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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recent years,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has become a critical topic in ur-

ban governance. Copenhagen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ddressing urban flooding and stormwater challenges, gradually 

establishing a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framework centered on stormwater management. This paper reviews its evolution, 

framework, localized theories, innovative tools, and technologies and explores its novel practices in stormwater management. 

Then, we summarized Copenhagen’s hierarchical control and blue-green coordinated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illustrated how 

Copenhagen achieves a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blue-green space through case studies at var-

ious scales. Finally, insights are provided from four aspects: integrating blue-green-gray infrastructure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

ning, the multi-scale stormwater management system, the mechanism for transitioning flagship projects into regular practice, 

and the multi-level,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feasible insights into goal setting, 

management mod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stormwater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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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气候适应性规划成为城市治理的关键议题之一。哥本哈根在应对城市内涝和暴

雨灾害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逐步构建起以雨洪管理为核心的气候适应性规划体系。通过梳理哥本哈根气候适

应性规划演进历程、体系架构、在地化理论与技术创新，探讨其在雨洪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此外，归纳哥本

哈根雨洪管理分级管控、蓝绿协同的规划策略，结合各尺度项目实践进展说明其如何实现建成环境与蓝绿空

间平衡发展。最后，从国土空间规划下的蓝绿灰耦合理念、多尺度雨洪管理体系、旗舰项目常态化转变机制、

多层级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总结启示，以期为中国城市在气候适应性规划和雨洪管理方面提供目标制

定、管理模式及实践途径的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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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及由此引发的极端天气、

海平面上升、城市内涝等连锁反应已经成

为当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危机。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6次

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现象将导致水循环

变化，从而加剧季风性强降水与极端干湿事

件 [1]。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复合型挑战，

诸多城市着手制定了以“气候适应性”“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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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为主题的目标行动与文件，如《哥本

哈根气候规划》（Copenhagen Climate Plan）、《一

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A Stronger，More 

Resilient New York）、《温哥华气候变化适应策

略》（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等，以谋求城

市韧性发展道路 [1-5]。

哥本哈根作为国际宜居城市典范之一，

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内涝与风暴潮等伴生

极端气象灾害风险 [6]。2011年哥本哈根遭遇

特大暴雨造成市域内大量地下交通设施、住

宅、商店严重内涝 [6-7]。2008–2014年，《气候

变化适应及投资声明》（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Investment Statement）统计极端天气事件造

成的损失已达69亿丹麦克朗 [8]。频繁的损失

也为变革创造了契机。近十余年来，哥本哈

根开始推进一系列气候适应性战略，在应对

城市内涝和暴雨风险方面稳步推进，其气候

适应性规划和雨洪管理策略被联合国人居署

和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等国际机构多次引

用和推广，逐渐显现出先锋城市示范效应。

目前国际上对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

及雨洪管理的研究多集中于水文模拟、公共

政策、市政工程技术及相关案例的阶段性效

益等方面 [9-15]。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徐海

韵等 [16]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基于生

态系统的适应（EbA）措施应用与实践步骤。

王江波等 [7]对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相关

官方文件进行解读，总结灾害、融资等方面

相关启示。其他研究在城市案例枚举中对哥

本哈根有所提及 [17-18]。相较于美、英、荷等

资料较为全面的国家，丹麦的相关分析较为

笼统。本文从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背景

出发，梳理其演进历程、体系架构、在地化

理论及技术创新，并结合多尺度实践案例分

析其以雨洪管理为核心议题的规划策略，在

此基础上总结借鉴经验与启示。

1 概念阐述

1.1 气候适应性规划

气候适应性规划（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规划过程，旨在帮助社区、

城市、组织或国家应对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

响，是提升城市韧性的目标导向之一。气候

适应性规划通过建立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气

候状况之间的耦合关系，采取相应的规划策

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减小极端天气引发的

自然灾害发生概率 [19]。城市面临的极端天气

事件主要有高温、暴雨、台风、冰雹等。其

中，极端降水和风暴潮所引发的城市洪涝与

海平面上升是气候适应性规划中的常见议题。

同时，与洪涝议题相伴生的城市水环境治理、

排水系统优化也被纳入其中。这类进程在全

球诸多大型滨海城市中得以体现，如纽约、

新加坡、鹿特丹、哥本哈根等。相关规划与

具体实施步骤普遍包含风险评估、规划立法、

应急响应、融资机制、空间规划等 [20-21]。气

候适应性规划的另一类议题多集中于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温室气体碳排放等，对此《哥

