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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雨洪管理案例对海绵城市绩效评估的启示 

初晓冶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335 

 

[摘要]起源于低影响开发（LID）理念的海绵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投资高，难度大，需要涉及多部门工作协作进行的项目，能否

按照计划实现各项目标和产生预期效益至关重要。因此亟需建立健全对海绵城市绩效评估的相关体系，加深对其绩效评估体

系和办法的研究。通过对国内研究进展和国外雨洪管理实践案例中的绩效评估办法的分析总结，得出国外相关实践案例对我

国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的启示以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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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is a project with high 

investment, great difficulty and involving multi sectoral cooper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chieve various objectives and produce 

expected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system of sponge c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i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cas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domestic sponge rain management practice, this paper obtains the progress of sponge rain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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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雨水管理已进入可持续

性阶段，更注重径流的源头控制，且由于国外对雨水研究

的起步较早，各种技术相对来说也较为成熟，相关管理体

系相对完善。近几年，国内一些试点城市的海绵城市的建

设工作和研究也已有序进行。而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投资大，

范围广，涉及公众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公共项目，其绩效成

果不仅是政府部门和公众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的，科学有

效的绩效评估方法体系也亟待完善。 

目前国外的有关城市雨水管理等类似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的研究很多，比如英国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美

国低影响开发（LID）、绿色基础设施（GI)、多目标洪泛

区管理（Multiobjective Floodplain Management）、澳

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设计 （WSUD）、新西兰低影响城市设

计与开发（LIUDD）等。但是多数研究重点都在于这些案

例中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进展和国内可引进的技术应用。

针对这些项目的绩效评估方法和体系研究极少。现有的一

些设计准则手册可以用来分析 LID 的应用潜力，但是基于

LID 设计的绩效评价方法却并不常见。根据在建设“海绵

城市”的过程中颁布以及实行的规定、技术导则等来分析

研究几个国外典型案例绩效评估工作，探索对我国开展更

好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绩效评估工作的启示。 

1 国内海绵城市绩效评估现状 

根据 2015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海绵城市建设

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海绵城市考核与评价采取

城市自查、省级评价、部级抽查的三阶段的形式，绩效评

价与考核指标分为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制

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显示度六个方面。目前国内也有部分

学者开始关注对海绵城市的绩效评价体系或模型的研究，

参照《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的指导考核指

标和相关研究，构建研究区域的海绵城市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尝试用各类科学方法进行海绵城市绩效评价的案例实

施，主要有采取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
[1-2}

、熵权物元

分析法
[3]
、频度统计法

[4]
、对比法和综合评价法

[5]
、专家

赋值法、模糊数学法
[6]
、构建基于 DPSIR-EES 和 SD 模型

的评价模型
[7]
等方法。 

2 城市雨洪管理典型案例 

2.1 荷兰鹿特丹城市排水系统 

从相关学者对鹿特丹的城市排水系统的绩效评估方

法的研究和建议中可以得知，城市排水系统的绩效评估大

概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8]
：确定目的绩效，区分方案目

标，为系统变量设置要求。目标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共

同利益目标、部门利益目标和运行效益目标。 

不同指标有不同权重，目标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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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权重是由鹿特丹公众工程赋值的。其中臭气的减少

