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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上海为例 

史军， 穆海振 

（上海市气候中心， 上海  200030） 

【摘 要】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城镇规划与自然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城镇规划体系需要纳

入气候变化的影响并考虑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首先以发达国家及世界著名大城市为参考，对美国、德国和日本在

应对气候变化的城镇可持续发展规划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措施分别进行了综述和提炼；然后，以上海为例，对照

分析了我国大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及存在的脆弱性，包括城镇发展规划与气候环境的相容性考

虑不够、城镇化过程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缺乏充分论证、城镇基础设施抵御气象灾害的能力较低、气候变化对城镇人

体健康的影响未给予高度关注等；最后，指出了我国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城镇可持续发展思路及重点方向，即充

分考虑区域气候容量、大力构建生态绿色通风廊道；深入开展城镇功能布局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加强城市气候变化研究和实验，不断更新城市规划设计参数和标准规范；加大对脆弱人群和外来常住人口生命安全

和人体健康监测预警；积极完善城镇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等，以期为城镇发展体系的编制和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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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银行（WBG ）报告
[1]

，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50 %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却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80 ％。城市已成为

了全球 CO2最大的排放源，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和关键。另一方面，城市是高密度人口、

建筑、财富和基础设施的集中地区，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高风险区
［2，3 ]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对城市造成的灾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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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带来的财产损失也愈发严重
[4]

。因而人们更多地开始思考城市规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空间怎

样才能具有更强的抗灾能力。 

城镇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城镇化的过程选择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城镇人口的增加将导致碳排

放量的增加，城镇人类活动通过对局地气候和环境产生影响而形成诸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等城市局地气候变化特

征
［5，6］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城市规划与建设也有诸多影响，尤其在沿江沿海低海拔地区、内陆高污染地区以及城市居民

生活环境舒适性等方面关系甚为紧密
［4，6］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发生频数和强度都在变化，城

镇化建设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和风险性
［4］

。因此，推进城镇可持续发展，就要在城市治理和规划设计中协同考虑减排温室气

体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灾害，打造低碳韧性城市
［7］

。 

发达国家大城市己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城市大规模改建扩建的可能性较小，成本也较高
［8 ］

。发展中国家城市则面

临着重要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城镇化速度更快。我国城镇化己从城乡分割的二元型社会进入到城乡一体、以城市为主体的阶

段，城镇己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
[3]

。但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多重阻碍：一是很多城市缺乏土地综

合、集成利用，规划不够科学合理；二是城镇规划对当地气候、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考虑不够；三是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不足，难以做出有力度、有创新的决策。一项全球性城市调查显示
［9 ]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在基础城市规划中考

虑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因此，转变传统的城镇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引入气候变化适应性规划和新式的自适应城市治理策略
［2 ]

 ，

提高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是我国未来城镇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首先选取几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城市，从区域的视角审视它们通过空间规划减缓气候变化、建设低碳城市的经验，然

后以上海为例，深入分析我国大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及挑战，最后从多个方面给出了我国大城市应对

气候变化的城镇可持续发展思路，以期为大城市的城镇发展体系建设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借鉴。 

1 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经验概述 

1. 1 以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碳减排为目标，集成模拟预估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城市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综合规划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美国很多城市在总体规划中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任务，城市管理者将预期气候变化的

目标纳入到已有的城市规划目标框架中
[10]

，根据气候监测和预估结果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预期减排目标，用

以指导城市实践
[11]

，尤其是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改善土地利用和交通模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城镇布局等方面开展了较多研

究
[12]

。对交通、居住和商业等行业或领域，努力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提高

土地使用强度，限制城市朝郊区化蔓延，鼓励更加紧凑的发展和公交优先，减少交通出行等
［l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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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沿海地区和一些小岛屿国家一样，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风暴、洪水等增加面前，美国所有海岸也很脆弱

