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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编者按]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引发了高温热浪、干旱、强降水和风暴潮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深刻影响着全球人居环
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有效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2022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对当前至
2035 年我国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作出统筹部署，明确提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空间，保障国土空间安全。国土空间规划
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将适应气候变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提升国土空间气候适应能力和保障国土空间
安全的重要路径。因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为主题，探讨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
空间规划应对思路、框架、方法、策略及案例等，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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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常态化趋势明显，将适应气候变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被认为是提升新时期国土空间气候
适应能力的重要路径。文章从我国气候变化事实出发，通过阐述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土生态、农业和城镇三大空间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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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treme weather is frequenting globally, and including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adaptability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and urban 
spac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proposes three adaptive concept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based on the level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he paper proposes response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ical method, spatial governance, work system. It explores the general path of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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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1-2]。我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1951 ～ 2021
年地表年平均气温每 10 年升高约 0.26℃，温升速率高
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0.15 摄氏度 /10 年 )[3]，在此背景
下我国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过去几十年，我国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

0引言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已导致全球气温较
工业化前平均水平升高约 1.1℃，气候变化已对全球陆
地和海洋的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了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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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主要城市群的高温热浪、极端
强降水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次与强度都
显著上升，高度城市化地区正面临气候
变化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此外，受已
匮乏的财政资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
建设、脆弱人群比重上升 ( 如老龄化加速、
年轻人外流 ) 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4]，我国
中小城市、小城镇地区的区域气候变化
风险也在加剧，而温升增幅提高又增加
了以上区域受气候风险影响的可能性。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
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将适应气候变化融
入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被认为是提
升国土空间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路径 [5-6]，
这对于科学有序地统筹布局农业、生态、
城镇等功能空间，保障国土空间安全也
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受气候适应目标
和理念薄弱、国土空间适应理论技术方
法缺失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完全健
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将适应
气候变化融入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7]。本文基于全
球气候变化对国土空间的影响，以及气
候变化与城镇建设风险的耦合，结合新
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要求，探索将
适应气候变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目标、行动和工作框架的总体路径。

1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风险

1.1气候变化对生态、农业和城镇
空间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对生态安全、景观格局、
生态系统 3 个层级产生显著影响。平均
气温上升会导致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发生

或加剧城镇空间风险。一旦城镇空间暴
露在气候风险条件下，将带来更多不利
影响，如高温、极端降水、台风、风暴
潮等极端天气，以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
咸潮上溯等，进而对城镇基础设施的正
常运行及城镇空间人群的健康风险产生
影响等 [2，8]。因此，城镇空间要以降低人
口、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气候风险影
响为重点，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提升
城市气候风险防控能力 ( 表 1)。

气候变化影响具有传递性及可转化
性等特征，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各种胁
迫与干扰作用于受体系统之后会将这种
胁迫与干扰传递到其他系统，进而在时
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不断延伸与放大气候
变化的影响 [7]。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
镇空间是 3 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三者之
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空间上相互交
织，在功能上彼此关联。气候变化带来
的不利影响会以“风险级联”的方式从
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传递，
进而对我国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人体健康、人居环境及
社会公平等构成严重威胁 ( 图 1)。

1.2气候变化与城镇建设风险的耦合
人类社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土

地使用方式的改变直接造成陆地表面物
理特性的变化，改变了陆地表面和大气
之间的能量及物质交换，影响了地表的
能量平衡，进而对区域气候变化产生重
要影响。此外，下垫面由原来的农田、
自然水体、植物覆盖的自然地表转变为
采用钢筋、水泥、沥青材料所建造的房屋、
道路等建 ( 构 ) 筑物，人工建造的城镇空
间下垫面相对于自然表面具有不同的透
水率、光传导率、热传导率等，破坏了
原有的地表能量平衡过程和水量平衡过
程，形成了与郊区和自然乡村有着巨大
不同的城市气候，比如城市热岛效应、
雨岛效应、干岛效应及湿岛效应等 [9-1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第六次评估报告 (IPCC AR6) 评估了城市

