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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战略导向的城市更新——新加坡的实践与启示

杨钰清   翟国方   鲁钰雯    YANG Yuqing, ZHAI Guofang, LU Yuwen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的整治提升，也是协调多方群体以实现局部地区新发展愿景的城市治理过程，包括

能够降低城市因高强度开发、物质性老化、功能性衰退造成的高脆弱性，可以强化社会机能组织、提升居民自主性与智

慧性，为应对不确定风险和提高城市韧性做出贡献。基于韧性视角，从“系统”“行动者”“制度”3个方面剖析新加坡韧

性城市更新思路，探究通过城市更新增进城市韧性的可能途径。研究表明，新加坡韧性更新旨在增进城市系统的灵活

性、多样性、冗余性，提升行动者的学习能力、协作性、智慧性，并在制度体系方面明晰权利、透明决策、有效沟通和推进

创新应用。这些经验对我国的城市更新和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Urban renewal i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spatial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city, as well as a city governance process 
that coordinates various groups to achieve a local vision of new development. It includes measures that can reduce the high 
vulnerability of the city caused by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material aging, and functional decline, and can strengthen 
social function organization, enhance residents' autonomy and wisdom, and contribute to addressing uncertain risks and 
improving urban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resilienc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ilient urban renewal strategy of 
Singapo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stem",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exploring possible ways to enhance urban resilience 
through urban renewal. The study shows that Singapore's resilient urban renewal aims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diversity, 
and redundancy of the urban system, improve the learning ability, cooperation, and wisdom of actors, and clarify rights, 
transparently make decisions,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and promot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ese 
experiences hav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urban renewal and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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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对城市建成区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进行

整治提升的活动，能够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从空间治

理的角度看，城市更新也是空间使用群体集体

决策以达成局部地区新发展愿景的民主过程。

自2021年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并展开

试点以来，学界对于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价

值导向、路径机制、规划实践等[1-6]展开了较多

研讨，而关于城市更新中韧性提升路径的相关

研究仍存在欠缺。首先，哪些更新举措与设计

Urban Renewal Oriented by Resilience Strategy: Singapore's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0 引言

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9.3亿

人，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正同时考验着城市这

一复杂巨系统的物质空间建构与社会机能组

织，构建城市安全韧性愿景是城镇化“下半

程”的重要议题，而城市更新正是存量时代降

低城市脆弱性、增强城市适应能力的重要抓

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城市”。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城市更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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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进韧性，即具体实现途径尚不清晰。其

次，当前城市更新多为问题导向，更多关注眼

下迫切的改善性问题，对于长期的韧性目标愿

景关注不足，表现为对抵御特定灾害的设施更

新较为关注，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考虑较少。

最后，城市更新作为空间治理过程，是当前城

市社会韧性建设的重要窗口。当前研究尚未详

细探讨“城市更新的集体行动过程”与“社

会韧性”的联系途径。因此，需进一步探究如

何将韧性目标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分解落实，明

确可实施的策略方向，在物质空间改善和社群

共同参与中不断增进城市韧性，提高城市适应

变化和不确定风险的综合能力。

城市韧性相比于传统减灾概念，更关注

城市的社会维度及城市应对灾害的非物质条

件，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功能系统、风险管

理等领域。城市韧性可分解为多种具体的韧性

特征，被广泛提及并应用的包括鲁棒性、冗余

性、适应性、灵活性等17种韧性特征[7]。Tyler[8]

提出了“系统”“行动者”“制度”的韧性框架，

应用于不确定性风险的研究。相对于确定性灾

害的减灾策略，不确定风险的韧性研究更关注

城市系统所面对的未来的、不可完全预测的、

大量不确定的冲击和压力及适应性策略[9]。

新加坡强调以适应和演变的韧性战略来

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否则承受的气候风险与

人口结构压力会轻易地激化成更大的问题[10]9。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高密度城市国家，新

