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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基于生态系统

的适应（EbA）与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Eco-DRR）理论逐渐产生并受到关注。当前 EbA 与 Eco-DRR 作为新兴

概念，在国外的生态、气候变化、城市设计等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其概念、内涵等理论内容已逐步成形并走

向实践研究；而国内对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二者在城市层面的规划实践研

究尤为缺乏。立足于城市与规划实践 2 个主要视角，首先基于城市维度对 EbA 与 Eco-DRR 的形成、内涵与协

同等进行梳理，随后统计国外 22 个主要城市的气候适应规划文件，梳理气候相关规划的重点内容与措施方法，

探讨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运用情况。这有助于将国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外相关

研究成果进行对接，为将来中国城市应对气候问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适应气候变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气候规划

Abstract: As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becomes increasingly serious,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the key to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 and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DRR) theorie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nd received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n EbA and Eco-DRR, as emerging concepts, is carried out vigorously in the fields of ecology,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design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ir concepts, connotations and other theoretical contents have 

gradually formed and turned to practical research. Meanwhile,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EbA and Eco-DRR is 

just beginning,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bA and Eco-DRR in cities is relatively lacking. Based on 

the urban planning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first interprets and discriminates the backgrounds, 

connotations and synergy of EbA and Eco-DRR. Then it sorts out 22 foreign cities’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documents, analyzes their focus contents and measur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ethods in 

climate change. It can synchronize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citie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DRR);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climat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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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面对日趋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城市往往

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及相关次生灾害的影响。起

初，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缓解措施是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然而缓解措施的效

果未达预期，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 [1]。随后，借助生态系

统的功能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被引入传统的适

应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adaption, CCA）与减

少灾害风险（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的研究

中，逐渐形成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

based adaptation, EbA）与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DRR）

理论。当前，EbA 与 Eco-DRR 理论可帮助城市

增强气候适应力与灾害抵御力的观点已得到广

泛认可，关于 EbA、Eco-DRR 的理论研究在国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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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兴未艾，国内对这 2 个理论的相关研究

主要处于理论的解读与梳理上，对实践运用

的研究涉足较少，且尤为缺乏对二者在城市

层面规划实践运用的研究。

本研究立足于城市维度，从气候变化与

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开始，随后阐述在基于

自然的理念引导下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

内涵、差异与协同作用；基于前述研究对国

外 22 个主要城市的气候适应规划文件进行梳

理，统计其采用的主要措施方法、重点与特

点；以此探讨当前 EbA 与 Eco-DRR 理论在城

市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规划实践中的运

用情况，为后续中国 EbA 与 Eco-DRR 的运

用提供借鉴。

1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形成、内

涵与协同作用
1.1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显，当

前 生 态 系 统 难 免 受 到 威 胁 与 挑 战。 例

如，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Climate 

Change and Land）中指出 [2] ：全球变暖导致了

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

地中海等部分干旱气候区荒漠化风险增加，

冰川消融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使现有的生态系统平衡面临被打破的风

险，并将进一步导致更为复杂的生态、社会

与经济问题。

尽管生态系统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

但其本身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例如，海底的动植物群落有助于从海洋大气

中除碳 [3] ；沿海红树林具有较强的储碳效果，

并能降低风浪与潮汐的破坏能力等 [4]。正如

Malhi 等 [5] 所说：“生态系统在碳循环、水循

环等循环中的复杂作用使其有助于缓解与适

应气候变化问题。”

1.2  基于自然的理念融入：从 CCA、DRR

到 EbA、Eco-DRR

Lawrence 等 [6] 与 Booth 等 [7] 指 出： 由 于

气候问题具有较强的级联效应，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具有广泛性与复杂性，需不同学科与