本哈根气候规划》中也有阐述 [1]。但整体而

言，其出发点、侧重点和实施步骤聚焦于雨

洪管理议题。其余内容与本文相关性较小，

故不加以赘述。

1.2 雨洪管理

雨洪管理（stormwater management）是指通

过一系列规划设计和工程技术措施，有效控

制和管理城市地表径流，以降低洪涝风险，

减轻水环境污染，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

综合性过程。发达国家现有的雨洪管理基础

设施大多基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后开发的

现代下水道系统，以满足基于管道的快速排

水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 [22]。然而，随着气候

变化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单纯依靠灰

色基础设施已不足以应对不透水下垫面的扩

张和日益频繁的暴雨事件。因此，当代雨洪

管理更加强调可持续性、气候适应性和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并涌现了许多新概念和范

例（如低影响开发、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

水敏感城市设计、海绵城市等）[23-24]。这些术

语背后的重点是源头控制、中端渗透截留、

末端滞蓄，减轻下水道系统负担，将场地恢

复到开发前的水文状态，并兼顾生态、社会

和经济需求，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水文挑

战。在气候适应性规划涵盖的大范围下，诸

如雨洪管理、能源规划、碳中和、生态保护

等，都已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演进历程及体

系架构

2.1 气候适应性规划演进历程

在气候变化问题被广泛关注之前，哥

本哈根城市规划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城市空

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发展。从1947年首版《手

指规划》（The Finger Plan）到2019年《哥本哈

根市政规划》（Københavns Kommuneplan 2019），

哥本哈根在城市空间发展框架上保持连续

性和前瞻性，为后续的气候适应性规划提

供基础 [25]。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15）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到国家政策

层面。丹麦随即在2011年颁布针对气候适应

性规划的核心纲领性文件——《哥本哈根气

候适应性规划》（Copenhagen Climate Adaptation 

Plan，CCAP），标志着气候适应性规划进入系

统化布施阶段。该文件阐述了其面对的挑战、

机遇与指导方针 [6]，提出主目标即：解决十

年一遇降水，增加地下排水能力和结合地上

空间雨洪疏导。2012年颁布《暴雨管理规划》

（Cloudburst Management Plan），以雨洪管理为落

脚点，对提升城市韧性、风险等级划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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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处理作出进一步说明，并给予相关立

法、投资、责任划分等内容以指导依据 [26]。

随后的2015和2017年，哥本哈根相继颁布

《气候变化适应性与投资声明》和《风暴潮计

划》（Storm Surge Plan），分别梳理了气候适应

性规划财政支出的效益与挑战，以及应对风

暴潮所采取的战略性保护措施 [8,27]。目前哥本

哈根各级市政规划也已完善配套文件，推动

与早期各项城市空间规划的融合并进。此外，

相关学者、研究机构也参与编纂了系列非官

方文件资料，如《可持续都市排水系统》《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介绍在地项目的分析工

具、施工做法和案例指导，以辅助解决项目

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28-29]。整体上，哥本哈根

逐级完善了气候适应性规划的制定，从总体

规划到分区规划，再到地块实施，辅之以大

量过程文件，推进从传统城市空间规划向综

合气候适应性策略规划的转变（图1）。

2.2 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系架构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共建机制在发达国