加坡在实现独立的50年间从一个拥挤混乱、遍

布贫民窟的城市一跃成为以清洁、安全、宜居

和可持续著称的全球城市[10]7，且进入第一世界

国家行列后仍能不断升级，城市空间持续自我

更新并充满潜力，与当代大部分欧美城市缺乏

增长信心和发展动力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11]3。

新加坡城市高密度下的高宜居性得益于在持

续更新中不断强化城市韧性的发展思路，其通

过城市更新应对潜在风险与压力、增进城市综

合韧性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本文基于韧性视角，梳理新加坡城市更

新具体实践，探究新加坡如何通过城市更新增

进城市韧性，促进国家韧性愿景建设。首先介

绍新加坡城市更新历程和韧性战略，其次分析

新加坡城市更新如何从“系统”“行动者”“制

度”3个维度增进城市韧性，最后构建韧性更

新框架总结其思路与经验，以期为我国通过城

市更新，实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目标

提供具体参考。

1 新加坡城市更新与韧性战略

1.1   新加坡城市更新历程与特点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其城市更新历

程可以分为全面重建、市区改造和城市复兴3个

阶段，其主要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见表1）。

从更新基础上看，新加坡政府拥有大部

分土地，就面积而言，新加坡政府是最主要的

城市开发建设者[11]13，政府组织架构下一体化

的城市规划管理能够发挥较强的引领作用，持

续推动城市更新。同时，新加坡大部分的城市

区域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快速建成的，以迅速

解决居住环境问题，但从更高标准来看，城市

空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多样性不足问题，需进

一步更新提升。

新加坡的城市更新始终与综合的长期规

划和健全有活力的城市治理紧密结合[15]37，其

主要模式从政府主导的大面积再开发走向基

于日常与人文的场所营造。作为一个土地资源

有限、腹地狭小、高国际联通的城市国家，城市

更新既确保了新加坡有足够的土地用于可持

续增长，又为新加坡人提供了方便优质的生活

环境。随着2000年以来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不

确定风险增加，韧性理念成为全球共识，城市

更新正成为新加坡在有限的空间资源里增强

整体韧性、适应变化与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技术工具与空间治理手段。

1.2   新加坡的风险挑战与韧性战略

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CLC）的《韧性新加坡》报告指出，新

加坡当前面临的两大风险挑战为气候变化和人

口结构问题[10]26。气候变化对新加坡是一个生

存威胁。新加坡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城市化景

观、有限自然资源又缺乏腹地的低洼岛屿城

邦，易受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以及气温升高

导致的长期高温压力的影响。为此，新加坡于

2016年制定了气候行动计划，包括《立即采

取行动：建设碳高效型新加坡》[16]和《气候适

应型新加坡：为了可持续的未来》[17]两份关键

文件。

新加坡还有庞大的快速老龄化的人口。

到2030年，新加坡65岁及以上的公民将占总

人口的1/4，劳动年龄公民人口的减少促使新

加坡需保持移民和外国工人均衡流入，以保持

经济活力和增长[15]28。作为一个开放的全球性

枢纽，新加坡必须保持国际化和多元化以继续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历史上的种族骚乱

事件还要求城市建设强调社会凝聚力和包容

性[18]。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庞大的非居民

人口、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以及日益增长的社

会和养老需求——考验着新加坡的社会韧性、

表1 新加坡城市更新历程

Tab.1  Singapore's urban renewal histor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2-14]整理。

城市更新阶段 背景 主要目的

1965年—1980年代
政府主导下的全面重建

国家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集中力量解决基本的住房和环境问题；
克服土地和安置的重大更新障碍

清理贫民窟，遏制城市病害，改善
城市环境；
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将居民重新安
置在公共住房中；
通过征用土地集中资源以满足国
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1980年代—2000年代
私营部门推动市区再开发

国家治理能力渐进增强；
经济崛起，产生新的发展诉求；
对原更新制度体系模式、特征的反思

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
提升市区空间与设施品质；
保护历史特色和文脉

2000年代以来
以人为本的全面复兴与场所

营造

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成熟；
致力于全球城市建设；
数字智能科技发展

增强城市韧性与包容性；
进一步提升城市宜居性；
吸引人才，打造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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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加坡NbS更新的多重效益
Fig.3  Multiple benefits of NbS renewal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空间组织与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此，韧性与可持续性、宜居性一同成

为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核心[19]3。“城市韧性”即

城市系统在应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等干扰

时所展现出的当前和未来时期的适应、恢复和

学习能力[20]。其核心是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

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21]。新

加坡政府认为，发展城市韧性能帮助新加坡在

各种全球不确定性中生存和繁荣。近年来世界

各地农作物减产、气候难民潮、公共卫生灾难

等危机的爆发让新加坡认识到气候变化、全球

经济、安全和资源匮乏等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

依存性，专家们开始应用城市韧性原则应对除

自然灾害之外的更广泛的潜在灾难。

过去政府集中资源建设了应急网络和防灾

基础设施，但鉴于当今威胁的不确定性，新加坡

开始将重点放在“通过智能、灵活、整体和包容

性的措施，促进系统和空间的有机发展。”[22]