机构的参与。在此基础上，CCA 理论与 DRR

理论逐渐形成。IPCC 将 CCA 定义为：“通过

调整自然系统、人类社会或经济系统的方式

应对现有或预测的气候影响，以便减轻气候

变化造成的损害，或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

利机会。”[8] 基于 CCA 理论的主要内容，国际

层面已经展开了诸如建立气候适应基金 [9]、完

善评估框架 [10] 等多种合作。相较于 CCA 理

论，DRR 理论则起源于灾难管理领域。随着

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频率与破坏力倍增，DRR

理论因具有减少灾害脆弱性风险并增强适应

力的作用而进入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范畴 [11]，

为应对气候问题增加了相应的灾害学理论与

应对策略。

随着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实

践的深入，正如陈梦芸等 [12-13] 指出：“经济 –

社会 – 环境”三者耦合的复合挑战使得单纯的

工程技术手段或依赖自然本身的方式已难以

满足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自然

力量在气候适应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关注，

并与 CCA、DRR 理论结合形成了 EbA 与 Eco-

DRR 理论。

EbA 概念于 2008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中被首次提出 [14-15]， 

随 后《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CBD）通过两方面阐述了该

术语：“ EbA 利用生物多样性及提供生态系统

服务帮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问题；EbA 通过

可持续管理、保护与恢复生态系统增强气候适

应能力”[16]。对于 EbA 理论，Scarano[17] 指出，

除了提升生态系统自身适应力的内容外，EbA

理论更是一种结合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

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Geneletti 等 [18] 

和 Pauleit 等 [15] 认为 EbA 理论相较于传统措施

能带来多种社会经济效益；Wamsler 等 [19] 学

者认为应将 EbA 理论纳入城市主流规划。尽

管不同的解读各有侧重，但李鑫等 [20] 指出：

当前关于 EbA 理论的阐述均认同其通过生

态系统优化提升城市韧性、恢复生态系统功

能的核心内涵。在具体实践中，城市层面的

EbA 运用主要通过合理管理与利用城市生态

系统增强气候适应力，包括蓝绿基础设施的

设计与改进（如规划蓝绿空间、建设绿色屋

顶等）以及通过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类型措

施（如采用减少土壤不渗透性的措施等）[18]。

当前城市维度的 EbA 研究已逐渐展开，例如

Kazmierczak 等 [21] 开发了以城市指导文件和激

励政策等为主的案例数据库，Mcvittie 等 [22] 和

Geneletti 等 [18] 研究了欧洲城市的 EbA 应用等。

Eco-DRR 理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理论与

DRR 理论结合所形成的。Estrella 等 [23] 将 Eco-

DRR 理论定义为：“通过对生态系统可持续管

理、保护和恢复以减少灾害风险，旨在实现

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发展。”由于其成因特点，

虽然 Eco-DRR 理论作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问

题的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但这一概念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内容大部分依然立足于 DRR 理

论，其实践运用往往围绕社区层面或滨海等

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展开（图 1）。

1.3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差异与协同

作用

根据前文可知，气候适应与减灾理论

随着基于自然理念的融入衍生出了 EbA 与

Eco-DRR 理论。相较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本身对整合规划、

行动方案与治理方法的侧重，Young 等 [24] 指

出：EbA 与 Eco-DRR 作为与具体项目的衔接，

二者的主要内容更多地定位于实践。

比较 EbA 与 Eco-DRR 2 个概念，在其起

应对与气候相
关的长期危害
的频率与强度，
以及未来气候
变化趋势

通过生态系统方
法，EbA与 Eco-
DRR 可协同管理
当前气候风险和
气候灾害

通过生态系统方
法对非气候因素
风险与灾害进行
管理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

基于生态系
统的适应
（EbA）

基于生态系
统的减灾

 （Eco-DRR）基于生态系
统的适应与减灾

（EbA+Eco-DRR）
减少灾害
风险

（DRR）

适应气候
变化

（CCA）

1 EbA 与 Eco-DRR 术语的形成背景与相互关系 [15, 22]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interrelationship of EbA 

and ECO-DRR[15,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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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EbA 产生于气候相关科学，Eco-DRR

则在灾难应对中逐渐形成 [25] ；在主要内容上，

EbA 着重于增强气候灾害抵御力与对未来的

气候变化的适应力，而 Eco-DRR 包含如地震、

落石等非气候灾害的应对 [23] ；在措施方法上，

EbA 侧重对气候长期变化及其影响的适应性

管理，而 Eco-DRR 着重于灾害预警、监测、

响应、恢复与重建 [25] ；就监测与评估而言，

EbA 针对生态系统进行脆弱性评估并制定针

对未来变化的规划，而 Eco-DRR 则更关注环

境条件与自然灾害关联的危险性、暴露性 [25]。

2 种理论虽在起源、侧重点、实施方式

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由于具有抵御气候灾害

这一共同目的，且均基于生态系统管理这一

共同方法论，二者具有协同作用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运用中许多“适应措施”可以“降低

