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基建 2021� 第3卷� 第1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8

韧性视角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策略

黄� 聪*� 赵� 博� 严� 杰� 杜欣波� 郑� 宇� 柳� 杉� 陈静雯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重庆� 401121

摘� 要：随着城市面临事件日趋偶发性与多样化，韧性发展的理念显得尤为必要。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巨系统

的基石，其韧性有助于提升城市抵御突发灾害、迅速恢复新常态的能力。本文以绿色基础设施的韧性为切入点，厘清

绿色基础设施概念，界定主要类型并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而针对不同维度基础设施提出韧性建设策略。

期望借助绿色基础设施的强韧性，提升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底线，维持稳定、持久的运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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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段时间以来，新冠病毒的肆虐致使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严重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随着国内疫

情形势的好转，关于如何提升城市韧性，缓解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给城市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成为行业热议的话题。

此种背景下，城市韧性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该理念旨在帮助城市在面对冲击和压力时，保持主要特征和功能不

受明显的影响。当前，国内外城市已陆续将理念付诸实践，如北京完成了《北京韧性城市规划纲要研究》，是国内首

个将“韧性”建设纳入总规的城市。同时业界也在积极呼吁将韧性发展理念融入“十四五”规划体系的各个领域。韧

性发展的理念将逐渐融入城市营造的方方面面。

基础设施作为城市这一巨系统的基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基础设施的韧性是城市保持韧性发展的底

线，只有当基础设施具备了韧性，整个城市才有韧性发展的可能。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树立“韧性”概念，通过一系

列措施，如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增加绿色开敞空间建设等，使这些设施在平时满足市民日常

所需，在大规模疫情发生时迅速转换职能、扩充容量、抵御灾害，确保城市拥有良好的应对能力，减轻突发事件造成

的不利影响（图�）。

图1�城市韧性应对过程

基础设施包含的种类繁多（图�），既有传统的“铁—公—机”等刚性设施，又包括公园、绿道、绿色建筑等城

市柔性空间。尤其是柔性设施，也即绿色基础设施，是城市最有可能发挥弹性与韧性的空间。其韧性强弱是城市在面

对不期而至的灾害时，发挥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的关键所在。本文将视角聚焦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基建），

旨在从韧性视角下提出绿基建策略，为城市可持续绿色发展助力。

*通讯作者：黄聪，����年��月，男，汉族，重庆人，现任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城市

发展事业部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建筑设计，风景园林，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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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基础设施种类示意

二、绿基建概念

绿色基础设施（*UHHQ�,QIUDVWUXFWXUH）概念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以英美国家为主，认为它是由自然与城乡开敞

空间相互联系构成的绿色空间网络；另一种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观点，则强调基础设施的生态化处理���。绿色基础设施

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世纪中期奥姆斯特德（)UHGHULFN�/DZ�2OPVWHG）等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及后续公园道建设。他们

认为公园除具备传统的休闲游憩、文化审美等社会服务外，还应兼顾公共卫生维持、环境改善等生态功能。

��世纪��年代，生态保护运动的兴起带动了岛屿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理论发展，强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生物

及生态系统保护功能。��世纪��年代，人与生物圈计划（0DQ�DQG��LRVSKHUH�3URJUDPPH，0��）提出生态基础设施

（(FRORJLFDO�,QIUDVWUXFWXUH）概念，强调连续景观生态网络对于城市发展的支撑性作用，福曼（5LFKDUG�7�7�)RUPDQ）、

俞孔坚等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强调生态过程及人文过程维持的景观安全格局理论��a��。����年，美国保护基金会和农业部

森林局“*,工作组”首次提出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该小组将其定义为“自然生命支撑系统”，即由水道、绿道、湿

地、公园、森林、农场和其他保护区域等组成的维护生态环境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其概念是相对