综上，新加坡正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在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民族融合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上做出努力，以增强城市空间韧性与社会韧

性，加快实现“韧性新加坡”战略（见图1）。

新加坡面临的以洪水、高温和海平面上升为主

的气候问题，以老龄化为主的人口结构问题，

以及城市建设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下

我国城市建设不可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因此，

新加坡应对风险的更新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2  新加坡韧性战略导向的城市更新

2.1   城市系统层面

城市系统包括城市的有形基础设施、生

态系统、供应网络等，是承载着居民生活、维持

城市功能运转的有机整体，新加坡针对物质空

间环境、雨洪管理及交通子系统、工程与生态

基础设施等展开了一系列更新行动，以增强城

市系统的灵活性、多样性、冗余性和鲁棒性。

（1）聚合资源，综合开发，丰富空间环境

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即在多种条件下能够维持

正常运转，以及对现有资产和结构进行调整、

转换以适应新趋势和新模式的能力[9]18。新加

坡对于水体环境和相应灰色基础设施的更新

广泛采用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NbS）理念。NbS相较传统

灰色基础设施的关键优势之一是产生多种综

合利益的能力（见图2），如新加坡“活跃、美

丽、清洁的水计划”（Active, Beautiful, Clean 

Waters Programme，ABC）通过对现有水

资产和结构进行调整与转换，实现对水体资产

的活化与增值，促进城市发展和水体共生，带

来的收益包括：发展了商业和休闲渔业，改进

了水质，提供了旅游和教育机会，提供了共享

的公共空间，使社区更接近水源，维持和提高

了生物多样性，改进了海岸美学等[23]（见图3）。

气候复原性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结合使得

公共设施在提供气候保护的同时满足公众的

多样化诉求。

为适应老龄化人口结构问题，新加坡开

始推进以社区为核心的适老化更新，将城市

转变成一个有利于老年人独立和舒适生活的

地方[25]。支持就地老龄化的更新举措包括以下

方面：改善无障碍环境；增加社区医院病床数

量；将养老空间与老人设施（如日托、健康护

理）整合到房产开发中，同地安置养老和儿

童保育设施，促进社区友谊与代际和谐；对建

筑环境进行微改造，增加无障碍通道、屋苑的

座位及社区空间；增设方便长者的设施，例如

扶手栏杆和防滑地砖；在社区绿地中增设冥

图1 新加坡两大主要风险与韧性发展策略
Fig.1  Singapore's two key risks and resilience develop-
ment strategies

图2 新加坡NbS框架
Fig.2  Singapore NbS framework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

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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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空间和活动区来支持老年痴呆症患者和中