改变、植被带北移以及干旱、水土流失
或荒漠化等，进而影响区域生态安全格
局。同时，沿海地区的海平面上升会导
致淡水资源减少、土壤盐碱化；气候变
化还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会
对气候敏感物种的丰富度、分布格局、
种间关系产生影响。此外，气候变化带
来的病虫害、森林火灾等也会给生态空
间带来诸如物种消失、生境破坏等不利
影响 [2]。因此，生态空间要以保障生态
环境、保障生态产品供给、增强生物多
样性为重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气候变化对农业空间的影响迥异，
可以改变农业气候资源的光、热、水条
件，影响物种的生育、结构和耕作等，
影响有利有弊。有利影响主要包括因大
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升高而带来的
农业种植适宜范围扩大，以及耕作制度
变化 ( 如由“一年两熟”变“一年三熟”
等 ) 带来的农作物增产等 [2]；不利影响主
要包括因气候变化改变农业气候资源的
时空分布而导致农业种植格局及优势产
区转移，以及因气候变化带来干旱、高温、
霜冻、病虫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和农业生
物灾害，进而导致农作物减产等。因此，
对于农业空间，要以增强农业生产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为重点，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供应。

气候变化引发的气象灾害会导致城
镇运行管理失灵及社会经济财产损失。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空间运行系统
日益复杂，城镇面临的不确定要素和未
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各种突发的自
然和人为灾害面前，城镇往往表现出极
大的脆弱性，而气候变化会进一步放大

表 1  气候变化对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的影响程度

空间类型   高温   干旱 极端降水 风暴潮   台风 海平面上升   洪涝   病虫害 传染病

生态空间 ★★ ★★ ★ ★ ★★ ★ ★ ★★ —
农业空间 ★★★ ★★★ ★★ ★ ★★ ★★ ★★ ★★ —
城镇空间 ★★★ ★★★ ★★★ ★★ ★★★ ★★ ★★★ ★ ★

注：“—”代表无影响，“★”代表低影响，“★★”代表中影响， “★★★”代表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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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局地气候变化的影响，指出全球气
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对高温热浪、强降水
和洪涝灾害、空气污染的影响具有加剧
作用 [2]。这种气候风险耦合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 表 2)：①以温升为主的全球气候
变化与城镇空间高密度开发的城市热岛
效应耦合，加剧了城镇空间的高温热浪，
引发人体健康风险；②全球气候变化下
极端降水的频率和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叠加城镇开发建设对下垫面的水文特征
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镇空间的
洪涝灾害风险；③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
下，沿海地区海平面缓慢上升，风暴潮
风险随着海平面上升而加剧，然而我国
沿海城市总体向海发展的态势明显，沿
海地区风险暴露度增加，放大了气候变
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及风暴潮等滨海城
镇空间风险 [12-13]。

2国土空间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

2.1从线性思维向非线性多情景转变
气候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巨系统，

受限于气候变化的气候模式系统及现在
气候系统资料的精细程度，气候变化预
测及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影响还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 [1，14]。这种不确定性注定
了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不存在某种固定且

使是在极端灾害条件下，国土空间赖以
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也
能够免于崩溃，并且在不依赖或少依赖
外部救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快速从灾
害中得到恢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功能正常运行。

2.3从城镇空间向全域国土空间转变
传统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存在重城

镇空间、轻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等问题。
2016 年 28 个城市开展的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缺少对生态空间和农业
空间适应行动的探索 [15-16]。《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战略 2035》由此明确提出要突
出系统适应和协同适应，全面提升不同
主体功能区的适应能力以保障全域国土
空间安全 [17]。鉴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
和城镇空间属于国土空间有机整体，彼
此之间相互关联，在面向全域全要素的
国土空间规划时代下，任何一类空间适
应行动的缺失均可能破坏整个适应行动
的系统性，进而导致适应行动的失效或
者低效。因此，新时期国土空间适应气
候变化需从传统的侧重于城镇空间向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三大空间
的协同适应与系统适应转变，以最大限
度地提升全域国土空间的适应气候变化
能力。

图 1  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系统风险影响示意图

表 2  气候变化与城镇建设风险耦合

气候风险类型
城镇化建设

城镇空间高密度 不透水地面 城镇向海发展

高温 ✚ ✚ ▌▮
干旱 ✚ ✚ ▌▮
极端降水 ✚ ✚ ✚
风暴潮 ✚  ▌▮ ✚
台风 ✚  ▌▮ ✚
海平面上升 ✚  ▌▮ ✚
洪涝 ✚ ✚ ✚
病虫害  ▌▮  ▌▮  ▌▮
传染病 ✚  ▌▮  ▌▮

