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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极端天气和快速城镇化使城市面临诸多

安全挑战。近年来，城市内涝、洪水、地震、流

行疾病等各类突发事件不断涌现，如2021年

河南郑州发生的“7•20”特大暴雨洪涝事件，

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威

胁。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城市如何防范并应对

不确定性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韧性已经成为当下景观生态研究和城市

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韧性城市指的是城

市系统能够通过协调、优化和重组来缓冲和

吸收风险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实现

系统的正常运行。该理论提供了一种适应环

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城市发展模型，已

成为预防和抵御日益频发的城市灾害风险的

研究和实践热点[1]。

近年来韧性城市的研究已拓展到规划、

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交叉领域，多学科融

合的研究范式为韧性城市研究提供了多元的

研究视角[2]。国内学者对韧性城市的概念演

进、演化机理、评估方法[3]进行了系统综述[4]，

另有学者从气候变化、公共管理、防灾减灾、

基础设施[5]的不同视角对韧性城市研究进行

梳理。近年来多有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方法进

城市发展面临着诸多安全挑战，韧性城市已经成为当下抵御和适应城市灾害风险的研究和实践热点。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方法，使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工具，分别对1991—2022年中英文文献的韧性城市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

明：（1）中英文发文量都呈现早期增长缓慢、后期爆发式增长的趋势，目前仍处于增长过程中。（2）中文研究机构合作分

散，英文研究机构合作更为紧密，国内机构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力度有待加强。（3）研究热点聚集于规划设计、气候灾害、社

会经济、社区治理4大视角。（4）英文的韧性城市研究已迈入成熟化阶段，中文的韧性城市研究尚处于应用化阶段的后期。

最后，对韧性城市的理论研究、评估方法、技术探索、规划实践和效应评价5个方面的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韧性城市

研究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ies has brought safety challenges, and the resilient city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hotspot for resisting and adapting to urban disaster risks.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the article carries out a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of the resilient city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1991 to 2022 by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too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volum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has shown 

a trend of slow growth in the early stage and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later stage, and is still growing. (2)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scattered, whil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nglish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close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3)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climate disasters, social economy, and urban governance. (4) The research on the resilient city in 

English has entered a mature stage, while the Chinese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late stage of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looks 

ahead to the trend of the theory research, evaluation methods, technology exploration, planning practice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resilient c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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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视化分析，以揭示该领域研究热点和趋

势的规律[6]。发达国家经过数十年的探索，韧

性城市研究已经涵盖规划、工程、经济、治理

和技术诸多研究视角[7]，而当前国内研究多关

注规划策略、治理措施和评价方法，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总体来说，城市韧性研究在不同领域和

环节开展得较为深入，但对城市韧性研究的演变

趋势关注较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亟待全面、

系统地对比分析韧性城市国内外研究的相关理

论研究、技术方法和实践经验。

基于此，本文在对1991—2022年韧性

城市中英文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利用

VOSviewer及CiteSpace引文可视化分析软

件，从多学科视角对中英文的韧性城市领域

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回顾，分析讨论差异

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我国韧性城市研究

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文献来源为1991年1月至2022

年6月的中国知网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考虑到中英文表达的差

异性、检索范围的准确性和样本的全面性，

设置中国知网的检索规则为主题=（“城

市”+“区域”）AND主题=（“韧性”+“弹

性”+“抗逆力”+“恢复力”），数据库选

择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与CSCD

索引期刊，选取建筑科学与工程、宏观经济

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经

去重分析后共得到1 790条文献记录；Web 

of Science中的检索规则为主题=“urban 

resilience”or“regional resilience”，选 择

区域研究、地理学、建筑学、土木工程、经济学

等相关研究领域，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

Review，去重分析后共计7 396条文献记录。

1.2   研究方法

根据施耐德[8]提出的学科进化理论，科学

研究的生命周期将经历概念化、工具化、应用

化、成熟化4个阶段。该理论提供了一种从科

学领域内部发展视角来探索科学发展阶段的

方法。科学知识图谱是近年来科学计量、信息

计量领域的新兴研究方法，通过可视化方法

展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结构关系与发展脉络[9]。

本文选用VOSviewer和CiteSpace6.1软件分

别对中英文韧性城市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通过发文量趋势、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揭示