风后患者等[15]40，[26]。通过这些举措，老年人可

以在他们熟悉的社区一同度过晚年生活，保

持老年人与社区的一体化，增强社会福利空

间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2）扩展雨水管理系统、交通网络的冗余

性。冗余性指在应急情况下可提供备用容量，

以适应激增的压力或需求，或提供多种途径和

多种选择以维持正常服务[9]18。新加坡是世界

唯一大规模进行城市雨水收集的城市，通过对

建筑物加建滞留池、绿化屋顶、加宽排水沟、修

建引水渠、建造中央滞留池等举措创造更多

的径流路径和雨水接收器来引导、收集和储

存雨水，从而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冗余度（见

图4）。新加坡在对公用雨水基础设施升级的

同时，也要求任何大于0.2 hm²的开发项目必

须安装自己的雨水滞留池系统，以减轻城市系

统的负担[27]。协同分散的在地化小规模解决方

案与大规模城市系统更新计划互补，将新加坡

2/3的国土变为集水区，实现全面的雨洪管理。

在交通网络层面，Car-lite计划广泛改善

了公共交通网络和自行车设施，将交通站点与

建筑连接的有顶步行连廊的覆盖范围由200 m

扩大到400 m，建设了更方便的通勤基础设施，

扩大铁路系统，提高线路连通性，增加智能的、

按需点对点的交通选项[29]。同时通过大力发展

多种汽车替代方式，支持碳高效愿景。

（3）增强工程设施与生态设施的鲁棒性。

鲁棒性指能够吸收突发冲击（包括超过设计

阈值的冲击）或缓发应力的累积效应，避免灾

难性失效[9]18。新加坡在城市更新中全面加强

了对海岸侵蚀和洪水的防御，除自然区域外的

海岸线已全部受到海堤和岩石斜坡等坚固结

构的保护，沿海道路的路面高度也得到提高。

为保护通勤人士和铁路运输基础设施，新加坡

陆路运输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在低洼地铁站的入口和开口处安装了可

堆叠的防洪屏障[17]25。为更大限度地发挥生态

环境对气候变化的调节、缓冲作用，新加坡持

续优化绿化环境，推进生境修复，恢复大型湿

地。“公园连接器计划”修建了大量绿道将城市

区域和城镇公园连接起来（见图5）；“2030年

绿色计划”提出到2030年再种植100万棵树，

以发展大自然中的城市[19]3。

2.2   行动者层面

城市的行动者包括城市居民个人、家庭

及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8]313，新加坡致力于在

城市更新这一集体行动中，将个人、家庭、私营

与公共部门这些参与主体凝聚成为城市韧性

的社会资本。

（1）为协作创造机会。新加坡在城市更

新中广泛采用包含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众

的三方模式，建立了物业业主、企业经营者、居

民、社区团体、设计师、建筑师等紧密合作的合

作模式，更新空间从滨海湾、新加坡河、裕廊等

大片区域，到街道、小公园、停车场、高架桥下

消极空间。通过从小做起、试错及在不同地点

和环境下进行定位努力的多次实验，在不同利

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和网络

生态系统[30]4（见图6）。

（2）激活学习能力。新加坡发起了“由设

计重建”（Rebuild by Design）这一更新倡议，

旨在帮助经历过灾害的社区建设韧性，剑桥路

社区是其中建设试点。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

（CLC）通过组织圆桌会议，邀请气候专家开

展讲习班等方式，帮助利益攸关方了解社区面

临的气候挑战、社区脆弱性、社区拥有的资源

及社区韧性的价值，以及如何补充有形基础设

图4 新加坡的雨水管理系统
Fig.4  Stormwater management systems in 
Singapore

图6 更新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模式
Fig.6  Model of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s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图5 新加坡公园连接器计划
Fig.5  Singapore Parks Connector Program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https://

knowledgehub.clc.gov.sg/。
资料来源：Singapore's National Water Agency 

(PUB)官网https://www.pub.gov.sg/。

图7 剑桥路社区更新方案讨论
Fig.7  Cambridge Road Community renewal program discussio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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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加坡参与式更新项目

Tab.2  Singapore participatory renewal proje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7-8。

施（见图7），并为其制定了可供选择的干预措

施工具箱。基于对问题和可用资源的了解，居

民聚焦高温和积水问题，确定了优先更新的关

键区域，完善了社区绿化计划，提出了提高热

舒适度和易于维护等要求[19]44（见图8-图10）。

政府机构负责帮助居民了解自身问题与资源，

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和可供选择的更新措施，激

活社区自身的学习能力。

（3）培养集体智慧。社会资本和凝聚力

在处理潜在危机方面被认为是有效的，应当加

以扶植，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利用。新加坡

长期以来注重发挥建筑环境对于支持和增值

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19]6，[31]，如公共住房的种

族融合政策。新加坡多个部门以“水体[23]、公

园、街道、社区苗圃[32]、社区游乐场[19]56”等与

居民密切相关的生活空间为更新对象，发起了

多项城市更新倡议（见表2）。这些倡议以小尺

度、微更新的模式吸引社区居民、学生等群体

广泛参与环境建设进程，以培养更大的主人翁

意识。基于此，新加坡城市更新的公众参与已

经从单纯的协商走向更深层次的参与过程，通

项目 牵头机构 开展形式 成效

“ABC”水域计划
（2006年至今） 国家水务局（PUB）

与基层领导举行咨询会议，向其介绍该计划并争取他们对项目
的认可；通过展览向公众宣传其潜力和影响；开展外联方案；对
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新加坡许多水域实现了“活跃、美丽、清
洁”的目标；蓝绿空间在城市发展中高
度融合

邻里更新计划
（2007年至今） 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 通过对话会议、展览和调查进行公众咨询；反馈意见被纳入设计

方案；项目须获得75%业主的支持方可进行
市议会提供公共设施，在与社区协商后
开展更新

铁路走廊
（2011年至今）

国家公园局（NParks）、
市区重建局（URA）

了解各界人士对铁路走廊的期望，举办创意比赛、征求建议书、
巡回展览、学生和社区工作坊，以及设立专门的网站让公众提供
意见和反馈。
建立铁路走廊伙伴关系，由来自公益团体的成员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者组成的咨询小组主导更新项目规划；同时成立“铁路走廊
之友”社区小组，共同规划未来发展，并培养对铁路走廊的管理
能力，使之成为共享的社区空间

