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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气候变
化因素，采取趋利避
害的有效适应行动，
实现城市安全运行和
可持续发展

“以下路段可能发生积水，请路

过市民注意……”10 月 11 日凌晨，海

南省海口市迎来大暴雨，市民提前

收到城市内涝预警手机短信。早高

峰到来前，交警已在易发生拥堵路

口就位，水务部门在积水路段全力

强排。当日 11 时 15 分，暴雨橙色预

警转为暴雨红色预警，海口市各相

关部门有序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城

市保持安全平稳运行。

海口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全年降雨量大且降雨集中，加上地

势平坦，易遭受洪、涝、潮的三重夹

击。“准确预报预警天气变化是防灾

减灾的基础。”海口市气象台台长钟

文婷介绍，2017 年海口开展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以来，建成综合

气象观测体系，气象预报已精确到 1
公里、逐小时更新，突发灾害性天气

预警提前至 15 分钟，24 小时气温预

报准确率超过 90%、晴雨预报准确率

达到 85%。

2017 年，我国启动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试点，按照地理位置和气

候特征，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三类适应地区，根据不同的城

市 气 候 风 险 、城 市 规 模 、城 市 功 能

等 ，将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陕 西 省 西 咸

新区、浙江省丽水市等 28 个地区列

入试点名单。

根据试点要求，海口编制气候

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方案，不断提

升气象预报预警能力，将适应气候

变化理念深度融入城市更新和改造

中，全域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什么样的

城市？

“ 近 年 来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导 致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是对

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之一，城

市 地 区 是 气 候 变 化 的 高 风 险 地

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生 态 文 明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郑 艳 说 ，气 候 适 应 型

城 市 可 以 理 解 为“ 气 候 韧 性 城

市 ”。 建 设 气 候 适 应 型 城 市 ，就 是

在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管 理 中 充 分 考 虑

气候变化因素，采取趋利避害的有

效适应行动，实现城市的安全运行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 不 仅 注 重 气 象 灾

害应急和事后救灾保障，而且更加

注重事前预防。”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

长夏应显表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

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以

防范气候风险为目标建设气候适应

型城市，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变

化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提高城市适

应气候变化能力，对保障城市安全

运行、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试点建设启动以来，各试点城

市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在普及适应

气候变化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强化

重点领域适应行动等方面，取得积

极成效并积累了有益经验，如制定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将

适应气候变化理念融入城市规划、

建设与管理全过程。

从试点情况看，一些试点城市

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方案、生

态文明建设考核办法中，纳入适应

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一些试点城市

完 善 灾 害 性 天 气 预 警 信 息 发 布 系

统；一些试点城市建设完成气象防

灾减灾智慧管理平台、天气监测预

警业务平台。

在海口，气象预警精准度不断

提升，为强化应急联动和社会响应

提 供 了 条 件 。“ 气 象 部 门 制 作 精 细

化预报预警产品，通过重大灾害性

天气‘叫应’服务，多渠道发布给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广 大 公 众 。”钟 文 婷

