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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化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以金华市为例

罗 珊 葛鸿超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义乌 322099

【摘 要】：海绵城市是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以建设海绵城市省级试点为抓手，

金华市在海绵城市组织领导、规划体制、建设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本文系

统性地梳理了金华市海绵城市的建设经验，以便为其他城市全域化建设海绵城市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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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海绵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解决城市水环境根源问

题[1]，提高城市灾害防御能力[2]具有重要意义，是城市绿色转

型发展的重要方式。2019 年 12月 23 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要求加快转变城市建设方式，推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基础设施补短板和

更新改造专项行动。浙江省“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任务，而推动海绵城市建

设正是重要举措之一。金华市积极响应号召，结合金华自身

特点和发展诉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探索“金

华使命”。

2 总体情况

金华南北跨度 129公里，东西跨度 151公里，土地面积

10942 平方公里，全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21.0mm。金华市

下辖 2 个区、3个县、代管 4 个县级市：婺城区、金东区、

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

市。2020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705 万人，城镇化率达 68.19%。

金华是一座人杰地灵的江南水乡城市，“三面环山夹一

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三江之源。金华江、武义江、义

乌江穿城而过，市域内江河分属钱塘江、瓯江、椒江 3 大水

系。金华江作为是钱塘江水系最大的支流，其水量与水质不

仅是金华人民生存之本，更关乎浙江省的水体环境，是我省

发展的命脉。

自 2013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设自然

渗透、自然积存、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以来，金

华市政府便着手开展金华市海绵城市建设顶层设计，稳步推

进以兰溪为省级试点的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对本市海绵城市

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五水共治”

方面，金华市连续 7 年获浙江省治水最高奖项“大禹鼎”，

以大禹精神为指引，续写治水画卷，打开“海绵城市”建设

新格局。

“十三五”期间，金华市市区总面积 2049 平方公里，

市区芙峰街等多路段实施了雨污分流改造，康济街、金帆街

等道路实施了透水材料替换改造工程；“三江六岸”及部分

公园进行景观亮化，曙光公园、人才公园等一批海绵公园和

生态景观廊道先后建成，海绵城市建成区 107.4 平方公里，

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1.1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2.07平方米。截止 2020 年，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占建成区面

积约 29.1%，金华市区共实施海绵项目 87 个，总投资 90 亿。

3 建设经验

3.1建立体制，完善机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海绵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精神，金华市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从

体制、机制、政策、标准等各方面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

2018年 12 月，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金政办发〔2018〕109 号）[3]，

明确了金华市海绵建设目标要求、建设重点、工作要求、政

策措施等。加强组织领导，调整金华市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市发改、市财政等部门

的有关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工

作职责层层落实，金华市各区（市、县）也成立相应机构，

建立系统化的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工作机制，协调推进、督促

指导，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3.2规划引领，全域覆盖

海绵城市是城市水资源管理的新理念，从生态系统服务

出发，而不“就水论水”。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金

华市坚持规划引领，切实转变城市建设理念，将海绵城市建

设列入金华市“五个一百”重大项目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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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目前金华已建立了宏观、中观、微观层

面的三级海绵城市规划体系。宏观层面上讲，编制出台了《金

华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7-2030）》，明确我市年在径流

总量控制率、排涝标准、防洪标准三方面的近、远期目标，

明确到 2030年，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不低于 75%（约 170 平方公里），并进一步细化规划，制定

出台《金华市海绵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中观层面上，将全市海绵城市各项规划指标落实到各个片

区。目前 9 个区（县、市）均已经制定海绵城市建设规划。

微观层面上，将海绵城市落实到排水整治、节水工程、绿地

建设、增强调蓄等各类重点建设项目中，出台相应的指导意

见，如《金华市区城镇排水（污水、雨水和排水防涝）综合

规划-中心城区雨水和防涝规划专篇》、《金华市区非常规水

资源利用实施意见》、《关于抓好 2018年园林绿化工作任

务落实的通知》、《关于实施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拔）建

设条件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和规范标准，并成立

了专家委员会，指导海绵城市建设。

3.3 标准引领，强化支撑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相关

工作要求，根据金华市实际建设情况，2017 年 7 月编写印发

了《金华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涉及海绵城市建设的

全过程，可为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从事相关规划、设计、施工、

运营维护、投融资等人员提供指导和借鉴。为实现海绵城市

建设技术因地制宜，还编制了符合金华微丘盆地特质的海绵

城市技术指南、标准图集。同时，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的规范化，进一步推进

雨水资源化，从源头减轻城市的排水压力，减少洪涝灾害的

同时，改善水生态环境，打造生态文明城市，制定了《金华

市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定》。各区（县、

市）还研究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投融资管理细则、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海绵城市资金的组织实

施。此外，不断完善海绵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办法，为海绵设

施的后期运行维护提供依据。

3.4 强化管控，落实理念

海绵城市是理念，不是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就是在现有

的城市建设管理中体现“+海绵”理念。主要两个层面：一

是在项目层面体现“+海绵”理念。在城市道路、绿化、水

务、建筑与小区等城市建设项目“+海绵”。二是在每个项

目管控层面体现“+海绵”理念。即在规划、立项、土地出

让、选址（规划条件）、设计招标、方案设计及审查、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等程序中体现海

绵理念。所以，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键

要加强规划引领，方方面面支持，合力推进。

金华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金华市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

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定》。《办法》明确了其适用范围、管

理体制等，切实地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体现在低影响开发建

设项目的各个管理环节。该办法能够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为金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管