该领域研究的总体规律，通过关键词网络、关

键词聚类揭示韧性城市研究的热点及知识组

群，最后基于关键词频率图把握韧性城市的

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并依据学科进化理论，

归纳其发展阶段、各阶段特征及现存问题，以

揭示韧性城市研究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2   韧性城市相关研究统计与分析

2.1   韧性城市研究的发文量与时间特征

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可以反映韧性

城市研究领域文献的发展程度和趋势。总体而

言，中英文发文量的变化趋势相近，早期文献

数量都增长缓慢，2020年之后中文文献数量

激增，而英文文献发文量在2006年之后快速增

长（见图1）。根据Web of Science的检索报告

可知，韧性城市的重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环境科

学、环境研究、可持续科学、水资源，其次是生

态学、城市研究、地理学，接下来是区域城市规

划、土木工程、经济学及其他领域。

作为舶来的学科概念，我国学者将

“resilience”译作“弹性”的文献在城市韧

性研究中出现得最早，随后“恢复力”被引

入。2015年之后，“韧性”成为该研究领域

的主流译法（见图2）。在此过程中，城市韧性

的概念经历了从恢复到平衡到适应的演化过

程，研究对象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

 

2.2   韧性城市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能够呈现出重点

研究主体及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使用

VOSviewer软件分别绘制机构合作网络图

谱，并使用CiteSpace计量科研机构发文量。

结果表明，中文科研机构形成以南京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等

几所科研机构为中心的合作关系（见图3，表

1）。英文科研网络发育更为完善，呈现以中国

科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瑞典斯德哥

尔摩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所科研

机构为中心的网络（见图4）。

鉴于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性，在CiteSpace

图1  韧性城市研究领域的中英文文献发文量

Fig.1  Volume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韧性的中文译法词频变化图
Fig.2  Word frequency varia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of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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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中得到国际发文排名前10的国家、发文

量及其中心性，美国的发文量显著高于其他

地区，英国和中国次之，其余国家按照发文量

递减分别是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加拿大、

荷兰、西班牙和瑞典（见表2）。其中，中国的

中心度数值接近于0，说明我国科研机构与国

际单位的合作力度有待加强。以中国发文量最

高的机构中科院为例，其重点合作机构包括清

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

海外合作局限于利兹大学、华盛顿大学、澳洲国

立大学等少数几所机构（见图4）。

3   韧性城市的知识集群

为进一步把握研究热点内容，本文利

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并采用LLR算法分别绘制关键词聚类图

谱，中英文关键词聚类的模块度均不显著，

表明各个知识集群之间联系紧密，研究并

非彼此孤立而是互相渗透（见图5-图6）。

软件分析形成的聚类标识是提取出的具体

名词短语，较难把握聚类的总体特征，应结合

聚类名及内部关键词探索其潜在关系。为便于

进行深入讨论，本文将韧性城市的研究聚类归

纳为城市规划、气候灾害、社会经济、社区治理

4个知识集群，按照“理论构建—评估模型—

技术探索—实践策略—效应评价”的研究思

路，分别对中英文研究的各知识集群进行梳理

和总结（见表3-表4）。

3.1   规划设计视角下的韧性城市研究

英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城市

规划、城市韧性、可持续发展3个关键词集群。

国外研究起源于对韧性概念的拓展和创新。

“韧性”一词最初在生态系统领域提出[10]。随

后学者整合生态学、社会经济和规划领域的

韧性城市含义及模型[11]，将适应性纳入韧性

的关键构成部分[12]。评估方法方面，国外学者

对韧性城市的评价体系研究呈现出“单一工

程性—时空动态性—多维社会性”的演变趋

势[13]。早期的评价体系通过赋权换算，如构建

4R指标体系、社会脆弱性指数等；随后出现的

复杂性模型将PDCA、景观格局指数等时空

模型应用到评价中[14]；后期的模型将经济、社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中心度
1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3 0.00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1 0.00
3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9 0.00
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5 0.01
5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14 0.02
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3 0.01
7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1 0.00
8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11 0.01
9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0.00

10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0 0.00

表1  中文文献发文量前10的研究机构

Fig.1  Top t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Chinese literature on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3  中文文献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Fig.3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llaborative atla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VOSviewer绘制。

图4  英文文献韧性城市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Fig.4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llaborative atlas of English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VOSviewer绘制。

序号 机构 所在国家 发文量 中心度
1 中国科学院 中国 141 0.16
2 斯德哥尔摩大学 瑞典 104 0.33
3 亚桑尼亚州立大学 美国 98 0.29
4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97 0.08
5 埃克塞特大学 英国 70 0.05
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65 0.07
7 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63 0.06
8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63 0.05
9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62 0.13

