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新时代新步伐

美丽中国 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

2020年11月3日 星期二

在长三角区域
一 体 化 发 展 战 略
中，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是关键领域。
多年来，长三角区
域 灰 色 基 础 设 施

（道路、机场、桥梁）
的规划建设，在促
进生产要素流动融
合和经济增长的同
时，也存在建设成
本高、资源消耗大、
破坏自然景观和谐
等突出问题。

绿色基础设施
是基于自然的调节
系统，通过提供生
态系统服务来满足
人类的基本需求，
是自然的、可持续
的、有活力的。在
长三角区域探索绿
色基础设施的共建
共享，既是推动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也是维系长三
角区域安全韧性的
战略选择，能够为
中国的区域协调发
展走出新路。

在共建绿色基
础设施方面，笔者
认为长三角区域有

“三大诉求”。
第一，长三角

区域在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方面有共同
诉求。长三角有漫
长的海岸线，是我
国登陆台风数量较
多的区域。不管是
赤潮、风暴潮、海啸还是台风侵袭，
对长三角区域的浙江、江苏和上海都
有影响。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
进和自贸区扩容，长三角区域对海洋
的开发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沿海基础
设施的开发建设如果不当，会导致资
源枯竭、珊瑚礁破坏、渔业和旅游业
收入减少、无法抵抗风暴潮和海岸侵
蚀对基础设施造成的伤害、海滩维护
成本增加以及白色污染等问题。

第二，长三角区域在提高蓄洪排
涝能力方面有共同诉求。长三角区域
大城市集中，受全球气候变化、城市
热岛效应和雨岛效应影响，近年来沿
江、沿湖、沿海城市遭受洪涝灾害的
风险增加。这使得一些城市的排水、
内涝防治和城市防洪 （潮） 等基础设
施无法承受暴雨洪涝灾害的冲击。打
通内河水网，修复内河生态系统，提
高城市的蓄洪排涝能力，是当前长三
角区域的共同需求。

第三，长三角区域在共建生态防
护林方面有共同诉求。在生态防护林
建设方面，长三角区域省际毗邻区域
是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江河湖岸防
护林、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浙西—
浙南山区的绿色生态屏障碎片化特征
明显。

为了更好地促进长三角区域绿色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以较低成本降低
生态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建设安
全韧性的长三角，扎实推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明确绿色基础设施共建关键领域，
助推区域协作。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共建滨海湿地。坚持以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修复为辅，建立一批海洋自然
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逐步修复已经破坏的滨海湿地。强化苏
沪浙皖联动，加强河流、湖泊上游源头
水源涵养保护和水土保持，实施跨省河
道疏浚和综合整治。

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内原水联动
及水资源应急供给机制，提升长三角
区域防洪 （潮） 和供水安全保障能
力。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共筑长三角
绿色生态屏障。以皖西大别山区和皖
南—浙西—浙南山区为重点，加强天
然林保护，建设沿海、长江、淮河、
京杭大运河、太湖等江河湖岸防护林
体系，开展丘陵岗地森林植被恢复。

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保
障机制。拓宽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资
金来源，保障投资力度；完善跨省域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体系，确保
规划先行；探索建立区域互利共赢的
利益分享机制和协调机制，促进公平
竞争。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跨省域项
目投资、税收等利益争端处理仲裁机
制，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
高效配置的良好法治环境。创新绿色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评估体系，在水
坝、水库、灌溉和排水工程中，结合
经济学方法综合评估流域内生态系统
服务的成本与收益，量化绿色基础设
施的投资回报率，为决策提供支持。

（周伟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庄贵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所
副 所 长 、 研 究
员）

未来可期

绿色基础设施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周
伟铎认为，人们要转变观念，认识到灰色基础
设施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破坏自然景观等弊
端，在未来城市规划中提高标准，向绿色基础
设施转型。另外要建立并完善适合绿色基础设
施发展的制度体系，才能让灰色基础设施逐渐
退出城市规划设计。

专家预计，未来20—30年中，中国对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需求，必将成为绿色基
础设施发展实践的热点地区。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院绿色基础设施研究所所长栾博分析，中国
具有适合绿色基础设施发展的四大因素：

第一，中国生态环境危机带来的挑战与机

遇。从全国来看，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严峻，这也为绿
色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第二，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制度保障。生
态文明理念已上升到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绿色基础设施是支撑生态文明战略
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以往国家依托投入工程基础建设带
动经济，未来国家将大力投入生态环境修复与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第四，不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需求。我国
2019 年城镇化率达到 60.6%，未来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将从以往的规模扩大转向质量提升。存
量优化的提质增效中，基于自然的修复和建设
必然是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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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能否
拥有更清洁的水和空
气？能否在暴雨时安
全出行？能否过上低
碳生活？能否让社区
环境更宜居？这一切
都依赖于绿色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完善。目
前，中国将发展绿色
基础设施作为解决城
镇化问题的一条重要
途径，已基本形成城
市 绿 色 基 础 设 施 体
系，对缓解热岛、防
灾避险、保护城市的
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
作用。

“灰色”变“绿色”城市更宜居
凤 昇 张 悦

基于自然

长期以来，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建筑、道
路、广场、水渠和管线系统——这些被称为灰
色基础设施的东西，为人们提供市政基础服
务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环境危机。