[14]
。因此，近年来美国将研究重心从单一应对海平面上升转向综合考虑海平面上升、咫风、洪水等因素影响的规划和应对措施

制定，通过在德拉维尔河（Delaware River ）上修建防洪闸、在受洪水影响大的地区局部填高土地、修建防洪墙、防洪堤、设

置湿地、洪水公园等来缓冲洪水，并完善城市的排洪系统
［13］

。针对海平面上升及风暴对沿海交通系统的影响，在规划设计和

建设方面将交通系统同城市的应急及疏散规划结合为一个整体。 

美国各地政府积极参与创建绿色空间，制定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

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15］

。美

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为公共设施制定了绿色建筑标准，而且越来越多的商业和住宅楼宇都遵循绿色建筑建设指引，城市规划部

门也将绿色建筑技术标准融入区划条例中指导城市开发
[11]

。例如《费城绿色计划》 用创新的方法开发空间，制定出环境、经

济和生活质量 3个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为城市可持续带来最大化效益
[16]

。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和人口最多的城市。2001 年，纽约提出了“规划纽约 2030 ”计划。2006 年又成立了长期可持续发

展市长办公室，负责“规划纽约 2030”的更新和发展。规划首要点是防止城市蔓延，包括建造可持续的租赁住宅、在居民地附

近修建公园、创造更健康美丽的公共空间、扩充发展公共交通、污染土地和滨水地区再开发等
［8 ]

 , 并采取节能和高效道路照

明、街道植树、翻新城市建筑、填埋气回收利用、新能源汽车以及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等行动
［l7 ］

。2013 年 6 月，纽约前市长

布隆伯格宣布了一项耗资 200 亿美元的计划，旨在提高纽约市应对海平面上升和炎热夏季的能力，涉及建设防洪墙、升级电力

和电信基础设施等措施
［18］

。 

1. 2 尊重自然和气候变化规律，强调气候适应性区域规划和保护气候的城市规划 

德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探索城市气候应用问题，并开发了都市环境气候图这一城市气候信息应用平台
[19]

，其主

要目的有：( l ）改善城市热环境，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满足居民舒适度要求；( 2 ）改善城市风环境，提高城市新风流量；( 3 ）

降低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近年来，德国各大城市和区域都在积极开展气候条件评估，并将其作为城市结构调整与居住区

选址的重要依据
［20 ］

。例如，在“柏林环境图集（Umweltatlas Berlin 2005 )”和“斯图加特区域气候图集（Klimaatlas Region 

Stuttgart 2008 ) ”中，气候条件评估均被作为最重要的城市气候研究成果而提交给规划部门
［21］

。 

德国适应气候和保护气候的城市规划涉及面很广。为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从构建气候变化的区域模型入手，提出了一系列

气候变化适应性发展策略，开展了气候适应性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实践，如节约用地的居住区结构规划，保护气候的城市功能

布局和建设用地选址，鼓励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等
［22］

。为了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满足人们休闲运动的需要，居住区

建设用地不占用城市通风道及对区域通风至关重要的开放空间
[20 ]

 , 城市绿带、公园、滨水走廊等都作为城市通风走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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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事先规划保留
［22 ］

。为长效解决洪水问题，德国大幅度增加河流洪水滞留带面积，同时，在河流流域范围内规划雨水收集

点以增加地下水资源
［19 ］

。 

随着气候变暖，建筑从原来主要考虑冬季日照和保暖到现在需要考虑夏季遮阳和自然通风，通过建筑上及公共空间中采用

遮阳设施，创造居住小气候
［22 ］

。绿化对当地微气候有着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植被可以在夜间吸收 C02 产生新鲜冷空气，另

一方面高覆盖植被还可以降低热负荷。所以绿化空间应尽可能地保护，防止过度开发成建筑用地
［19］

。通过发展高密度的居住

区，提高能源供给效率和市政设施服务强度，并减少交通量，从而有效地降低 CO2 排放。降低房屋供暖能耗也有利于缓解空气

污染，因此供暖能耗与地形的关系也在规划中给予充分考虑
［22 ］

。 

法兰克福是德国第五大城市，也是德国乃至欧洲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法兰克福的智慧城市建设注重绿色发展，

并成功提名为“ 2014 年欧洲绿色之都”的候选城市。法兰克福全市绿化覆盖率高达 52 % ，由花园、公园、树林、水泽和沙丘

等多样化地貌组成，人均占有公园绿地达到 40 m
2
 。面对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法兰克福没有从城市外围绿地入手，而是从城