量由于缺少测量方法和客观评估而不能被量化。权重的使

用使得基于满足目标的无量纲性能指数得以确定。公式

（1-1）给出了在干燥天气和风暴条件下决定无量纲指数

的总结构。是否满足某一项目标可以利用公式（1-2）来

确定。 

         （1-1） 

其中 PI：无量纲性能指数； c：系统运作条件 (干

燥天气或者风暴条件)； 

        （1-2） 

n：指标标号；    O：指标；  wo：O 指标的权重。 

其中 O：达标率；m：绩效指标标号；I：绩效指标；

wI：I 指标权重。 

在这个案例中提出根据不同条件要有不同的指标标

准和评价方法。因为在干燥天气和风暴条件下，城市排水

系统执行的方式可能不同，也因此两个绩效指标是保持分

开的。并且这允许在常规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方法

来决定所需的数据。在风暴天气下对排水系统的绩效评估

相对更复杂一些，其目的是验证目前的排水系统是否是历

史上最佳的相应系统，评价的关键是利用历史数据的数学

优化来计算出最佳的排水响应系统。如果计算出评价对象

和历史响应差异性小说明评估结果较好，反之则说明该系

统效应较差。在此案例中所建立的模型是由提问与检索交

互应用系统模拟、方案最优化建立起来的。 

2.2 新西兰奥克兰雨洪管理实践 

奥克兰市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下，为保证达到城市

防洪排涝标准和水环境质量目标，从水质、泥沙、生态、

绿化四个方面，通过预防、源头控制、收集系统建设、系

统性风险控制 4 个环节的管理，从源头细节到宏观整体有

机集成来实现最佳管理。该案例中，政府应用 GIS 系统、

模型技术并且研发了一个雨洪基建项目重要性评价系统，

由雨洪管理部门从经济、环境、文化、社会这四方面进行

打分。该市政府除了完成雨洪基建项目外，还完成了很多

其他基建项目，并且为了保障这些项目之间可以协调稳定

地持续进行工作，专门研究建立了 GIS 为基础的项目信

息管理系统。系统要求市政府各部门把各自未来 10 年内

的基础建设项目输入到政府的系统中
[9]
。 

2.3 澳大利亚水敏感城市设计  

澳大利亚水敏感城市设计的评价方案国家指南
[10]

对

于绩效评估有专门的两章进行介绍。导则指出一个水敏感

城市项目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或级别进行评估，一个是

从大尺度、宏观的层次上进行评估，另一个是从小尺度层

次上进行评估。前者主要是应用在有很多潜在的方案及措

施进行筛选优选时候，后者应用于当最佳管理措施范围等

已经选定，对某一个具体的方案是否可以接受进行决策。

因此在导则中，分为 WSUD option evaluation 和 WSUD 

option assessment。其中 WSUD option evaluation 包括

为设计者提供有关如何对一系列的潜在的可选择的选项

进行评估而 WSUD option assessment 包括为政府提供如

何对一个具体的有关 WSUD 项目的提案进行评估。这两个

部分十分相关但是针对的对象不同。 

相关专家建议对项目的评估方法可以使用一个基于

TBL 的组织框架。TBL 即“三重底线理论“的缩写，是英

国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最早提出来的，意

思是在进行扩展或开发资源、获取经济价值同时兼顾环境

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即达成环境、社会、经济上的统一原

则。尽管这个框架对于一些较大的战略策略比较适合，而

对于一些具体的项目需要一些具体的步骤。主要是包括： 

（1）对项目或战略目标和评价标准（例如财务目标，

水质目标，设施成果）进行定义； 

（2）明确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定义如将水质改善

定量化，栖息地恢复，人行通道的改进，成本效益比率的

确定； 

（3）对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识别，描述和筛选； 

（4）针对目标评估方案（评估过程）。 

关于 WSUD option assessment:澳大利亚的几个部门

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工具（例如 NSW BASIX, Melbourne 

Water’s STORM tool），用来帮助评估 WSUD 各种特定元

素。该准则提供了一些用于补充的更加正式的指标清单,

为一些更细致的针对某些具体项目评估提供指导。评估层

次结构如图 1，在三个层次上，均都有相应的具体的目标

和指标。 

 
图 1  评估等级

[11]
 

澳大利亚有关水敏感城市设计的导则中对于绩效评

估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规范，分级评估且分类明确，上

到宏观政策战略的评估、下到微观具体措施的评估。 

2.4 美国 LID、BMPs和 GI  

最早起源于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 Be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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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简称 BMPs)、低影响开发 ( Low impact 

development，简称 LID) 被很多城市应用于建设中
[11]

。

包括中国的海绵城市概念也起源于此。LID 强调的雨水源

头削减理念具有很多优势
[12]