说 ，一 旦 发 布 灾 害 性 天 气 预 警 信

号，第一时间电话“叫应”防灾单位

负 责 人 、相 关 区 、乡 镇 党 政 负 责 人

等 ，同 时 进 行 点 对 点 精 准 预 报 、滚

动更新预警信息，让防灾减灾防线

前移。

试点成效明显，
城市基础设施韧性、
水 资 源 综 合 管 理 能
力、生态系统稳定性
等逐步提升

陕 西 省 西 咸 新 区 沣 西 新 城 天

福和园小区里，一座座小花园点缀

在 楼 宇 间 。 花 园 四 周 布 满 了 碎 石

块 ，并 用 铁 丝 笼 固 定 ，形 成 透 水 铺

装石笼。“这是‘海绵设施’，过滤雨

水的同时，还有景观效果。”沣西新

城 海 绵 城 市 技 术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张

哲说。

在天福和园小区，道路两侧、绿

地里，错落起伏的草沟、砾石沟形成

过滤阶梯，雨水在自然过滤的基础

上，流向滞蓄型雨水花园。当雨量

过大时，雨水通过溢流井流入小区

的雨水收集池，再通过市政雨水管

网，流向沣西新城雨洪调蓄枢纽中

心绿廊。“前段时间下大雨，小区的

路面一点儿都没积水，这些设施起

了大作用。”小区居民刘源说。

目前，西咸新区在全域推广海

绵城市建设 2100 万平方米，推广绿

色 建 筑 4510 万 平 方 米 ，建 成 绿 地

1.05 亿平方米、绿道 863 公里。“国家

级新区在生态城市建设、气候风险

防范等方面建设标准很高，能发挥

示范创新引领作用。”郑艳表示。

根 据 自 身 气 候 特 征 与 发 展 阶

段，试点城市在水资源管理、基础设

施、交通、建筑等领域，因地制宜开

展适应气候变化建设工程，城市基

础设施韧性、水资源综合管理能力、

生态系统稳定性等逐步提升。

—— 增 强 城 市 绿 地 、森 林 、湖

泊、湿地等生态系统涵养水源、调节

气温、保持水土等方面的功能，缓解

城市热岛效应。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区 东 部 两 湖 公

园，超过 3 公里长的绿廊里，树木成

荫，风景如画。这里是丽水主城区

最大的生态公园，总面积超 140 万平

方米。夏天，凉风从东北方向吹来，

穿过绿廊，有效降低城区的气温，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

“得益于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今

年夏天，丽水 38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天超过 50 天，创气象观测纪录，却没

有对全市生产生活、能源保供、生态

环境等造成明显影响。”丽水市生态

环境局总工程师陈灵敏说。

—— 发 展 绿 色 建 筑 ，让 城 市 更

加低碳节能、健康舒适。

走进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

区的海南能源交易大厦，空中花园、

中 庭 绿 谷 让 人 仿 佛 置 身 于 热 带 丛

林，高温天气下也能感受到凉爽舒

适 。“ 大 厦 设 计 搭 配 丰 富 的 绿 化 植

栽、透空的屋面以及东西南北四向

户外观景平台，使自然空气循环流

通，创造出舒适宜人的微气候。”海

南省智慧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肖吟说。

“ 目 前 ，海 口 全 部 住 宅 项 目 、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

单体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

筑，均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海口市

住建局建工科科长庄宁说，2022 年，

海口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

到近 84%，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防洪

排涝体系，建设海绵城市。

近年来，丽水持续兴建防洪基

础设施，全市建成堤防总长 3475 公

里，实施滩坑引水、大溪治理提升改

造工程等一批大型治水项目，构筑

起坚实的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在确

保江河安澜的同时，还能强化枯水

期水电保供能力。

四川省广元市将海绵城市建设

理 念 贯 穿 于 城 市 防 洪 排 涝 项 目 规

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新建人工湖、

湿地公园、滞留塘等人工调蓄设施，

城市蓄水调控功能显著增强。

结合城市实际、
体现城市特色，突出
“一城一策”，稳步推
进 气 候 适 应 型 城 市
建设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持续，我国

一些城市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短

板凸显。“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适

应气候变化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意识有待增

强 ，治 理 体 系 有 待 完 善 ，尚 未 形 成

‘气候系统观测—影响风险识别—

采取适应行动—行动效果评估’的

完善体系，现有行动力度不足，重点

领域、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待

提升。”夏应显说。

“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任重道

远。目前，部分城市没有制定专门

的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多部门协作

的适应决策机制还没有建立。必须

结合城市实际、体现城市特色，突出

‘一城一策’，稳步推进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郑艳说，“要把增强气候

韧 性 作 为 一 座 城 市 的 长 期 发 展 理

念，把提升气候适应能力作为长期

发展目标。”

我国城市类型多样，地域分布

广泛。郑艳建议，气候韧性建设必

须考虑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

产业、不同群体影响的差异性，加强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和国土空间

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在气候风险评

估的基础上，审视城市规划、国土空

间布局、产业布局等，提升城市生命

线系统的安全性，将风险管理做细

做实。“比如，主要道路、城市核心设

施、地铁入口要适当抬高，设置下洼

式公园、广场、绿地作为微水库、蓄

水池，做好各类排水管路毛细血管

式的微循环，应对可能遇到的极端

天气。”郑艳说。

郑艳表示，应持续改善生态系

统 ，提 升 人 居 环 境 的 适 应 性 、宜 居

性。“比如，开展植树造林工程，建设

城市森林、湿地公园等；在新城镇规

划 、城 市 更 新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过 程

中，注重城市小区和绿地道路中的

‘海绵设计’，改善城市小气候、提升

舒适度。”