市内部寻找空间，更好地利用和改造已建成区；同时，在城市规划中考虑了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在高密度区保留绿带提高居

住质量，保证新鲜空气供给。80 ％的法兰克福市民与绿地的距离不超过 300m , 最小绿地的面积不小于 1hm
2
。在过去的 10a 里，

法兰克福的休闲空间增长了 17 % 
[ 22 ］

。 

1. 3 以能源和建筑部门节能减排为抓手，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开展低碳社会规划 

日本是世界上节能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也是新能源开发最领先的国家，不仅太阳能发电水平世界第一，在风能、海洋能、

地热、垃圾发电、燃料电池等新能源领域也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2004 年，日本发起“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

研究计划，提出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到 2050 年碳减排 80 ％的低碳社会目标
［23］

。2008 年，日本发布《 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

大行动》 ，依靠技术创新和观念更新，全面推进低碳社会建设
［24 ]

 ，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

2009 年又公布了《 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 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减排强化低碳经济。己有研究表明
［25 ]

 ，通过低碳社会行

动，到 2050 年日本碳减排 80 ％的目标是可行的，经济代价最小的减排路线图依次为到 2020 年减排 16 ％- 20 % ，到 2030 年

减排 31 ％- 35 % ，到 2040 年减排 53 ％- 56 ％。 

日本在低碳社会建设规划中，将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分为能源部门、产业部门、家庭、商业部门、客运交通部门和货运交通

部门，并针对每个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减排指标体系，涵盖低碳能源体系的建立、低碳产业体系的建立、发展低碳建筑、构建

低碳交通体系、民众低碳意识的建立几个方面
［24 ]

 ，其中国民的低碳环保意识的形成与日本减碳节能成效显著有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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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零垃圾及垃圾资源化，外出时将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进行分类处理；烹饪上主张尽可能生食，或轻微过

火；外出吃饭时自带筷子和水杯；浴盆沐浴逐渐向淋浴的冲澡方式过渡等等
［26］

。 

东京是日本首都及最大城市，也是世界 5 大金融中心之一。在建筑方面，东京都政府要求面积在 lx10
4
m
2
的新建建筑进行

低碳设计，增加绿化面积，引导市政机构使用绝热性好、节能效率高的电器设备，并将建筑物内的空调、照明、电源、监控、

安全设施等子系统联网，对电能控制和消耗进行动态、有效配置和管理。根据《 2008 年东京环境总体规划》 ，东京都政府计

划将新建筑的节能标准从 14 ％提高到 2016 年的 65 %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房屋的耗能水平
［27］

。在能源方面，东京都向全市

推广太阳能发电、全面探索海洋温差发电、波浪发电、潮汐发电以及潮流发电等，这为低碳东京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证

［28 ］
。 

2 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及挑战---以上海为例 

2. 1 城镇发展规划与气候环境的相容性考虑不够 

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上海在 GDP 以及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

的矛盾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大城市病’旧益突出，城市承载力己经接近极限。上海常住人口从 1978 年

的 11.04x10
6
人增加到 2012 年底 23.80xl0

6
人（包括 8.98x10

6
流动人口），期间人口密度从 1 785 人/ km ，增加到 3 754 人

/km
2[29]

。除人口规模增加外，人口分布结构的缺陷也很明显，仅占全市 1 / 10 土地面积的中心城区承载了全市将近一半的人

口。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为 16828 人/km 
2
 ，是东京的 2.4倍、伦敦的 3. 5倍、巴黎的 4.8倍

［30 ］
。 

随着人口不断膨胀，土地资源紧张、污染防治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占污水排放总量的 7 成

多，减排难度不断加大；农业用地总量截至 2012 年末已不到 4x 10 
2
亩。上述问题的出现与以往城镇发展规划中，对气候环境

容量的考虑不够有关。气候容量是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

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
［31]

 , 其不仅可以作为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支持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的制定。 

2. 2 城镇化过程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缺乏充分论证 

城市化进程不仅会改变城市原有的下垫面特征，而且由于消耗大量能源使大气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人为热和污染物，也会显

著改变城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天气和气候条件，并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大气环流、区域大气污染物的增长、输送、扩散及沉降等产

生深远的影响
[6]