家气候适应性规划实施过程中较为普遍 [30]。

如伦敦成立的“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纽约的

市长韧性办公室（The Mayor’s Office of Resiliency），

以及布里斯组成的“水智慧社区”等 [31]。尽管

实施过程中仍有因话语权博弈所导致的不均

衡现象，但整体上多元主体参与体系较好地

动员了规划实施中涉及的各个社会利益团体。

当前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的进度

主要围绕在以CCAP与《暴雨管理规划》为核

心所开展的各区域自治项目管理阶段。从流

程上看，政府意愿和集团利益部门博弈依然

占据主导，从而形成自上而下式的管理与推

行方式。而基层项目实施的管理阶段则更多

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形式。参与架构的主体

及功能主要包含：（1）市政部门，以丹麦自

治市镇体系（municipality）划分，主要负责项

目流程监管与信息发布，把控实施进度，召

集各方参与；（2）水务部门，行使建设、管

理公共基础设施的职能并兼备技术力量，以

HOFOR等水务集团为典型代表；（3）供应商与

施工方，主要负责建设材料供应与现场施工；

（4）智库机构，主要以专业顾问的角色负责

协助评估与反馈，以哥本哈根大学、丹麦技

术大学为典型代表；（5）咨询公司与设计方，

主要负责研判、沟通、咨询、设计，避免实

施环节中信息不对称现象，以Ramboll、SLA

事务所等为典型代表；（6）社区民众，根据

规划所涵盖的片区，当地民众通过民主意见

会、联合工作坊等形式参与（图2）。

3 在地化理论与技术创新

3.1 在地化理论

相较于北美低影响开发、澳洲水敏城

市、中国海绵城市等雨洪管理理念，哥本

哈根在理论方面完成了基于丹麦语应用的

在地化诠释。本地雨水排放（Lokal Afledning of 

Regnvand，LAR）核心理念是强调雨水源头控

制和渗蓄净化，关注雨水汇流积聚的局部处

理。其次，三点法（Three Points Approach，3PA）

于2012年由Fratini[32]首次提出并用于丹麦雨洪

管理框架描述和在地化理论补充（图3）。3PA

试图以通俗的三类情境表述（日常情境、设

计情境、极端情境）来建立雨洪管理问题的

特定话语。其目的不在于定量计算雨洪影响

以及成本效益分析，而是为管理者和相关

方提供一种平台工具，用于沟通和预测未来

可能的情境和解决方案 [33]。3PA解释了城市

洪水的持续性和自组织临界性，即洪水无法

消除，并且无法依赖传统线性预测和控制方

法。尽管3PA的概念较早被引入丹麦水务部

门，但对于不同雨洪管理设施适合的情境仍

总体规划类 分区规划类 地块实施类

过程文件类

图1   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演进历程相关文件
Fig. 1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Copenhagen

1

气候适应性规划背景下的哥本哈根雨洪管理实践进展与启示       许瀚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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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探讨。不同重现期条件下的雨洪管理设

施表现与设施间的空间分布规划问题依然存

在争议。

3.2 分析工具与解决方案创新

在气候适应性规划推动的背景下，丹麦

相关分析工具、平台和技术，如MIKE系列、

Scalgo、Bluespots model等得以发展。这些技术

旨在改善和简化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的处理

和分析过程，特别是与水文和地形相关的数

据。例如Scalgo工具通过实时在线服务，基

于精确的开源地理空间数据，可快速完成洪

水风险评估、水流分析、地形处理和降雨事

件情景模拟，以满足城市规划、环境评估和

灾害管理等领域的需求（图4）。Bluespots model

则针对哥本哈根19世纪50年代后洼地（如泥

炭沼泽、湿地、小湖泊）建设开发所造成的

洼地倾泻点内涝风险问题，完成了高精度蓝

点雨洪风险地图绘制与预测流程设计 [34]。高

精度、智能化的工具开发与技术创新为本土

实践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4 哥本哈根雨洪管理策略及多尺度实践进展

4.1 分级管控下的蓝绿协同雨洪管理

总体方针上，哥本哈根雨洪管理的主旨

是结合已有或新建的蓝绿基础设施元素，完

成雨水地表径流的渗透、滞蓄、传输与储存，

以实现水资源的多目标利用。前端收集通过

规划地面空间与地形高程（如道路横纵坡、

自行车道路线等），结合雨洪管理系统元件

（如雨水管道、格栅井、排水沟、涵管等），

控制初期径流，缓解暴雨峰值压力。其次，

a  土地利用图    b  地形高程图

c  径流路线图 d  淹没范围图

图3   3PA情境概念释义
Fig. 3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he 3PA scenarios