理依据。此外，为了能进一步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的源头管理，

完善了《关于实施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拔）建设条件管理

的通知》，在土地出让环节，将建设管理部门提供的海绵城

市建设管理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污染径流控制率等

指标）纳入土地出让条件。

3.5省级试点，先试先行

2016年 5 月，兰溪市成为浙江省首批的、金华市唯一的

海绵城市省级试点城市。自此，兰溪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主线，精心编制试点规划，周密组织实施，高效有序推

进，走出了一条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三水”相融的兰

溪特色海绵城市建设路径。兰溪建成区面积 37.59 平方公里。

省级试点申报区域面积：10平方公里，实施面积 10.36 平方

公里。申报项目个数 23个，实施项目个数 29个（省补资金

9个）。计划投资额 35.33 亿元（省补资金 1.2 亿），实际总

投资 39.8 亿元。

兰溪市以“保护水生态、治理水污染、修复水环境、节

约水资源、弘扬水文化”为目标，因地制宜，新老城区分类

施策，新区优先考虑功能、老城区集中考虑解决问题的海绵

城市建设开发模式，水环境质量有较大的提升。易涝点的整

治由传统手段，逐步转向海绵化设计，让降雨形成的地表水

能更好实现自然渗透、净化和积蓄，截止目前完成易涝点整

治 40 多处，水安全保障稳步提升。试点区内，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达到 87%、TSS削减率达到 63%、生态岸线率达到 35%。

水生态修复效果凸显。

示范项目带动项目落实、示范区域带动区域推进。兰溪

市、婺城区、开发区、金东区、义乌市获浙江省海绵城市财

政资金支持。各区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稳步有序推进。

3.6逐步推进，系统治理

围绕到 2020 年，金华市区建成区 25%以上面积达到海

绵城市建设要求的目标，市区采用新城区建设与老城区改造

相结合的方式，来落实海绵城市示范区建设，将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落实到控规尺度。同时学习兰溪省级海绵试点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金华市区确定了 5 个市级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区，多湖中央商务区块，规划面积 6.81 平方公里；

二七新村改造区块，规划面积 1.13平方公里；湖海塘运动休

闲区块，规划面积 9.8 平方公里；尖峰山高尚休闲生活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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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面积 2.13 平方公里。另外，选择老城区中一处建设现状

较为典型的区块作为海绵城市改造试点，北至环城北路、南

至婺江东路、东至胜利巷、西至后城里街，规划面积 3.87 平

方公里。以点带面，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金华市通过实施

“海绵+”项目，对老旧小区、新建区、河道水体、道路广

场、公园绿化等不同类别的项目进行改造提升。

目前，金华市区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批建设样板。在建

筑与小区项目方面，形成了以曙光公园小区、青春小区为代

表的海绵型小区建设样板；在公园与绿地项目方面，形成了

以燕尾洲公园、人才公园等为代表的海绵型绿地建设样板；

在道路与广场项目方面，形成了以工人路、二环路等为代表

的海绵型道路建设样板。

3.7 问题导向，明确重点

针对河道生态流量不足、绿地系统建设等短板，着力提

高统筹治理水平，确保建设高质量生态文明；针对保供水需

求和治污水压力问题，加强雨水径流污染治理，确保高水平

保持优良水质；针对金华微丘地貌易造成排涝压力问题，加

快洪涝隐患治理，形成完整的防洪排涝闭合圈；针对公共设

施服务、防灾减灾等人居环境短板，加快完善系统集成的完

整社区宜居功能，高标准改善人居环境。

3.8 公众参与，共建海绵

以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全力实践生态文明思

想，建成高质量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宜养“浙中生态

大花园”是金华市城市建设的总体愿景。加强政府引导、广

泛宣传，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依托金华日报、金华新闻客

户端等官方媒体平台，以及微信推文、抖音号等自媒体平台，

同步宣传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让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深入人

心，增强居民对海绵城市的感受度和获得感。打造“美丽中

国”样板，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绵城市建设“金

华样板”，利用好水系发源地的优势，找准发展经济和保护

环境的切入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金华样板，为全国

水生态涵养区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模式。

4 思考与建议

“十四五”期间，金华市将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的组织保

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人才保障、用地保障等“五大保

障”，实行专班运作、专题协调、专业支撑、全域联动、全

程观管控、全面督考的“六大工作推进机制”，采用 1 个立

法、1个智慧海绵管控平台，6 个重点建设区，N 个产业的

“1+1+6+N”的建设模式。但不得不承认，我市当前还存在

些许薄弱环节，主要有以下方面：

4.1设施运行维护的长效机制需加紧建立

由于目前海绵城市建设仍处于建设期，现有的技术标准

多集中于设计、施工规范，而监测、运营管理，海绵设施的

运行、养护、运维等方面的机制仍然不够成熟。主要依靠原

建设改造单位的质保措施，但质保期结束后，日常管理将成

为重大问题。尤其是改造的老旧居民小区，现有的低廉物业

费很难承受海绵设施的运维成本。后期养护长效管理机制的

建立是海绵设施运维的关键，直接关乎海绵城市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

4.2海绵理念需进一步深刻理解

仍有很多项目建设者将海绵城市建设简单理解为项目

建设，认为仅需增加蓄水池、更换透水铺装等举措来增加灰

色工程量就能建成海绵城市。然而，海绵城市建设并不是简

单的工程建设，不是独立存在的体系，而是一种绿色生态技

术理念，是扎根于现有体系的。为此，在规划建设管理各领

域要不断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系统推进落实海绵城市

理念方面需加大力度。

5 结语

我国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的建设需

求，金华市亦是如此。本文从制度建设、指标体系、规划管

理、试点建设等方面总结了金华市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同时，

梳理了金华市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构建海绵城市建

设综合治理体系，将海绵城市理念真正落实到城市的规划建

设中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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