注：“✚”代表相互风险加剧，“ ▌▮”代表相互无明显影响。

一成不变的模式。过去的空间性规划大
多基于历史数据及现状资源的单一情景
制定空间发展方案，忽视了气候变化不
确定性对空间的影响。气候变化的不确
定性和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
定了国土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需打破
现有规划范式，通过传统的简单线性法
则和趋势外推等方法来谋划十多年乃至
数十年的单一情景向面向不确定性的多
情景空间规划模式的转变，即用复杂非
线性思维来应对未来空间的各种不确定
性，以便于更好地适应未来城镇化与气
候变化共同影响下的多重风险挑战。

2.2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适应转变
传统的防灾减灾思路大多侧重于“重

工程防御、轻自然适应”，然而在气候
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
呈现上升趋势的背景下，被动防御无论
是在工程技术手段还是在社会经济成本
方面均已显乏力或难以为继。随着对气
候灾害风险相关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与
应用，国土空间规划需逐步由传统的被
动防御向主动适应转变，即在一定的工
程措施基础上，通过气候风险预测与评
估、用地安全布局与建设管理、气候适
应宣传教育普及等非工程措施不断增强
国土空间韧性。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即

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

图例

气候变化
驱动因子

生态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

农业安全

水安全
社会公平

人体健康

宜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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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土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
总体思路

3.1技术方法层面：构建气候适应
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城镇化后半场，
城市建成环境的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安
全与不安全”成为科学规划的核心议题，
因此需要构建“风险评估—适应技术—动
态监测”的全过程气候适应的国土空间
规划技术体系。
3.1.1 风险评估技术：将气候风险
评估与“双评价”有机结合

风险识别与评估是规划的重要前提。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关于国土空间风险的
识别与评估主要集中在“双评价”和“双
评估”两项工作上，其中“双评价”侧
重于城镇空间建设适宜性问题，“双评
估”中的灾害风险评估侧重于传统单项
灾害风险评估或多个单项风险的机械叠
加分析，缺少对由单一风险引发的系统
风险评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在
风险评估方面需结合区域或城市现状及
未来发展方向，基于高、中、低多情景
的气候变化发展趋势预测，采取多尺度
的气候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研究快速城
镇化耦合全球气候变化给国土空间带来
的气候风险及其影响范围和程度。通过
将气候风险评估与“双评价”有机结合，
识别潜在的气象灾害风险高发易发地区，
确定资源总量控制目标，为气候变化背
景下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提供决策依据 [15]。
3.1.2气候适应技术：强化城市尺度
的气候适应规划技术方法

城市这个层级作为气候风险高发区
及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在主动适应气
候变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尺
度的气候适应规划技术方法主要包括风
险评估技术方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优化技术方法。首先，需建立城市尺
度的气候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同时要制
定街区尺度适应高密度建成环境的安全

应对策略；其次，需在城市尺度风险评
估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形态及主要
气候风险分布的特征，对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进行优化，以主动适应气候变
化为目的，建立风险导向下的开发保护
格局优化技术方法，重点加强对生态空
间、城镇空间用地布局等的优化调整。
3.1.3 动态监测技术：将气候适应
监测评估融入规划体检评估

结合规划体检评估工作，加强国土
空间观测系统建设，建立“监测—诊断—
预警”技术体系，结合规划体检评估工
作，建立和完善适应行动监测评估体系，
积极将城市适应行动监测评估纳入规划
体检评估体系，通过定期规划体检实时
检视适应行动的成效，逐步形成以气候
风险评估、城市气候风险诊断及气候风
险预警为基础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技术，
提升极端天气事件形成与影响的监测能
力和水平。此外，完善集气象灾害监测、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及灾害风险处置于
一体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体系，从源头
上化解气候安全风险，并通过及时反馈
与优化适应行动方案，最终实现总体适
应目标。

3.2空间治理层面：强化重点区域
和关键领域的空间治理
3.2.1强化重点区域的适应气候治理

(1) 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应气候变化。
作为人口高度集聚、经济联系紧密

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我国 19 个城市群以
25％的土地集聚了超过 80％的人口，创
造了全国约 88％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
群和都市圈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
风险挑战时，重点应提高协同治理能力
以增强全域韧性。可以采用“联调、联
保、联控”的技术手段来强化极端天气
事件监测预警、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
享及综合应急管理平台建设等协同能力，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和建立取
用水总量红线预警机制，整体提升城市