图4   哥本哈根Scalgo在线地理数据分析工具界面
Fig. 4   Scalgo online geodata analysis tool interface in Copenhagen area

图2   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多元参与主体及工作框架
Fig. 2   Multi-stakeholder and workflow framework for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Copenhagen

4

32

重现期/年

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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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端过程中发挥蓝绿基础设施的滞蓄、传

输功能。例如改造雨洪传输型道路，或将城

市绿地、广场、运动场等作为暴雨滞留空间

结合到区域规划中（图5）。最后，末端调节

以城市自然地势条件和滨海属性为基础，依

靠海域与部分人工湖、淡水湖，连同道路骨

架将超额水量沿“手指状”路线排出。至此，

雨洪管理形成连贯的网络，将上游子汇水区

的雨水汇聚、消纳，经由排水管网或蓝绿基

础设施协同传输到下游排放。

由于原有地下管廊改造建设成本费用高

昂，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哥本哈根主要侧重于

地表实施，这也对蓝—绿—灰基础设施的协

同要求更高。为此，丹麦政府于2013年初颁

布了《规划法》修正案，规定水务公司可以

通过征收消费者关税（consumer tariffs）为地表

工程措施提供资金。此外，部分区域切断建

筑物与街道或下水道的管道传输路径，将雨

水分流至专用管道或渗沟，从而减轻暴雨时

的超负荷传输，实现源头分流。

4.2 基于都市自然空间的多尺度实践

气候适应性规划的作用机制与评估本身

存在宏观、中观、微观的区别，因而其实践

对象也有多尺度上的纵向划分。哥本哈根针

对不同尺度和特定区域共预计开展300余个

实施项目[6]。近十年的实践已经逐渐产出一

批代表性实践成果（表1），包括区域尺度、

街区尺度、场地尺度三种类型（图6）。

区域尺度上，优先考虑实践项目同城市

大型蓝绿基础设施相耦合，如城市湖泊、河

流、集中式绿地等。以城市新区Ørestad为例，

区域内雨水经下垫面汇集排入城市运河。降

雨初期污染物浓度较高的雨水先经过双孔隙

过滤系统处理后再排入运河，成为该运河的

主要水源。运河的角色不仅是雨洪管理系统

的重要载体，也连接城市绿地、道路、广场

以及周边新建社区，为居民提供高品质滨水

公共生活空间。

街区尺度上，实践多集中于中型绿地空

间。项目类型多为城市片区公园和道路更新

改造。通过统筹街区尺度雨洪管理，就地完

成雨水收集与再利用，减轻地下管道系统负

担。以Enghaveparken为例，公园邻近建筑屋

顶雨水引入公园内部进行绿化浇灌，同时借

助蓄水池用作景观水源。此外，公园中的下

沉广场在极端暴雨时可用于调蓄超载雨水。

该类型实践案例普遍旨在缓解街区尺度下的

图5   结合蓝绿基础设施的雨洪管理措施
Fig. 5   Stormwater management measures coupled with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图6   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多尺度实践案例
Fig. 6   Multi-scale practical cases of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Copenhagen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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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多尺度实践项目
Tab. 1   Copenhagen multi-scale practice project on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
Project