于硬质铺装广场、钢筋管道、铁路、桥梁等构成的灰色基础设施（*UH��,QIUDVWUXFWXUH）而提出的���。

基于已有研究基础，本文从实践角度出发，采用广义的绿色基础设施（绿基建）的提法（图�），认为绿色基础

设施是城市中常见的支撑自然生命系统、支持城市品质提升的绿色措施的总称。典型的绿基建项目包括公园景观、绿

色建筑、城市碧道、旧城更新、流域治理等。

图3� 典型绿基建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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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基建类型界定

绿基建具有完整的体系，涵盖内容大至宏观维度的区域或城市级别的绿色空间体系，小至微观维度的场地或地段

内各类开敞设施。根据绿基建的维度与层级，可具体分为区域、城市、地段、场地四种类型。各层级在典型内容和承

担作用方面有各自的特性（表�）。

表1� 绿色基础设施类型及特性

维度 层级 主要特性 典型内容 承担作用

宏观维度

区域层级 战略性
区域绿地系统、区域综合管廊系统、区域自然栖

息地系统、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自然保护地体系

与宏观战略相衔接，统筹协调区域空间

结构

城市层级 协调性
城市级公共公园和保护区、城市防护型景观系

统、城市生态屏障、城市河流走廊

与区域层面的绿基建系统相衔接，指导

下层级绿基建的具体落实

中观维度 地段层级 衔接性
绿色社区、生态街坊、湖泊治理、湿地系统、片

区级公共活动空间
强调对周边地块的服务功能

微观维度 场地层级 实施性
绿色建筑、宅间雨水花园、生态树池、可渗透路

面、口袋公园
增强微环境的品质，营造舒适宜人场所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一）区域层级

支撑整个区域的重要公共设施，主要内容有区域绿地系统、区域综合管廊系统、区域自然栖息地系统、海岸线保

护与利用、自然保护地体系等。这一层级服务于整个区域，体现出明显的战略性。通过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社会发

展计划、各类公共政策相衔接，统筹协调区域空间结构，实现区域资源的科学分配与合理利用。

（二）城市层级

该层级构建公共开放的城市空间网络系统，如市级公共公园和保护区、城市防护型景观系统、生态屏障、河流走

廊等。该层级系统与区域层级的基础设施系统相衔接，指导地段层级的具体落实，具有明显的协调性。其主要作用是

从城市角度进行考虑，为城市居民提供绿色健康的场所、生态宜居的环境，从整体上提高内部空间韧性。

（三）地段层级

包括诸如绿色社区、生态街坊、湖泊治理、湿地系统、片区级公共活动空间等类型。侧重将城市级的绿色基础设

施系统具体化，强调对周边地块的服务功能，满足邻近空间人群对绿色生产、生活、生态的诉求。

（四）场地层级

最为微观的层级，也是与人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尺度。包括绿色建筑、宅间雨水花园、生态树池、可渗透路

面、口袋公园等。该层级体现出更为具体与详细的建设内容，通过生态措施、小品设施等增强微环境的品质，营造舒

适宜人的场所。

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策略

（一）宏观维度

作为区域、城乡各类资源要素间联系、交流与合作的绿色纽带，宏观层面的绿基建以统筹协调、战略引领为主要

目标，关系着微观层面绿基建的具体落实。该层面的建设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强调部门统筹、专业融合的绿基建规划体系

绿基建体系具有跨专业、跨部门的特征，内容综合复杂。针对这些问题，应以完整性、系统性、综合性为主要原

则，形成多部门间高效合作、互联反馈，构建规划、建筑、景观、生态、地理、经济、道桥等多专业技术融合。不同

部门与专业涉及的领域各有侧重，如规划学涉及宏观体系类谋划、建筑学景观学涉及微空间的营建。多部门跨专业协

作有助于提升绿色基础设施的全面性，使其以强韧性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构建城乡一体、区域联动的绿基建网络格局

宏观层面的绿基建作为连接自然区域和城市开敞空间的绿色网络体系，是沿流域、山系、道路脉络延伸生长的有

机网络���。可以串联与保护零散的绿色空间，促进各类自然要素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该层面通常会跨越行政边界，所