,基于 LID 理念的工程措施有

很多，已应用于美国部分地区,例如美国 High Point 社区

基于 LID 理念通过在建筑小区、道路、绿地系统中设置生

物滞留设施、下凹式绿地、景观水体等综合设施
[13]

。通过

相关案例的分析，当 LID 技术已经确定并实施，就需要进

行持续的监测及评估来确保目标的达成。对其进行绩效评

估可以归纳三种方法
[14～15]

： 

（1）利用建立模型方法  

建模方法模拟出土地覆盖率变化对降雨-径流关系的

影响，也就可以揭示出了二者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比较

适用于当评价目标是假设情景和没有长期的降雨-径流记

录的情况。 

（2）按照时序数据分析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对一个已经应用

LID 干预并且干预前后的水质数据、水文数据、降雨数据

等资料均有记载的情况。但这种方法有时会由于气候数据

变化差异大而比较繁复。 

（3）成对的集水池法。 

绿色基础设施（GI）是以利用生态的方式进行雨水的

管理，以维持自然水文循环为核心的倡导就地处理径流的

设施
[11]

。典型案例是美国犹他州的某社区实行的 GI 项目。

该项目在进行绩效评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对比评价的方

法。对社区内两个相邻的集水区的水性能进行持续的评估，

而两个集水池区别在于，一个集水池是运用的 GI 策略（生

态洼地），相反地另一个集水池采用的是传统的雨水管理

系统，通过多个场地的样本检测结果对比得出了 GI 设计

的效益具有明显优势
[12]

。基于该种原理的方法即成对的集

水池法。 

3 总结与展望 

通过研究国外在可持续性雨洪管理领域的案例和绩

效评估思路，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有助于我国海绵城市建设

绩效评估工作更有效开展的思路启发： 

（1）从荷兰鹿特丹城市排水系统的绩效评估实践中

可以发现，在对某一试点城市进行海绵城市绩效评估时，

方法不一定是单一的固定的，同时控制目标、指标标准也

不一定是单一数值，可以根据不同情境，例如考虑气象要

素等差异，根据实际设定不同标准，不同情境下评价指标

也可能存在差异，评估方法也可以根据实际状况选择多种。 

（2）新西兰奥克兰雨洪管理实践中，政府充分应用

地理数据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技术，且综合考虑了经济、环

境、文化、社会四方面的效果，启示我们应充分应用网络

信息技术和数据共享，加强雨洪管理的数据系统构建，同

时加强各部门的合作，综合考虑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环境

和经济等方面的绩效。 

（3）从澳大利亚水敏感城市设计中可以启示我们对

海绵城市建设进行绩效评估的时候，可以分级、分尺度进

行，同时可以分类、分层次进行，综合考虑宏观政策制定

和微观具体措施落实的绩效评价。 

（4）美国犹他州的黎明社区实行的 GI 项目的“成对

集水池”法启发我们，在对海绵城市建设进行绩效评估时

候，可以灵活运用对照对比法可以提高效率，包括时序上

的对比、空间平行上的对比等方法，对比对照可以为海绵

城市绩效评估提供直观的数据支撑和基础。 

（5）海绵城市建设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且经济投入

远大于经济收益的项目，在进行绩效评估时除了需要对环

境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有效评估以外，政府部门的职能履行

情况、相关款项落实情况等同样需要纳入考核范围之内，

评估中政府或者企业等相关部门的工作质量也需要同步

纳入考核考评范围，在海绵城市绩效评估工作中，需考虑

环境、经济、社会等多要素。 

国内海绵城市建设采用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顶层推

动模式
[16]

，缺乏国外一些国家的前期研究和实践基础，因

此很容易产生一些为了迎合上级指示而草率进行的表面

工程，这就直接影响到了绩效评估进行的意义。在进行建

设中，工程措施的选择需要结合我国已有的建筑、建设基

础实际来进行，应充分考虑本土改造或重建的可行性、可

能带来的影响和绩效成果。配套的非工程措施如海绵城市

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还相对匮乏，因此在对海绵城市建成

的绩效评估中也尚且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标准等，

需要结合国外案例和目前实践进展逐步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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