�� /hm2

Size 
��
Type

����
Design objectives

������
Stormwater management measures

���� /106 DKK
Cost 

Oerestad
奧雷斯塔德

310.00 区域尺度

打造功能完善、绿色宜居的

城市片区，以应对未来极端雨

水天气

区域内规划运河收集来自周边建筑屋顶的雨水，流

经路面的雨水经过双孔隙过滤系统之后进入运河成

为水源，预计收集约 178 000 m3 的雨水

—

Lindevangs Park 
林德万斯公园

2.10 街区尺度

将气候适应性设计与社交活

动设施结合，为高密度社区提

供户外活动场所

通过螺旋形水墙等不同的措施收集雨水并储存至地

下蓄水池；中央草坪区作为下沉空间，用于收集和储

存雨水

25.0

Taasinge Square 
塔星戈普拉达广场

0.75 街区尺度

预防内涝并利用雨水补充地

下水；提供居民游憩场所，结

合城市生活与自然

屋顶蓄水后，汇集到植被蓄水池完成土壤过滤后排

放；下沉式雨水花园用于雨水渗透，极端暴雨天气下

雨水外溢进入市政管道

6.0

Sankt Kjelds Plads 
圣克耶兹广场

3.49 街区尺度

使社区能够抵御未来的暴雨，

增强生物多样性，减少空气污

染以及城市热岛效应

通过植被形成一个绿色雨水花园网络确保 34 900 m2

的区域免受洪水侵袭；当暴雨来袭时，将雨水引导到

绿地和雨水花园，借助管道汇入港口

48.0

Sankt Annæ Plads 
圣安妮广场

1.64 街区尺度
预防极端雨水天气，提高雨

水利用率；增加交通安全

铺设地下导雨管收集屋顶和停车场雨水径流；暴雨

期间，下沉绿地区域形成传输通道，将雨水排入海港
132.0

Enghave Park 
恩哈弗公园

3.50 街区尺度
将城市雨洪挑战转变为娱乐

和互动相结合的体验

采用矮墙拦截雨水；雨季时，自动门配合矮墙以关闭

公园，防止雨水外溢；采集周边建筑屋顶雨水至公园

蓄水池存蓄，用于绿化浇灌或娱乐设施水源等

10.9

Taastrup Park 
措斯楚普公园

2.50 街区尺度

将休闲区和各种活动空间与

降低洪水风险的技术设施相

结合

公园的自然水体可收集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区域

内的雨水，集水区面积共计约 42 hm2 18.0

The City Dune / 
SEB Bank 

城市沙丘 /SEB 银

行

0.73 场地尺度

休闲区和气候解决方案相结

合的户外公共空间，不仅服务

于 SEB 银行，还向其他大众

开放使用

哥本哈根首个雨水径流 100% 管控不外溢的城市公共

空间；采用集水沟搭配水泵系统将水循环引导至树

木和植物床，用于灌溉和雾森设施；溢流系统将超量

雨水排放至海港

40.0

Hothers Plads
瑟斯广场

0.60 场地尺度
用草坪、树木和灌木取代不

可渗透铺装，并设计雨水花园

通过 25 个小型雨水花坛，三个地下雨水储存装置和

绿色屋顶来共同处理来自社区单元内部的雨水
8.0

城市内涝，打造兼具雨洪管理和休闲游憩价

值的复合功能型绿地。

场地尺度上，实践多集中于小微绿地改

造或街道空间设计，项目类型多以社区花园

和街旁绿地为主。以Hothers Plads社区为例，

社区新建雨水花园以增加地表径流下渗，去

除径流中的污染物从而改善水质以及减轻社

区排水管网负荷。其次，通过合理的植物配

置，增加蒸腾作用调节环境中的空气湿度，

改善社区微气候环境，并为鸟类或昆虫提供

栖息地。雨水花园维护简单，可达性高，鼓

励社区居民亲身参与到维护过程，也有助于

提升社区活力。

5 对中国城市气候适应性规划与雨洪管理的

启示

近年来，中国城市内涝频发，探索适用

于中国国情的气候适应性规划依然任重道

远。哥本哈根属于典型温带海洋性气候，全

年降雨分布相对均匀，同时城区内拥有大量

的水系与自然绿地，整体建成环境密度低。

这些气候特征和自然禀赋都为其雨洪管理策

略提供支撑条件，也意味着许多措施并不能

照搬到中国诸多高强度建成环境形态类型或

干湿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但经验

值得借鉴与探讨。基于此前提，本文提供以

下4点启示。

5.1 国土空间规划下的蓝绿灰耦合理念

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正向精细化、综

合化推进，绿地系统规划与基础设施规划的

统筹即体现为蓝—绿—灰基础设施的平衡与

耦合问题。各类设施的类型、体量、空间布

局需要进一步定量细化。传统管道快排模式

与气候适应性规划所倡导的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各有所长，应在精细化、智慧化的整合