以应统筹多地、多区进行有序管控、协同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区域联动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骨架与生态安全格局。

在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项目中，提出了山水城生态基底的联通、城市与滨江空间的整合、人群与

滨江空间的交互、山水城形象的融合四个层面（图�）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策略，打造世界级“韧性城市”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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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重铸重庆山水城市气质���。使滨江地带成为串联重庆多元的、包容的、世界级的城市中心，拥有安全的、吸引人

的公园空间和活动场所，促进人群聚集并构建充满人文关怀、学习与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景观系统。

� � � �

策略1：自然重回

山水城生态基底的联通

策略2：空间重回

城市与滨江空间的整合

策略3：心理重回

人们与滨江的心理联通

策略4：形象重回

山水城形象的融合

图4�“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策略

（二）中观维度

中观维度的建设上承宏观维度的战略性、指导性，下接微观维度的实施性、落地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该维

度主要是指城市地段层级的建设，工作重点是制定原则性、引导性的措施，以落实宏观维度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指

导、规范微观维度的建设。在该维度尤其应当注重韧性措施的引入，将韧性思维落实到条文或规则中，更好的引导基

础设施的建设。

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项目中，为了更好地落实总体战略目标，引导具体场地的设计，专门制定了

多个绿色基础设施工具箱，包括有护岸形式（图�）、消落带治理、生境多样化、汇水水质管理、棕地修复等多种类

型。根据不同场地情况选取不同的设计手段，确保在微观维度实施过程中落实相关理念。

� �

绿地草坡 分级护岸

� �

硬质阶梯 直立挡墙

� �

高架路桥 港口码头

图5�绿色基础设施工具箱——规划护岸形式

（三）微观维度

微观层面的建设主要包括场地层级，该层级与终端使用者的联系最为密切，是使用最频繁、最易于被使用者感知

的设施。当城市面临冲击时，发挥着类似毛细血管的缓冲、疏通、循环作用。提升这一层级设施的韧性显得尤为重要

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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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复合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

强化绿色基础设施的复合功能，避免单一且集中的大规模绿色空间，有助于提升设施弹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绿色基础设施可以在不同功能间快速切换，及时满足需求，提升设施应对力，有效降低冲击损失，展现强韧性。除此

以外，多样化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还有助于体现设施活力，全方位满足使用者日常的使用需求。真正做到平灾结合、

平灾适用。

例如在成都双流空港中央公园景观设计中（图�），结合场地现状，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利用红丝带连接城

市社区公园、生态林地、梯级水治理、文化展馆、开敞广场等多种空间，打造复合功能的公共空间。在平时发挥社会

和生态效益，提供游憩、休闲娱乐、水质调节和水治理科普、文化展示等开敞空间，在灾害时可迅速转变功能，提供

应急避难、水体调蓄等。

图6� 成都双流空港中央公园节点效果

���提升绿色基础设施的在地性

充分基于在地资源开展设计与建设有助于增强基础设施的韧性。在地资源包括现有地形地势、风貌、文脉传承

等，只有结合了这些资源才会使绿色基础设施融入场景内，协同共振发挥效应。

青岛午山国家森林公园设计中，基于场地“山城海”的本底，充分遵循“生态、朴野、简洁、自然”的手法，体

现既有场地特性（图�）。利用原生保育、引水上山、海绵城市、护林防火等措施，实现四季常青、水体循环、森林

涵养等功能。

图7� 午山国家森林公园生境保护系统

五、结语

随着规模扩大，面临的灾害环境日趋多样化和偶然，城市走韧性适应的发展道路愈显必要。作为城市巨系统的基

石，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对于提升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意义重大。通过韧性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发

挥绿色基础设施在生活、生态、生产、品质四个方面的作用，以“美好生活新向往、生态文明新诠释、产业升级新途

径、城市品质新提升”为目标，为城市韧性营建赋能，努力创造美好城市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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