10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 62 0.01

表2  英文文献发文量前10的研究机构

Fig.2  Top t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English literature on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5  中文韧性城市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5  Co-presented keyword clust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CiteSpace绘制。

图6  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聚类

Fig.6  Co-presented keyword clusters of English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CiteSpace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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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息等因素一并考量[15]。技术探索方面，建

设规划支持系统（PSSs）[16]为韧性实践提供

技术平台，同时流体动力学、城市形态学等学

科模型被应用于建成环境模拟[17]。实践方面，

世界各国的城市从宏观框架、城市设计、地下

空间的不同方面开展探索[18]，典型案例有洛克

菲勒基金会的100个韧性城市计划（100RC）。

中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弹

性、指标体系、城市设计、空间结构等6个关键

词集群，既包括对韧性城市理论的宏观认识，

也包括空间规划设计的应用探索。理论研究

方面，国内学者明确了包括生态韧性、工程韧

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在内的韧性城市研

究领域[19]。评估方法方面，社会经济要素被纳

入韧性评估模型的指标体系[20]；DSM差分技

术、遥感影像识别等技术被应用于量化研究，

但在模型开发方面仍与英文研究存在一定差

表3  中文韧性城市研究关键词聚类
Tab.3  Keyword clust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聚类
主题

聚类
序号 聚类名称 轮廓值 子聚类名

规划
设计

2 城市规划 0.855 城市规划；海平面上升；气候适应；森林
8 城市韧性 0.933 城市韧性；植被；威尔士；景观格局

13 可持续发展 0.920 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城市脆弱性；城市
管理

气候
灾害

0 适应气候
变化 0.813 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法国；科学

1 城市热岛 0.821 城市热岛；地表温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城市林业

3 差异 0.977 差异；生物多样性；功能冗余；珊瑚礁
5 自然灾害 0.855 自然灾害；城市发展；地震
9 气候变化适应 0.951 气候变化适应；土地使用；影响；社会

11 食品安全 0.944 食品安全；都市农业；生态韧性；脆弱性

12 生态系统
服务 0.869 生态系统服务；绿色基础设施；绿地

15 风险管理 0.976 风险管理；洪水风险；雨水；脆弱性

16 生态系统
模型 0.930 生态系统模型；决策支持工具；珊瑚礁动力

学；中位
18 土壤水 0.979 土壤水分；耕种；外来草原；低地
19 证券化 0.882 证券化；自然草本；森林韧性；开普敦干旱

21 萨 德 伯 里 地
区湖 1.000 萨德伯里地区湖；溶解有机碳；酸化；社区

响应

社会
经济

4 可 持 续 性 和
韧性 0.948 可持续性和韧性；交通与社会；公共交通；

发展中国家的交通
6 区域韧性 0.930 区域韧性；经济危机；r11；演化经济地理学

城市
治理

7 压力 0.966 压力；城市韧性；青年；位置感

10 社区韧性 0.965 社区韧性；经济韧性；抗灾能力；社会脆
弱性

14 机制 0.936 动力机制；公共卫生；城市健康；城市韧性
17 适应能力 0.973 适应能力；导管；越南；水敏城市
20 适应 1.000 适应；特殊环境；自组织；干旱风险

表4  英文韧性城市研究关键词聚类

Tab.4  Keyword clusters of English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距。此外，智慧城市衍生的技术变革对城市韧