风险”，通过“减少风险”也可以增强“适 

应”。UNEP 指 出 [25] ：EbA 与 Eco-DRR 的 协

同运用首先需构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场景；

其次需构建通用的术语、评估工具、数据库

与知识库；与此同时，在实施中需要采用适

应性管理，二者的制度制定、评估与监测方

法也需要跨学科和部门展开。

2  研究方法
根 据 前 文 可 知，EbA 与 Eco-DRR 已 有

较清晰的理论内涵，两者相辅相成，并逐

渐在多专业、多尺度展开实践。Triyanti[26]、

Whelchel[27]、Hölscher[28] 等指出亟须变革当前

规划，将 EbA、Eco-DRR 乃至其他理论协同

整合并纳入主流；欧盟等组织也积极推动相关

项目实践，但总体而言，EbA 与 Eco-DRR 作

为新兴概念，其在城市中的实践情况仍需进

一步探索。本研究旨在结合当前理论成果统

计国外主要城市的气候适应规划文件，通过

梳理城市气候适应规划的主要措施，探讨城

市层面的气候适应实践中对 EbA 与 Eco-DRR

理论的认知与使用情况。本节研究需重点回

答 以 下 3 个 问 题：1）EbA 与 Eco-DRR 理 论

在城市气候适应领域是否得到了充分认知并

被纳入城市相关规划？ 2）当前的城市气候适

应规划实践中采取了哪些 EbA 与 Eco-DRR 措

施？ 3）当前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方法具

表 1  统计的样本城市气候文件清单

Tab. 1  List of the climate documents of sample cities

城市 文件名称 发布年份

纽约
《纽约 2050》（OneNYC 2050） 2019

《一个更强大、更具有弹性的纽约》（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New York） 2013

伦敦
《伦敦环境战略》（London Environment Strategy） 2018

《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 2016

巴黎 《巴黎气候行动规划》（Paris Climate Action Plan） 2018

东京 《东京气候变化适应规划》（Toky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 2019

新加坡 《新加坡气候行动规划》（Singapore’s Climate Action Plan） 2020

洛杉矶 《洛杉矶绿色新政》（L.A.’s Green New Deal） 2019

芝加哥

《弹性芝加哥 : 包容性增长和互联城市规划》

（Resilient Chicago: A Plan for Inclusive Growth and a Connected City）
2019

《芝加哥气候行动规划》（Chicago Climate Action Plan） 2008

《在城市设计中加入绿色》（Adding Green to Urban Design） 2008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气候准备就绪》（Climate Ready DC） 2016

悉尼 《适应气候变化》（Adapting for Climate Change） 2016

布鲁塞尔
《我们是变革者：布鲁塞尔市气候计划》

（法语：We Are The Change: Plan Climat de la Ville de Bruxelles）
2018

首尔
《首尔市气候变化应对规划—详细实施规划》

（韩语：서울특별시기후변화대응종합계획수립연구  - 세부시행계획）
2017

柏林

《柏林 2030 能源与气候保护规划》

（Berlin Energy and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 2030）
2018

《适应柏林气候变化的影响》（Adapting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Berlin） 2016

马德里

《马德里可持续使用能源与预防气候变化》（西班牙语：Plan de Uso Sostenible de la 

Energía Y Prevención Del Cambio Climático de la Ciudad de Madrid）
2014

《马德里 + 自然》（Madrid + Natural） 2019

墨尔本 《2017 年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更新》（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Refresh） 2017

多伦多 《多伦多的第一个弹性战略》（Toronto’s First Resilience Strategy） 2019

莫斯科
《莫 斯 科 可 持 续 发 展 重 点》（俄 语：Приоритеты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осквы: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нижение уязвимост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адаптация）

2017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气候适应战略》（Strategy for climate adaptation Amsterdam） 2020