。1961 - 2013 年间，上海城市热岛强度呈增强趋势，从 1960 - 1970 年的 0.4l℃增加到 2001 - 2010 年的

l.30℃，平均每 10a 热岛强度指数增加 0.3℃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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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霾日数在 1961 - 2013 年间也以平均每 10a 18.3d 的线性趋势显著增加
［33 ］

。近年来霾天气呈现出频数增多、持续

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其中气象条件的变化，包括静稳天气增多、混合层薄、降水日数减少等是主要原因之一
［33 ]

 ，

而这些气象条件的变化与快速城市化密不可分。据统计，上海 30 层以上房屋从 1990 年的巧幢、总面积 92x10
4
 m
2
 增加到 2012 

年的 1 207 幢、3 563x10
4
 m

2 [ 29 」
。高层建筑增多会加大地面粗糙度，影响水平方向风速和污染物扩散。然而目前绝大多数

城市在建设项目立项前，缺乏气候可行性论证这一环节，未对规划项目与当地气候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深入论证。 

2. 3 气象灾害对城镇基础设施的防御能力提出新的考验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气象灾害对城市安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威胁日趋严重。统计表明，

近年来上海高温热浪和短时强降水发生频次都呈显著增加趋势。1961 - 2013 年间，上海中心城区高温热浪平均每 10a 增加 0.8 

次，强降水事件（1h 降水量≥35.5 mm）在 1981 - 2013 年间平均每 10a 增加 1.1 次
［32］

。1949 - 2006 年间，我国热带气

旋登陆区域更加向 23
。

一 35
。

N 集中，而在 35
。
N 以北和 23 

。
 N 以南都减少，且登陆强度在华南和东部地区都有增强趋势

［3 4 ］
。1978 - 2007 年间，华东沿海各省（市）海平面上升幅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上海 115mm 、浙江 98mm 、山东 96 mm 、

江苏 78 mm 、福建 47 mm
[3]

。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几十年来海平面上升速度（4.7 mm / a ）最为显著，远远高于华东其他沿海地

区。 

短时强降水增加和海平面上升使得上海濒江临海地区城镇防汛排水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当天文大潮、台风雨和风暴潮“三

碰头”时，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如 2013 年台风“菲特”造成全市 12.1 又 104 人受灾，2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7 亿元
［35 ］

。

另一方面，上海城镇经济的高度集聚也使得城市安全和城市生命线系统（供电、供水、供气、供暖、通讯和交通等）对气象灾

害的暴露度和风险等级增加。长江上游来水减少和海平面上升也加剧了上海海岸带侵蚀和盐水入侵，影响到沿江沿海工程的安

全性设计、投资成本和运营效益。以长江口为例，在海平面上升 30 、50 和 100cm 的条件下，盐水楔将分别向上游推进 3.3 、

5.5 和 12km
 [ 3 ］

。对上海暴雨强度的研究也表明，上海城市排水系统设计雨量已由 36 mm / h 提高到 40 mm /h
［36 ］

。 

2. 4 气候变化对城镇人体健康的影响需引起高度关注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人口密集区上海的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高温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增加，除直接造

成人口死亡率增加外，还导致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提高。城市热岛效应、高密度人口和高空气污染状况进一步加

剧了高温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4］

。例如，2013 年 7 月，上海地区持续高温使各大医院门诊量节节攀升，中心城区 120 救

护车维持在每天出车 1 000 次左右
［37 ］

。此外，气候变化也会引起疾病分布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加剧传染病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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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研究表明
［3 ]

 ，华东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南部已经成为中国

登革热的高风险区之一。 

另一方面，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上海也成为迄今为止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全国 8 ％- 

10 ％。截至 20 13 年底，上海户籍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387.62 万，占总人口的 27.1 %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71.55 万，

占 60 岁及以上老人的 18.5 % ，占总人口的 5.0 % 
[38］

。同样的气候条件变化，老年人比青壮年要远远脆弱。同时，在上海

城郊结合部居住者大量外来常住人口，截至 2012 年末，上海外来常住人口达 960.24 万人
［29 ］

。由于收入水平、工作环境、

防灾意识等方面的原因，该部分人群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在新一轮城镇化规划中，需要对这些脆弱人群和外来常住人口加以