性的积极效应[21]也广受关注。实践策略方面，

国内借鉴日本[22]、荷兰[23]等国的先进经验，制

定韧性规划框架及策略，并在深圳、上海等城

市开展实践。但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尚未形成

广泛认可的韧性城市规划指南，实践城市和

区域也较为局限。

3.2   气候灾害视角下的韧性城市研究

英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气候

变化适应、自然灾害、生态系统服务等12个关

键词集群，该主题在气候适应、生态管理、灾

害防治的背景下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典型

的评价框架有RCPF韧性城市规划框架[24]。诸

多量化模拟的模型工具和参数标准研究关注

火灾模拟、洪水模型、避难路径选择等应用情

境[25]。国外的实践研究侧重于关注气候生态

的一般化应对方法，并涌现出一批典型的城

市实践案例，如洛杉矶县的社区抗灾项目的

公共卫生领域实践框架[26]。此外，绿色基础设

施[27]等韧性实践工具产生的社会文化、经济

系统和生态气候效应也广受关注。

中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韧性

城市、恢复力、弹性规划3个关键词集群。理论

研究方面，韧性城市理论在区域、城市和社区

3个层级系统防灾领域中得以应用[28]，但韧性

概念的接受度远不如综合防灾，其理论体系

研究有待进一步明确。评估方法方面，国内学

者针对供水系统、雨洪灾害、生态韧性模拟等

构建评估模型，多基于国外研究进行改进[29]。

技术探索方面，系统动力学、BP神经模拟等新方

法被应用于风险场景进行仿真模拟研究[30]。韧性

实践方面，国内学者针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提

出防灾与基础设施[31]等方面的策略及方案，典型

聚类
主题

聚类
编号 聚类名称 轮廓值 子聚类名

规划
设计

8 弹性 0.963 弹性；刚性；土地利用；效率；
控制性详细规划

11 指标体系 0.913 指标体系；评价指标；脱钩理论；
广东

12 城市设计 0.964 城市设计；控规；弹性控制；经
济布局

13 城市 0.976 城市；承载力；节点设计；高层
建筑

14 替代弹性 0.960 替代弹性；城市规模；生产率；
绩效

15 空间结构 0.977 空间结构；公共提供；黄土高原；
地租

气候
灾害

0 韧性城市 0.892 韧性城市；城市韧性；经济韧性；
空间规划

6 恢复力 0.947 恢复力；矿业城市；区域；主导
产业

7 弹性规划 0.950 弹性规划；敏感性；产业系统；
区域规划

社会
经济

2 经济增长 0.957 经济增长；面板数据；碳排放；
城市化

3 区域经济 0.945 区域经济；人力资本；集聚弹性；
弹性分析

4 弹性系数 0.987 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城市扩展；
时空分异

5 就业弹性 0.964 就业弹性；城镇化；农民工；产
业结构

10 收入弹性 0.963 收入弹性；第二产业；第一产业；
城镇居民

城市
治理

1 区域差异 0.955 区域差异；中国；就业；价格弹
性

9 韧性社区 0.958 韧性社区；产出弹性；要素；城
市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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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合肥市政基础设施韧性提升规划。

3.3   社会经济视角下的韧性城市研究

英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可持

续性和韧性、区域韧性2个关键词集群。经济

韧性是中英文韧性研究的重要聚类，随着演

化韧性被学界广泛认可，其对区域持续发展、

经济韧性的演化以及地理分异特征的解释力

也不断增强。现有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指标

体系法和核心变量法。指标体系方法被科研

机构和NGO组织广泛采用，但目前没有普遍

认可的指标和权重[32]；核心变量法通常选取

就业人数、GDP、贸易量等变量以测算经济

韧性，对研究的时空尺度界定准确性要求较

高。效应评价方面，英文研究关注城市韧性与

经济韧性的相互作用，识别灾害事件对经济

韧性造成影响的因素，典型事件有波特兰都

市区大地震后水系统中断[33]。

中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经济增

长、区域经济、弹性系数等5个关键词集群。地理

探测器、多维综合评价方法[34]等被应用于测度经

济韧性。随着演化韧性理论研究的深入，技术探

索研究拓展到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城市群网络

结构韧性范畴[35]，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哈大城市群等成为热点区域。区域经济韧性的

影响因素、时空分异规律、城市韧性与经济韧性

的协调关系等经济地理学热点话题广受关注[36]。

目前社会经济视角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模型阶

段，对规划实践的指导较为缺失。

3.4   城市治理视角下的韧性城市研究

英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社区

韧性、机制、适应能力等5个关键词集群。社区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韧性城市目标的实