提炼了作为社区空间的铁路走廊的共
同愿景，并制定了一套规划和设计目
标，以指导其发展

重新想象Tampines
——地方规划试点
（2014—2017年）

宜居城市中心（CLC）、住房与
发展委员会（HDB）、陆路运输
管理局（LTA）、人民协会（PA）、
市区重建局（URA）

采用循证方法改善Tampines镇，将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通过
多利益相关者研讨会、专业从业人员的参与以及新加坡国立大
学学生对地面观测的支持，建立协作讨论平台；通过社区研讨会
和小型互动展台等方式进行互动

提出Tampines宜居性蓝图，阐明了
Tampines更宜居和可持续的愿景

Build-A-Playground
（2017年至今） 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

通过在社区中新建游乐场，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个游乐场是
在征求当地居民和学生意见后建造的；该过程涉及一系列参与
活动，如设计研讨会、路演和调查

2018年成功地与社区合作设计并建造
了游乐场，此后HDB将这项计划扩大到
其他城镇的游乐场

“活泼的场所”计划
（2016年至今）

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
市区重建局（URA）

支持社区主导的激活新加坡公共空间的努力；参与者在公共空
间和街道组织活动，将社区融合在一起，或创建设施，将社区/社
会身份注入公共空间

截至2022年2月底，该规划已支付/承
诺约80万美元，支持186个社区项目，
受益9.26万利益相关者

开花社区
（2005年至今） 国家公园局（NParks）

全国性的园艺运动，将多个社区聚集在一起，鼓励家庭一起参与
创造美丽的花园，为新加坡成为自然之城做出贡献；为热心的园
艺爱好者提供支持和建议，帮助他们建设和维护社区花园

超过1 700个社区花园和大约40 000名
园艺爱好者参与这个倡议

公园之友
（2016年至今） 国家公园局（NParks） 由利益相关者和志愿者促进管理和负责任地使用新加坡的公园 成立了11个公园之友团体

图8 剑桥路社区更新前状况
Fig.8  Cambridge Road Neighborhood pre-renewal 
status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

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图9 剑桥路社区居民的更新诉求
Fig.9  Cambridge Road Community residents' plea for 
renewal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

网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图10 剑桥路社区最终确定的分时序更新项目
Fig.10  Cambridge Road Neighborhood finalized 
time-series renewal project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

官网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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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广泛扶持社区行动、规划、建设和运营基础

设施，鼓励社区自我决策，不仅支持了社区抗

灾议程，还加强了社区内部和社会内不同社区

间社会资本的联系与沟通，从而实现更强大的

社会智慧性。

2.3   制度层面

制度指设计和管理系统的标准，以及调节

行动者和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社会规则[8]315。

制度决定了城市系统和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

以应对风险挑战。新加坡韧性更新顶层设计围

绕“愿景—赋权—实行”这一思路制定了相

应准则（见图11），为全面的城市韧性建设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1）明晰权利，透明决策。对于会带来经