关注，提高其生命安全和人体健康水平。 

3 我国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城镇可持续发展思路 

全球气候变化正成为当前世界最紧迫的环境问题，城市规划对减弱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保护气候具有决定意义。应对气候变

化是大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更长、更广的时空范围思考低碳城镇建设、开展多维的、根本上的城市结构转型是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趋势
［30 ］

。具体对我国大城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而言，需要对以下内容给予重点关注。 

3. 1 城镇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气候环境的制约性，科学参考区域气候容量阈值，大力建设生态绿色通风廊道 

城镇规划首先要对区域气候容量及其阈值开展科学合理的评估，结合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

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并将城市气候韧性的概念模型发展成为规划设计人员可以操作的技术框架
［40 ]

 ，为社会经

济发展战略和适应气候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新的城镇规划中，要留出生态绿色通风廊道，而且应在风道上广泛布绿，实现其

在吸收 CO2 的同时减少空气中的尘埃，通过更新空气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拦截和减少雨水径流，从而补充地下水和降低排

水管网压力，充分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阵
[41]

。通风廊道设计要尽可能长和宽，同时要控制主要风道两侧建筑物的密度和高

度。城市建筑布局要适应城市的冬夏季盛行风向和海陆风环流特点，建筑高度从内陆向沿江、沿海逐渐减低。 

3. 2 基于多种方法和工具，深入分析城镇化对局地气候环境的影响，开展城镇规划气候可行性论证 

基于模式、GIS 等方法和工具，开发用户友好的城市设计平台
［5]

 ，从城市规划布局、城市入居环境、资源能源利用和居

民保健等多角度开展城镇化对局地气候环境的影响以及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灾害对规划的影响和破坏。对大范围的气候变

化和气候调节适应，包括城镇排涝防汛、采暖、通风和空调设计、污染气象条件等进行研究和多方面的、深入的论证，开展城

镇功能布局对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估、未来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等。另一方面，针对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快速建设的一些高长、密

集的建筑（群）和大型文娱活动场所，从工程的安全性设计、投资成本和运营效益方面深入论证这些重大项目对当地气候环境

的影响（如狭管风效应）及其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灾害的敏感性。 

3. 3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未来气候要素及高影响天气变化的预估准确率，更新城镇基础设施应对气象灾害的标准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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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近 30a 来我国沿海地区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等发生机率增大，加之沿

海城市极易遭受台风、大风、浓雾等气象灾害的侵袭，因此，需要加强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气象灾害频数和强度预估，更

新老旧的、不合时宜的城市规划设计参数、气候参数和标准规范，并增加城市避灾场所建设。城市规划应该更加关注人与城市、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理念。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运用

多样化技术手段，开展．城市气候变化实验
［42］

 ，并将城市交通系统同城市的应急及疏散规划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3. 4 建立健全疾病监控网络和预警体系，提高脆弱人群和外来常住人口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如发展水平、贫困和受教育的程度、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等。

城镇化规划需要建立健全疾病监控网络和预警体系，关注重点职业人群、卫生基础设施薄弱地区、脆弱人群（65 岁以上老人及

14 岁以下儿童）和外来常住人口，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要注重城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雨岛

效应、混浊岛效应等对生命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43］

。通过合理城镇规划和布局减缓城市气候效应，改善居住环境，并将灾

害风险减缓、贫困人口消除和城市韧性建设结合起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44 ］

。开发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早期预警系

统，编制应急预案，发挥保险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中的作用，加强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宣传与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

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3. 5 从地方立法、组织协调、资金来源、培训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完善大城市城镇化过程中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 

适应气候变化涉及农、林、水、公共健康、建筑、交通等方方面面，既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也应该分部门、分领域、

分区域地进行合理规划。大城市首先需要通过立法确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行动，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长效化、机制化奠定

基础。由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区域特殊性和部门联动性，可以采取“顶层协调＋区县部门自主”的做法，给予地方充分的自

由度，确保地方行动符合自身适应特点和发展需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公共部门仍将是适应气候变化资金的主要来源，

利用保险等金融方式进行适应气候变化融资是发展方向，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此外，还需要通过报纸、电视、网站、现场

咨询、培训以及印发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宣传气候变化对城镇化、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完善城镇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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