波士顿
《波士顿气候行动规划 2019》（City of Boston Climate Action Plan 2019 Update） 2019

《波士顿气候行动规划 2014》（2014 Climate Action Plan） 2014

旧金山

《旧金山市政进度报告：气候与可持续发展》（San Francisco Municipal Progress Report: 

Climate and Sustainability）
2018

《灾害与气候弹性规划》（Hazards and Climate Resilience Plan） 2020

巴塞罗那 《2018—2030 年气候行动规划》（Climate Plan 2018-2030） 2018

布宜诺斯艾

利斯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规划 2016—2020》

（西班牙语：Plan de Acción frenteal Cambio Climático 2020）
2016

维也纳

《维也纳市气候变化方案》

（德语：Klimaschutzprogramm der Stadt Wien Fortschreibung 2010–2020）
2010

《气候变化方案报告》（德语：Klimaschutzprogramm Bericht） 2018

有哪些特点？并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总结经

验、提出建议。

2.1  样本选择

在样本城市的选择上，本研究以 Kearney

全球城市排名 [29] 为依据，选择了全球综合

实 力 最 强 的 前 25 个 城 市 的 22 个 国 外 城 市 

（表 1）。

在样本文件的选择上，由于，城市气候

适应规划并无统一标准，经梳理，笔者将城

市层面的气候适应文件分为 3 种类型：1）城

市气候适应规划（plan）、行动（action）、韧性

战略（resilience strategy）等针对当地气候问题

推出的专项文件；2）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气候

适应相关章节，此类城市或许没有制定气候

专项文件，但在其他规划设立专题；3）城市

环境规划中涉及应对气候的内容。虽然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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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形式不一，但本质上均为该城市应对气