群和都市圈的气候韧性。从国土空间规
划与管理的角度看，还需充分考虑洪涝
风险，为雨洪水蓄滞和行洪划定自然空
间与重大调蓄设施用地范围，以保障城
市防洪排涝系统的完整性和通达性，提
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降水的能力。
此外，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尊重自然通风
的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引导，将现有的森
林、绿地及河湖等生态冷源纳入风廊，
构建区域 / 城市主通风廊道，并对蓝绿
开敞空间保护、建设强度控制、建设布
局引导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

(2) 重点流域适应气候变化。
流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区域，

比如气候变化会对流域的水资源和土地
利用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流域治理适
应气候变化的重点在水资源综合管理及
全流域气候变化综合监测评估预警两大
领域。其中，水资源综合管理主要体现
在深度节水控水行动，推进水资源集约
节约利用。全流域气候变化综合监测评
估预警要结合流域上、中、下游的特征，
上游精准识别生态空间功能，强化生态
保护与水源涵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游和下
游重点关注水资源保护利用及洪涝灾害
防御与应急管理。

(3) 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沿海

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及台风侵袭等威胁
日趋严峻。沿海地区应重点加强海平面
上升等导致的海洋灾害风险防范，同时
应构建更具韧性的海岸带综合防护体，
推动沿海城市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
减灾能力建设 [18]。对于部分高风险、高
脆弱性沿海地区的建设用地布局，应与
海岸线保持合理的安全距离，从源头上
提高沿海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保障
能力，推进典型海岸带生态系统一体化
保护与修复。

(4) 农牧交错区适应气候变化。
农牧交错区作为我国典型的生态脆

弱带和重要的生态屏障带，极易受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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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等自然环境变化及城镇开发建设
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农牧交错区适应气
候变化的重点是提高防沙治沙水平和灾
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强沙尘暴、暴风雪、
干旱、极端降水等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
管理。此外，建议以水平衡为导向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强化水资源保
护与利用，并科学推进生态系统的整体
保护与系统修复。

(5) 青藏高寒地区适应气候变化。
青藏高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水塔”，

应全面加强高寒地区气候系统与生态环
境状况监测，重点加强青藏高寒地区水
源地生态、冰雪灾害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和应急响应，尤其是针对冻土变浅、不稳
定和多灾频发的现象，应加强气候风险
评估与气象保障服务，确保高寒地区重
大工程与基础设施安全运行。此外，还
需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寒地区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体系，改善珍稀动物栖息地环境，
同时加强高寒地区生态退化地区治理。
3.2.2加强关键领域的适应气候能力

(1)强化水资源和水系统可持续管理。
区域性国土空间规划应科学评估气

候变化对于水资源演变的影响，基于自
然地理格局和流域特点，优化配置流域
和区域水资源，提高对水资源的时空调
控能力；市级国土空间按照“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制定水
资源供需平衡方案，明确水资源利用上
限，严守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效率控制，
维护水资源的可再生性，同时积极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水系统的可持
续利用。

(2) 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建议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开

展本底调查与评估，健全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监管制度，确保重要生态系统、生
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
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基于生命共同
体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与系统修
复，以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等

为重点，突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
撑，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建设，提高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强化自然生态
系统的气候韧性。

(3) 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保障。

建议重点提高城市生命线等基础设
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供电、供水、
供气、通信等生命线系统重大工程建设
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优化调整城市
生命线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标准，增加基
础设施的系统冗余度，提升互联互通水
平，提高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基
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此外，还
应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生活空间的
建设，一方面营造更为宜居的人居环境，
另一方面提高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的
空间弹性。

(4) 强化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城市在防灾减灾方面存在“重救轻

防”的倾向，城市风险管理注重灾害风
险发生后的“应急处理”。国土空间适
应气候变化就是要积极应对海平面上升、
暴雨、台风、高温、干旱等气候变化的
影响，建设一个适应灾害风险、“中灾正
常、大灾可控、巨灾可救”的国土空间
灾害综合防御系统，提升气象灾害综合
防御能力，有效抵御极端气候及其次生
灾害的影响。同时，需强化风险源头防控，
建立城市气象灾害安全评估论证机制，