前提下协同。哥本哈根在雨洪管理建设中也

适当提升了已有灰色基础设施，如扩大雨水

管管径、建造地下调蓄池等，从而与地表蓝

绿基础设施相互补强。在实施层面，协同规

划、景观、市政、水文等多领域部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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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的气候模型、水文模拟、地下设施规

划等实施依据，在可控的条件下推动实施。

5.2 多尺度的雨洪管理体系

多尺度分区管控体系体现为差异化的政

策支持与技术手段。一方面进行灾害评估分

级分区，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尺度的实施项目

予以不同层次指导意见，进而结合评估端和

实施端，形成完整的规划管控链条和实施引

导制度。中国幅员辽阔，各城市气候条件、

地形地貌、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同一城

市的不同区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评估

也有时相去甚远。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管理与单一化的技术手段，或又将造成同质

化的气候适应性规划和海绵城市建设浪潮。

应因地制宜地评判风险和潜在问题，采取跨

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手段，建立尺度适

宜、层级清晰的韧性规划体系，确保规划有

效衔接，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城市危机。

5.3 旗舰项目向常态化转变机制

哥本哈根的气候适应性规划正处于转

型期。早期试点项目被视为“生态位实验”

（niche experiment），这类旗舰项目的优势在于

预算充足，专业力度投入大，行政执行力强，

从而利于挑战常规项目作法。然而，此类项

目技术创新规模小，推广难度大。因此，旗

舰项目向常态化项目的过渡成为难点。

当前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已进入全域推进

阶段，推动早期试点城市的旗舰项目向常态

化转变也应及时建立系统评估与反馈更新机

制。一方面依然需要足够的专项基金支持旗

舰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合理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提供可能的政策优惠和补贴。另一方面，

加大对成功示范项目的宣传力度，逐渐提升

公众和相关部门的整体认知和接受度。加强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区的多方合作，

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项目的常态化发展。逐渐

积累项目数量和有效评测才使广泛性的过渡

成为可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广泛普及和长效

管理。

5.4 多层级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尽管哥本哈根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已经

有所突破，但仍存在痛点。目前，气候适应

性规划的顶层设计权仍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

与水务集团，公众参与范围有限，大多以工

作坊等形式在社区基层开展，且在实施中存

在步骤冗长、推进缓慢的现象。公众参与意

愿不确定性高，从而可能贻误时机并造成二

次损失。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城市层面的规划

编制过程中，应注重将投资方、地方职能部

门及专家等利益相关者纳入决策框架中，同

时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

机制。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通过宣传科普树

立社会群体对韧性城市和气候变化的正确认

知，善用激励政策激发社会团体的活力，共

同促进规划落实，保障可实施性与社会认同

度。另一方面在保证政府刚性规则的控制和

引导下，适当简化政府机构职能，避免同级

部门互相掣肘，减少协同过程中的争议阻力。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哥本哈根气候适应性规划背

景下雨洪管理实施进程的梳理，解读了如何

依托在地理论和技术创新并逐步实践其策略

方针。逾十年的初步实践也反映了规划阶段

性成果与不足。中国城市雨洪管理经验尚处

在积累过程中，虽然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和

实践，但其与城市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

得跨学科、复杂性的成果仍亟待探索。同时，

气候适应性理念、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及海

绵城市建设的相互协调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从而真正构建起生态、社会、经济多维度灵

活应对的城市韧性发展之路。

注：文中图5根据参考文献 [8]改绘，其余图表均

由作者自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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