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绿

草如茵，荷花、美人蕉点缀岸边，郁

郁葱葱的黄槿、椰子树等在海风中

摇曳。不久前，五源河入选全国第

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近年来，

海口市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创

新保护修复模式，拯救性保护潭丰

洋万亩湿地，推动海南东寨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退塘还林还湿等，提

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海口市生态

环境局总工程师宋延巍介绍。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离不开

公众参与。“适应气候变化关系每一

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健康安全。”郑艳

建议，推进政府机关、企业和社会组

织、社区、学校等不同主体的气候适

应能力建设，加强针对气候变化风

险 与 适 应 的 科 普 宣 传 与 志 愿 者

行动。

今年 8 月，生态环境部等 8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试点的通知》，明确年底前在

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工作基础好、

预期示范带动作用强的试点城市，

积极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试 点 申 报 城 市 将 根 据 实 际 情

况，结合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

理体系、优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空

间布局、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气候韧

性等重点任务，合理确定本地试点

建设目标，进一步探索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路径和模式，有效提升城

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更好守护城

市 安 全 ，保 障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展。

在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交通、建筑等领域趋利避害

因地制宜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
本报记者 寇江泽 高 炳 曹文轩 窦 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地

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

要 秉 持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

挑 战 ，守 护 好 这 颗 蓝 色 星

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

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

是我们自己要做。”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 行 动 2023 年 度 报 告》显

示 ，2022 年 ，我 国 碳 排 放 强

度较 2005 年下降超过 51%，

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

历史性地超过煤电，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成效显著。

气 候 变 化 是 全 人 类 共

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正 在 加 速 演

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

频发、强发、广发特征，严重

影 响 全 球 经 济 社 会 和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日 前 指 出 ，2023 年 10 月 是

全 球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热 的 10
月。同时，由于厄尔尼诺现

象将至少持续至明年 4 月，

大 大 增 加 了 出 现 破 纪 录 高

温的可能性。

应对气候变化，需坚持

减缓与适应并重。一方面，

通过能源、工业等经济系统

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整，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

变化速率，比如用可再生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植树造林

增加地球碳汇等。减缓行动

是 遏 制 气 候 变 化 的 根 本 措

施，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通

过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

社 会 系 统 的 风 险 识 别 与 管

理，采取切实有效的调整适应行动，降低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和风险，比如建立完善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

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对气候灾害风险的管理等。当气

候变化已经发生或预期灾害风险较大时，适应行动不

可或缺，能直接有效地保护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安

全。减缓气候变化与适应气候变化协同推进，才能最

大限度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确保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都取得显著成效。宣布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采取节能

提高能效、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

有力措施。从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到

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从建成世界规模最大

的“空—天—地”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到通过基

础设施、重大工程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我国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持续增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仍将持

续。我国气候类型复杂，气候风险交织，增强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的紧迫性不断凸显。在推进减缓工作的同

时，应更加重视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科学、精准，推进

相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加强对气

候变化风险的监测、评估；另一方面，科学、系统提升农

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探索符合各

地实际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建设管理模式，强化城市

气候韧性。

保护地球家园、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同舟共

济，共同书写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作为负责任

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断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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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气候变化
与适应气候变化协
同推进，才能最大限
度减轻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确保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在
推进减缓工作的同
时，应更加重视适应
气候变化行动的科
学、精准，推进相关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 11月 30日在阿联酋
迪拜开幕，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是大会一项重要议题。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持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并重。2017 年，我国启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
设试点，探索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前不久，
生态环境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一批工作基础好、预期示范带动作用强的试点城市，深化气
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什么样的？怎样有效减少气候风险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图①：陕西省西咸新区沣渭生态景观区，各类“海

绵设施”既防范洪涝，又留住水资源。

席荣轩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省宁波市滨江水韵公园里，孩子们在优

美环境中快乐游玩。 严 龙摄（人民视觉）

图③：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通湖大道“口袋公园”

里，市民们在休闲娱乐。 魏琦原摄（人民视觉）

图④：海南省海口湾片区，休闲步道沿海湾铺设，

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景象。康登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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