全面提升城市防范及化解极端气候风险
的韧性 ( 表 3)。

3.3工作体系层面：将气候适应有机
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3.3.1上下层级联动：将适应目标及
行动融入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

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具有明显的空
间尺度效应，“国家—省—市—县—乡镇”5
个规划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
变化的策略和行动上应各有侧重，并形
成有效的上下传导机制。全国层面的国
土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下的趋
利避害，即气候变化的长期不利影响 ( 避
害 ) 以及区域潜在的重大机遇 ( 趋利 )，
重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
关键领域的适应行动，以及国家层面重
大战略区域的气候风险评估监测及适应
行动。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应明确气候变
化影响的重点区域，重点关注气候变化
对生物多样性、水资源、海岸带、海平
面上升、农业、旅游业和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的影响及适应对策，制定跨流域 /
区域的气候适应策略。市级国土空间规
划应进一步分析重点气候风险区域分布，
明确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具体约
束性指标，重点关注城市热岛效应、水
系统、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人体健康
和建筑等领域的适应措施 [19]。县级国土
空间规划应在承接市级适应行动的基础
上，重点开展关键领域和重点片区的适

表 3  气候变化下重点区域适应领域的优先等级

      适应领域 城市群 / 都市圈  重点流域  沿海地区   农牧交错区      高寒地区

自然生态系统 ☆☆☆ ☆☆☆ ☆☆☆ ☆☆☆ ☆☆
农业生态系统 ☆☆ ☆☆ ☆☆ ☆☆☆ ☆☆
水资源 / 水系统 ☆☆☆ ☆☆☆ ☆☆☆ ☆☆☆ ☆
基础设施 ☆☆☆ ☆☆ ☆☆☆ ☆☆ ☆☆
人居环境 ☆☆☆ ☆☆ ☆☆ ☆☆ ☆☆
公共卫生 ☆☆☆ ☆☆ ☆☆ ☆ ☆☆
防灾减灾 ☆☆☆ ☆☆☆ ☆☆☆ ☆☆☆ ☆☆☆
气候观测预警 ☆☆☆ ☆☆ ☆☆ ☆☆ ☆☆☆

注：“☆”代表低优先等级，“☆☆”代表中优先等级，“☆☆☆”代表高优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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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行动。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应对洪涝等基础设施提升
等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内容 [7]。
3.3.2适应行动协同：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多目标协同适应

一是强化多空间协作的适应行动。
在气候变化因子驱动下，生态空间、农
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适应需求相互交织、
彼此关联，在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
划时代，需要在国土空间上协调生态、
农业和城镇空间的整体适应行动，系统
化地开展多空间的气候适应行动，避免
小尺度、碎片化的气候适应行动，最大
限度地提高空间整体适应行动效益。二
是推进多目标协作的适应行动。加强国
土空间的气候适应目标与其他领域目标，
如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智
慧城市、人居环境提升、韧性城市等目
标的协同，共同促进行动方案的实施。
同时，还应注重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
适应行动协同，用长期适应目标指引短
期适应行动方案，避免适应行动片段化。

4结语

我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风险具有
显著的区域差异，将适应气候变化融入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提升国土空
间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路径，国土空间
规划应助力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对规划方案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测
试和影响评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决定
了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需打破现有空
间规划范式。本文在总结我国气候变化
事实和适应气候变化历程演进的基础上，
阐述气候变化对国土空间的生态、农业
和城镇三大空间的影响，以及城镇化与
气候变化之间的风险耦合关系，提出国
土空间规划时代的三大适应理念，从技
术方法、空间治理、工作体系 3 个维度
提出将适应气候变化有机融入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总体思考。

新时期我国各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
与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并不同步，且适应
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理论与技术基础薄
弱，在面临日趋常态化的高温热浪、极
端降水、台风和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
的情形下，受限于对气候变化与城镇化
相互耦合内在机制的认知，以及未来全
球气候变化对三大空间影响风险的不确
定性，国土空间规划如何适应气候变化
在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标准与政策制
定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气候变化和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相互耦合下的气候风
险精细化预测与评估技术、气候变化背
景下关键领域的脆弱性评估，以及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下系统适应策略和路径等
相关研究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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