海绵城市概念及其建

设的独到之处,可能恰恰体现在既要建立明确的现

代城市雨洪管理体系与国际接轨,又要脚踏实地结

合中国管理体制、专业设置、工程规划和标准体系,
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综合

性地衔接好其他相关专业和非专业的系统和多部

门,不仅解决好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为国际贡献

“后发国家冶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发

展智慧。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的理

念、方法、工程实施及其管理,都引起了国际上的高

度关注,中国学者被邀请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介绍中

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情况。

6摇 结摇 语

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近年来全

国范围内掀起了海绵城市研究和建设的热潮。 热潮

下更需要冷静和科学的思考。 笔者简要梳理了海绵

城市的历史溯源、理念和内涵、范畴、系统组成及其

关系、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对

海绵城市建设中更多问题展开讨论,一些问题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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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点到为止,更多问题需要业内广泛讨论加以澄清

并取得共识。
海绵城市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谁创造了一个新

概念,也不是谁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专业领域,更不是

一场简单热闹的“建设运动冶和“投资盛宴冶,而是以

空前的高度和广度来面对城市开发建设以及气候变

化等多种社会和自然因素产生的严重雨洪问题,及
其对城市安全、水环境、人类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深远

影响,从国家层面和角度空前重视一个长期存在而

又重视不够的重大领域,第一次大范围、大规模调动

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调动多专业领域资源,第一次

全面地从城市规划、市政与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建
筑工程、园林景观工程、道路交通工程等多专业和多

部门协调开展城市现代雨洪管理及相关工作,同时

兼顾同期正在积极开展的黑臭水体治理等,这是海

绵城市建设之要意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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