候问题的专项方案。文件选择以该城市最新

出台的规划为准，共计 31 份（表 1）。

2.2  措施统计与分类依据

基于表 1 中文件共梳理出 103 条气候适应

措施。措施分类依据如下：软性措施及灰色措

施的分类基于欧洲环境署（EEA）2012 年的定

义 [30] ；EbA 措 施以 Geneletti 等 [18] 于 2016 年

提出的城市地区 EbA 措施为标准；Eco-DRR

措施则参照 Estrella 等 [23] 和 Mcvittie 等 [22] 提出

的分类。

3  统计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虽然气候适应文件形式

杂乱，但就内容而言已大体形成模式。67% 的

措施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或风险为目的，例

如洪水与暴雨、极端高温等；33% 的措施旨

在提升城市气候适应力而无明确的风险指向

（图 2）。由此可见当前国外主要城市气候适应

规划中更侧重于解决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

害与风险问题，而非适应愈发明显且广泛存

在的气候压力。

上述 103 条措施按类型可分为：软性措

施（即管理类措施）、灰色措施（即传统的

工 程 措 施）、EbA 措 施、Eco-DRR 措 施 4 种 

（图 3）。其中软性措施占比 61%，在气候适

应规划中占有绝对比重，且灰色措施相较于

EbA 与 Eco-DRR 措施运用更为广泛，当前城

市层面的气候适应规划中 EbA 与 Eco-DRR 措

施的种类偏少，基于生态系统的规划实践运

用仍需进一步拓展。

从使用率角度分析，上述 103 条措施中

使用率在 70% 以上的共有 21 个（表 2）。其

中就软性措施而言，城市正在气候问题上广

泛开展多层级、跨区域的合作，强调气候公

平，重视公众参与，注重相关数据平台、技

术规范与管理体系的建设。灰色措施的重点

则集中在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改造和优化。虽

然 EbA 与 Eco-DRR 措施的总体数量明显少于

灰色措施与软性措施，但在使用率上更胜一

筹：使用率 70% 以上的 21 条措施中 EbA 与

Eco-DRR 措 施 占 有 6 条； 总 共 15 条 EbA 与

Eco-DRR 措施中有 10 条措施使用率在 50% 以

上，涉及应对高温、洪涝、干旱、粮食短缺、

废弃物处理等多个方面（图 4）。

目前，EbA 与 Eco-DRR 措施在应对高温

方面的运用较为广泛。22 个城市均通过植树

造林、优化城市绿化来增强高温适应性。例

如，在过去 15 年间悉尼在城市街道增植了

约 15 000 颗树木 [31] ；芝加哥不仅每年拨款约 

6 000 万元人民币用以在公共区域植树，还通

过政府网站提供私人庭院免费植树服务 [32]。

绿色屋顶等绿色基础设施措施在应对高温天

气、雨水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使使用率高达

91%。例如，巴塞罗那将绿色屋顶建设纳入全

市绿色走廊规划并制定《露台与绿色屋顶指南》

以提供技术指导 [33] ；纽约在 2019 年通过法令

要求所有新建筑必须拥有绿色屋顶或在屋顶覆

盖太阳能电池板 [34]。增加、优化公园与开放空

间的方法也被 91% 的城市所采用，该措施有

利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增强防灾应急能力并

具有极强的社会效益。例如：伦敦制定了《伦

敦绿色网络》并成立绿色空间委员会以整合当

前的绿色空间系统 [35] ；洛杉矶计划在 2050 年

前使所有市民居住区约 800 m（0.5 英里）范围

内都有公园或开放空间 [36]。相较之下，通过设

表 2  使用率在 70% 以上的措施清单

Tab. 2  List of approaches with over 70% utilization rate

措施类型 措施目的 措施内容
应用城市

数量

应用城市

占比 /%

软性措施

提升气候适应力

加强与其他城市、企业、环保组织合作 22 100

加强气候宣传培训以促进公众参与 22 100

建立气候监测系统、定期更新气候数据 21 95

将气候适应及环境数据纳入各种规划与项目可行性分析 19 86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管理体系 19 86

完善气候融资与保险体系 18 82

优化现有能源系统 18 82

制定可持续景观、建筑技术标准 18 82

制定补贴激励规划 17 77

关注气候公平，保护易受影响的人群和社区 16 73

改善交通 改善城市连接性、增加自行车与人行网络 18 82

应对洪水与暴雨 进行洪水风险与脆弱性评估 17 77

灰色措施

提升气候适应力 翻新与升级建筑及设施 19 86

应对干旱 增加和改善供水基础设施 18 82

应对洪水与暴雨 提升、维护排水基础设施 17 77

EbA 措施

应对高温

植树造林、优化城市绿化 22 100

绿色屋顶、绿色墙壁等绿色基础设施 20 91

增加、优化公园与开放空间，营造绿色网络 20 91

应对洪水与暴雨
雨水花园等雨水收集管理系统 19 86

减少不透水表面的使用 17 77

Eco-DRR 措施 应对洪水与暴雨 增加绿地、生态湿地等以减少洪涝风险 18 82

61%

24%

5%

10%

软性措施

EbA措施

Eco-DRR措施

灰色措施

2 基于措施目的的分类统计
Classified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pproaches based on 