现离不开社区治理机制和发展路径的转型，

这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理论研究方面，学

者从稳定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37]等方面

总结社区适应灾害的特性，将社区韧性视为

成功适应风险的结果以及实现治理的重要抓

手，并开发CDRF模型[38]和DORP模型[39]等社

区韧性测度模型。实践方面，地理空间ICI、协

作响应设计等是重要的韧性治理路径[40]。英

文文献中强调社会治理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

制，多元主体参与、多中心多层次的制度、政府

有效行为被证明是重要的韧性治理因素[41]。

中文文献中该主题的研究聚类包括区域

差异、韧性社区2个关键词集群。理论研究方

面，国内学者完善了本土化的社区韧性内涵，

强调社区韧性在冲击下保持稳定、迅速复原

以及实现进化的特征[42]。国内已有学者总结

国外社区韧性评估方法并进行改进[43]，但总

体而言，目前对社区韧性的评价和测度研究

较为欠缺。此外，有研究基于美国、日本等国

的实践经验，从复杂适应性理论、数字技术治

理等方面提出社区韧性的治理方案[44]。效应

评价方面，管理模式增强城市韧性的机制开

始受到关注[45]。但总体而言，目前对社区韧性

的评价测度和效应评价的研究较为欠缺。

4   韧性城市研究的热点演化与发展阶段

4.1   国内韧性城市研究的热点演化

4.1.1    韧性理念引入与初探（1991—2005年）

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

科学化浪潮，规划学界开始从经验主义的研

究方法转向利用科学方法尤其是计量模型进

行空间研究，引入韧性城市等发源于西方意

识形态的规划理论，并进行洋为中用的探索。

特别是2003年以后，城市规划虽然仍承担快

速城市化和物质空间大规模建设的任务，但

其根本定位已向公共政策属性转变，视野转

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韧性理论在这一

时期被引入国内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高频关

键词包括弹性、城市化等。

4.1.2    韧性研究丰富与拓展（2006—2015年）

2005年，灾害学领域的学者第一次将韧性

城市的研究引入国内，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韧

性概念、适应性、脆弱性等核心概念，介绍国外

研究动态，对韧性与相关概念的区别、联系进行

探讨，并逐步探索城市韧性在防灾减灾、气候变

化等视角下的评价体系。此外，基于动态面板数

据的经济韧性测度成为该时期的研究重点。高

频关键词包括区域差异、经济增长等。

4.1.3    规划建设与实践应用（2016—2019年）

2015年，南京大学团队编制《合肥市市

政设施韧性提升规划》。国家“韧性雄安”应

急课题和中国地震局“韧性城乡”科技创新

工程的实施，带动了一批韧性城市的研究与

建设实践。另外，我国有黄石、德阳、海盐和义

乌4个城市入选洛克菲勒基金会100个韧性

城市成员，借助国际资源有力地推动了我国

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探索。随着气候适应性

城市建设的提出，韧性城市研究进入集中应

用化阶段。高频关键词包括韧性城市、风景园

林、弹性城市等。

4.1.4    新时期的多样化实践（2020年至今）

2020年以来，受到国土空间规划转型、双

碳战略、新冠疫情及灾害风险的多重冲击，城

市韧性已经成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气候变化和

安全风险的共识，也成为我国“十四五”时

期重点推动实现的城市建设目标。研究方向

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强调韧性治理在灾害风

险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又关注新技术和新方

法在韧性规划中的应用。高频关键词包括碳

排放、气候变化、海绵城市等（见图7）。

4.2   国际韧性城市研究的热点演化

4.2.1    理念引入与理论构建（1991—2000年）

生态韧性理念被学者从生态学领域引入城

市研究中，是韧性城市理论萌芽的起点。1990

年代，霍林创立了环境科学家联盟，旨在促进韧

性理论在国际环境和发展项目中的使用[46]，学

界处于认识和学习韧性概念的过程中，在社会

生态、气候适应和生态系统等领域搭建研究的

理论框架。高频关键词包括韧性、风险等。

4.2.2    评估工具补充和完善（2001—2010年）

全球气候变化和灾害频发背景下，世界

各国、机构和NGO组织都开始关注韧性城市

评估框架的完善。2002年，倡导地区可持续

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提出韧性城市议

题，由此掀起评价工具研究的浪潮，韧性城市

理论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保护、

自然灾害和流行病风险的重要工具。高频关

键词包括生态系统、保护、作用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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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策研究与实践应用（2011—2015年）

随着韧性城市理念逐步被广泛接受，

城市战略框架和公共政策中高频出现韧

性城市理论，如2012年联合国减灾计划署

（UNISDR）启动亚洲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城市韧性建设指南》。

学者从气候变化、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等不同

领域提出具体的提升韧性实践策略[47]，关注

重心转移至适应性的策略研究。高频关键词

包括基础设施、适应性、生态危机等。

4.2.4    理论整合与多元繁荣（2016年至今）

随着全球各国积极推进韧性城市评估工

具，学者们开始对韧性研究和实践进行总结、

整合和反思：商业化的韧性评估手段并未提升

城市公平，技术创新对城市韧性的积极效应受

到质疑[48]。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延续了对气

候变化、灾害风险的关注，并从绿色基础设施、

生物多样性等角度强调提升城市应对风险的

恢复适应能力。高频关键词包括趋势、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智慧城市、能源等（见图8）。