“灰色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比
如在城市，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时，会
产生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还有水厂的
建造及运营，需要用到钢筋、水泥、橡胶、化学药
剂等人造物质，而这些物质的生产过程又是高
污染的。因此，这些都属于灰色基础设施。”上海
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周伟铎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相对于灰色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能为
城市及居民提供基于自然的生态系统服务：清

洁的空气与水、调节气候、调节与净化雨洪、为
生物提供栖息地、为市民提供户外休闲场所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庄
贵阳说，从空间上看，绿色基础设施是跨尺
度、多层次、相互连接的绿色网络结构，是城
市发展和土地保护的基础性空间框架；从功能
上看，绿色基础设施提供全面的生态系统服
务；从构成要素上来看，绿色基础设施包含国
家自然生命支持系统、基础设施化的城乡绿色
空间和绿色化的市政工程基础设施3个层次。

一个重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城市，将从
根本上树立敬重自然的生态质素与格局。专家
建议，城市规划者应将基于自然的绿色基础设
施方案纳入规划、将基于自然的生态城市建设
融于城市发展中，这样有助于创建更多绿色、
安全、和谐的宜居城市。

逐渐应用

绿色基础设施在古代已经有实践，如长三
角区域的运河水网、南方丘陵的陂塘系统、黄
泛平原的坑塘洪涝调蓄系统等。自 2000 年以
来，现代意义上的绿色基础设施开始在中国的
规划体系中逐渐应用。

今年11月1日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揭牌一周年的日子。示范区正在打造
的“清水绿廊”就是一个很好地利用绿色基础设
施改善生态的案例。当地的金泽水库下游连接
着上海的一个水源地，上游连接着苏州一个泄
洪通道，容易受到污水污染。

周伟铎介绍说，目前，示范区正在以金泽水
库为核心，建立“一河三湖”的水环境生态保障，
实现从末端治理转向全流域治理，从而改善水
源地生态，形成长三角的水网生态，真正发挥水
生态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一方面调蓄洪水，另

一方面为居民提供清洁水源。
在许多城市，之前用人造的“排水管网”

建造防污体系和防涝体系，现在按照绿色基础
设施理念，建成了湿地和森林公园，减少了人
造排涝设施的应用，发挥了绿色基础设施涵养
水源、降低洪涝灾害，缓解城市内涝的功能。

渭河是咸阳、西安的母亲河，快速城镇化
发展使渭河在城市段的面貌大变，失去了原有
的生态服务功能。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绿色基
础设施研究所的科研设计人员介绍，在咸阳境
内的渭河缓冲带上，将洪水适应、雨水调蓄、
废水资源化三者统筹规划，将再生水用于绿地
植物的灌溉水源，并把水净化过程与市民科普
体验结合，形成了以水为核心，集洪泛河滩、
湿地海绵、城市公园三位一体，具有洪水适
应、雨洪调蓄、废水净化、休闲健身、自然体
验、文化生活等复合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以
自然的力量提升区域韧性安全。

管理雨洪

绿色基础设施能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管理暴
雨雨水，减少洪灾，最典型的是海绵城市措施。

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主要依靠管渠、泵站
等“灰色基础设施”来排水，以“快速排除”
和“末端集中”控制为主要设计原则，但并不
能解决城市排水的根本问题，而且建设成本
高。海绵城市的建设依靠“海绵体”：包括
河、湖、池塘等水系以及绿地、花园、可渗透
路面这样的城市配套设施。雨水通过这些“海
绵体”下渗、滞蓄、净化、回用，最后剩余部
分径流通过管网、泵站外排，既避免了洪涝，
又有效收集了雨水。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 指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要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 2020年，城市
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
求。目前，“海绵城市”在减少城市洪涝灾
害、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方面正在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市通州区自2016年开始海绵城市改造
建设，已基本实现小雨不再积水，大雨不再内
涝；入围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庆阳
市，是一个西部缺水型城市。庆阳市创新提出

“滞蓄为主，以净促用，适度渗透，有序排放”的
技术路线，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据
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晓宏介绍，试点区域内实现了90%的雨水不外
排，径流污染削减率达到 60%，雨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

游客在上海吴淞炮台
湾国家湿地公园，享受着
诗画般的滩涂风光美景。

杨建正摄 （人民图片）

浙江杭州千岛湖淳杨线骑行绿道人气旺。淳杨线总长 52 公
里，70%的路段临湖，湖光山色，鲜花盛开，景色如画。

王建才摄 （人民图片）

浙江杭州千岛湖淳杨线骑行绿道人气旺。淳杨线总长 52 公
里，70%的路段临湖，湖光山色，鲜花盛开，景色如画。

王建才摄 （人民图片）

航拍下的江西省分宜县分宜镇收村湿地公园风景如画。
黄传庚摄 （人民视觉）

有“中国最美梯田”“最佳湿地”等美誉的浙江省云和梯田
一片金黄，稻谷飘香，吸引了全国各地成群结队的游客。

刘振清摄 （人民图片）

山东省威海市羊亭河湿地公园，市民在网红打卡地——粉
黛乱子草园内拍照游赏。 宋永强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