purposes and approaches

3 基于措施类型的分类统计
Classified statistic results of approaches based on 

approach type

9%

14% 18%

33%
9%

3%4%
4%

6%
提升气候适应力

应对洪水与暴雨

应对高温

改善交通

改善粮食短缺

应对干旱

处理废弃物

应对野火

减少健康风险
2 3



106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01

计增加通风与遮阴的方法由于受到城市本身现

状的限制，使用率较低，而且不同城市的运用

方式差异较大。例如，华盛顿特区基于城市热

力图在热岛效应突出的地方增加公园、遮阴绿

廊与饮水点的建设 [37]；伦敦则从建筑入手对其

被动式通风设计与遮阴提出要求 [38]。

在增强洪水与暴雨适应力方面，大多数

城市都关注到了城市绿地、绿色屋顶甚至行

道树在雨水收集方面的作用。例如，墨尔本

自 2006 年起在行道树下安装雨水收集池以拦

截雨水径流 [39] ；波士顿、巴塞罗那等则对绿

色屋顶建设提出雨水收集的设计要求。雨水

花园等雨水收集管理系统获得了 86% 的运用

率，增加生态湿地以及减少不透水表面的运

用也分别获得了 82% 与 77% 的运用率。除此

之外，68% 的城市通过恢复部分洪泛湿地或

海滩区域以增强洪水灾害适应力。总体而言，

基于生态系统的水管理方法通常不需要大兴

土木的推翻重建，可通过相对低成本的改造

增强城市韧性的同时兼具多重效益。

已有 59% 的城市关注到 EbA 与 Eco-DRR

措施对改善当地粮食缺乏问题的作用。其中，

13 个城市指出要发展都市农业；5 个城市提出

适当转化城市绿地用以种植粮食或生态放牧。

例 如， 巴 黎 通 过“ Parisculteurs” 计 划 增 加 

100 hm2 绿色屋顶或墙壁，并将其 1/3 用以发

展都市农业 [40]。就废弃物问题而言，45% 的

城市提出要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例如：芝

加哥在《在城市设计中加入绿色》中指出要

将落叶等其他庭院废弃物堆肥处理 [41]，伦敦

提出地方废弃物回收 / 堆肥要力争在 2020 年

超过 50%[38]。

就 EbA 与 Eco-DRR 理论运用而言，几乎

没有文件直接引用 EbA 或 Eco-DRR 概念，即

当前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运用存在断层，这

与 Geneletti[18]、Zölch[42] 等观察到的情况类似。

不过纽约、洛杉矶、马德里与墨尔本已在其

气候适应文件中提及 NbS 理论，其余城市的

气候文件中也间接采用了“生态系统服务”“蓝

色、绿色基础设施”等与 EbA、Eco-DRR 概

念相关的内容，并强调其具有“无悔”（no-

regret）、多重功能等基于生态系统的特性。可

见虽然国外主要城市的气候适应规划中 EbA

与 Eco-DRR 理论尚未得到系统的运用，但

其内容已被大多数城市认可，并普遍采取了

EbA 与 Eco-DRR 的相关措施。

4  结论与建议
EbA 与 Eco-DRR 理 论 作 为 NbS 理 论 的

重要内容，研究其在国外城市的运用经验将

拓展国内风景园林理论与规划设计研究边界，

有助于中国对接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

展，构建中国与他国交流生态治理经验的共

同语汇，为未来中国与国外城市合作应对气

候问题搭建桥梁。通过本研究可知，当前国

外主要城市的气候适应规划虽无范式，但其

采取的方法已初具模式。城市在应对气候灾

害方面倾注了更多注意力，软性措施和传统

的工程措施仍然是主要的气候应对方法。当

前城市中广泛采用的 EbA 与 Eco-DRR 措施主

要应对洪水暴雨与极端高温 2 个问题，在处

理废弃物、应对干旱等方面有待拓展，在城

市滨海区等环境中的运用研究较为空白。总

体而言，EbA 与 Eco-DRR 理论在城市适应气

候变化中尚未得到系统的运用，但其部分理

论内容与措施已运用在相关实践中，如何填

补理论与实践的断层需要更多的研究。

EbA 与 Eco-DRR 作为新兴概念，其在城

市维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仍需继续探索。二

者作为 NbS 理论的一环，涉及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资本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其内涵差异、

侧重点与案例均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以促

进国内对 NbS 理论的系统性与深层次理解；

此外，EbA 与 Eco-DRR 理论与措施虽已得到

一定程度的运用，但其依然缺乏较为明确的

效益评估标准与相应的实施平台建设，这是

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Zölch[42]、Wamsler[43] 等 学 者 均 指 出 需 将

EbA 与 Eco-DRR 乃至更多 NbS 理论纳入主流

规划领域，而当前研究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

依然任重而道远：1）气候变化涉及多个学科，

也涉及灾害管理、城市建设的多种组织机构，

不同区域与层级的机构在规划制定与实施配

合中容易缺位与脱节 [44-46] ；2）当前城市气候

相关规划文件普遍缺乏细节性措施，一些项

目建成后亦缺乏完善的运营维护，这些问题

使得规划的持续推进与维持情况不够乐观；

3）气候问题的政治博弈属性导致一些规划的

延续性较差。未来中国制定相关规划措施时，

需关注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专业、机构、

体系间的信息与制度障碍，解决其效益量化

与评估标准制定的难题，增强规划的实操性。

应借助中国制度优势，通过 NbS 理论的特点

弥合差异、突破桎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

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形成更为综合的

城市气候适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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