4.3   基于4阶段理论的韧性城市研究阶段特征

国内韧性城市研究仍处于应用化阶段的

后期。概念化阶段开始于从国外引入韧性城

市理论。近年来韧性、脆弱性等关键词热度较

高，弹性的比例降低，表明理论研究处于持续

更新迭代中。工具化阶段则于2005年前后起

步，该时期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较为多见，早

期区域经济、城市化等经济韧性的关键词走

热，后期脆弱性、弹性等规划设计和气候灾害

视角的关键词占比较高，表明研究热点有所

转移。2015年前后进入应用化阶段，伴随着

新技术的涌现和韧性规划实践快速发展，最

近韧性实践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制度瓶颈逐渐

显露，关注方法改进[49]的研究已经出现。

国际韧性城市的研究已经迈入成熟化阶

段。1990年前后，韧性理念的引入是概念化

阶段的开始，作为落实城市治理的概念性工

具，韧性城市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争议性和

矛盾性，因此开放性是其生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外学者持续从不同学科视角完善其

图7  中文韧性城市词频前50的关键词占比
Fig.7  Proportion of top 5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Chinese research of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英文韧性城市词频前50的关键词占比
Fig.8  Proportion of top 5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English research of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国内外韧性城市研究的发展阶段

Fig.9  Development stag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ilient city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理论内涵。2000年左右，研究进入工具化阶

段，自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举办后，关注灾害

风险、机制、管理的研究迅速增长。2011年起，

研究进入应用化阶段，开始从理论探索转向

物质空间层面的规划模式探索。2015年之后，

研究进入成熟化阶段，关键词的词频比例趋

于稳定，一方面整合韧性城市理论[50]的评述

性文章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实践领域拓展到

能源、生物多样性等多元范畴（见图9）。

5   结论与展望

韧性城市领域的相关研究经过多年的理

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进展。本文通过绘

制文献计量图谱描绘中英文城市韧性的研究

图景，梳理当下韧性城市的研究热点及演化

趋势：从发文量与时间特征来看，中英文韧性

城市研究成果近年来不断涌现，其中英文研

究起步相对较早。从发文机构及合作来看，英

文文献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网络，而中文

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较为松散，且国内机构与

国外机构间的合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研

究热点来看，中英文韧性城市的研究热点可以

分为规划设计、气候灾害、社会经济、社区治理

4个主要的知识集群，相较而言，英文研究在4

个知识集群的技术探索、实践策略和效应评价

方面更为深入。从研究热点演化来看，英文的

韧性城市研究已迈入成熟化阶段，中文韧性城

市研究相对滞后，尚处于应用化阶段的后期。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变革期，

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制约着城市安全

发展。在我国未来城市韧性研究中，应当密切

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双碳战略等发展方向，探

索因地制宜的韧性城市实践模式，助力我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韧性城市研究后续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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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韧性城市研究展望
Fig.10  Research trend of urban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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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具体情景，最后针对不同地区的韧性建设

差异性需求，有必要分类细化研究框架。

二是推进韧性城市评价工作进展。我国于

2021年发布《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在评估

对象、评估目标和评估方法等层面为我国韧性城

市评价工作提供指导。随着对城市韧性的认识不

断加深，我国的韧性城市评价工作方法研究应当

持续关注多重视角、多元主体、多元场景。

三是探索多元量化的韧性实践支撑技术。既

有的韧性城市规划策略研究以理论研究居多，相

对而言利用大数据、新方法的技术探索较为缺失。

一方面可通过大数据爬虫、传感器技术、数字图像

识别、交叉学科建模方法等新技术为韧性规划提

供支撑；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开展韧性技术的本土

化研究，针对国土开发适宜性、资源环境承载力、

生态化减灾技术等情景开发评价模型。

四是深化韧性提升策略及实践。目前国

内有关韧性城市的实践研究较少涉及具体的

规划范式及政策工具。应顺应国土空间规划

变革，搭建多层级、立体化、系统化的韧性实

践框架。同时有必要编制韧性规划指南，为不

同城市地区的韧性实践提供范本，更应鼓励

探索韧性规划领域的创新方法。此外，现有实

践在少数社区、城市和区域开展，应推进海岸

带、山地城市等特殊地域的韧性规划。

五是建立韧性实践评估反馈机制。完善的

规划评估和反馈机制是韧性实践的重要内容，

但国内实施评估研究相对较为缺失。可从城市

韧性实践产生的效应和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

两方面开展研究，并探索建立反馈机制的制度

方法，以形成韧性城市规划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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