济利益的更新项目，新加坡制定了详细透明

的更新规则，明确各方责任与收益，以确保利

益相关者之间更公平地做出贡献。HDB的商

业改善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BID）计划由私营部门主导，主导企业既负责

增强商业片区活力，也负责改善该区域的安

全、可达性与管理。BID计划对资金筹措做出

了明确规定：政府向当地居民、商户及房东收

取不同程度的种子基金提供给BID片区，以启

动利益相关者主导的场所管理计划。且主导企

业必须制定详细的商业计划，充分挖掘当地潜

力与价值，并获得各自辖区界定边界内至少

51%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继续推进更新[33]。

（2）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对于需要特定

专业知识的更新项目，各个发起机构负责为

利益相关者们提供服务，帮助居民与政府机

构沟通，以弥补知识和信息差距。例如BID计

划中，主导企业负责开展场所管理工作，帮助

当地居民熟悉该更新项目的场所管理流程，

如组建协会、制定实际和公平的政策和框架

以指导工作、有效地计算成本、执行活动和事

件等。NParks为社区绿化拥护者组织讲习班，

教授维护绿化的知识，以设计工具包和每周

协商的形式提供额外支持，解决植物选择和

场地限制的问题。这些方式帮助居民培养目

标意识，并让居民理解他们在更大的国家气

候行动计划中的角色。

（3）促进创新应用。新加坡广泛采用“实

验室”模式反复模拟与检验包括他国更新经

验、使用者反馈意见在内的多种更新可能。检验

合理的更新举措继续执行并推广，不合理的进

行重新评估或再实验，形成一个动态的、持续的

实验和研发过程[11]3。HDB构建的智能城镇框

架在现有住房中广泛植入传感器、数据中心等

数字基础设施，使城市成为创新技术的实验室。

新加坡开发的数字孪生城市模型已成为城市更

新的重要决策支持工具[34]，它集成了政府机构

提供的基础设施详细数据、互联网信息以及物

联网设备与传感器采集的实时动态数据，规划

人员可通过虚拟实验、高保真建模与模拟聚焦

存在不足的区域，或对方案的可行性、更新项目

的效益与影响进行评估，如模拟太阳能电板、绿

色屋顶、最短步行和无障碍路线优化、自行车网

络扩展等环境可持续绿色设施的潜力和影响。

社区也可以利用该模型集体决定改善邻里环境

的更新方案，包括选择建筑物的颜色、确定社区

设施的潜在位置等[35]（见图12）。

综上，笔者认为，新加坡的城市更新体现

了韧性建设的思路与特征：增进有形基础设

施、生态系统等城市系统的灵活性、多样性、冗

余性；提升个人、家庭、公共与私营部门等行动

者的学习能力、协作性、智慧性；促进制度体系

的权力明确、决策透明、信息沟通和创新应用。

新加坡的城市更新巩固了城市应对灾害的物

质与非物质基础，从多个维度促进城市综合韧

性的提升（见图13，表3）。

3  经验与启示

3.1    强化更新规划的风险分析与韧性战略

目标构建

新加坡的韧性战略与较强的风险危机意

图11 新加坡韧性更新的制度设计
Fig.11  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resilience renewal in 
Singapore

图12 作为更新决策支持的数字孪生城市模型
Fig.12  Digital twin city model as a renewal decision support

资料来源：Singapore 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 (CLC)官网https://knowledgehub.clc.gov.s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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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更新的全过程，

国家韧性战略目标能在多部门的更新倡议中

分解落实，锚定远期蓝图的基础。当前我国需

丰富城市更新工作中风险问题分析内容和技

术准则，使区域性风险问题在内部微更新过程

中得到考虑与回应。而随着不确定风险增强，

城市更新除解决眼下迫切的物质性改善问题

之外，也应有一定前瞻性思考，帮助居民认知

潜在风险，构想社区的安全韧性愿景并提供可

能的改善途径，鼓励居民自发建设与维护，在

推进系统更新中带动行动者和制度的更新，使

韧性更新成为一个可持续过程。

3.2    整合现有资源，加强关键局部，促进系

统提升

我国城市更新宜进一步探索跨部门的资

源设施与服务的整合路径，将气候性基础设

施、养老福利设施整合进社区存量公共空间，

促进优质公共资源与社区的一体化开发，带

来空间环境灵活性与多样性的整体提升。而

面对愈发高频的突发冲击，应在城市更新中

对灰色基础设施密度、关键网络与重要服务

节点进行扩容与加固，循序渐进地提升子系

统容量与质量，为突发冲击提供缓冲的空间，

并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强化日常监管；对于生

态设施，应注重格局优化和服务能力的恢复

与提升。丰富多样性、增加冗余性、提升鲁棒

性“三管齐下”，能够提升城市吸收缓冲突发

冲击的能力，避免灾难性失效，促进快速调整

恢复，保障正常运转，从而全面提升城市系统

韧性。

3.3    挖掘社会资本，支持集体行动，培育自

主性

新加坡认为社区和人民是城市韧性的核

心，而当解决方案的实施也建立在众多合作伙

伴的基础上时，韧性因此更有可能成为结果。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方案的拟定仍以专业规划

设计师为主，而将居民转化为“人民城市的建

设者”需要为协作创造机会，激活学习能力，

培养集体智慧。依据新加坡的更新脉络，可以

预见未来城市更新将会走向普遍性的、聚焦日

常生活的场所营建与场所管理，这一过程需要

以清晰透明的参与规则为基础，连结社会资本

与利益相关者，缔结合作网络，也需要专业机

构帮助居民了解问题与资源、自主选择项目和

分配资金。城市更新中得到共同愿景的决策过

程正是韧性建设的基石。

4 结语

不确定性风险同时考验着城市这一复杂

巨系统的物质空间建构与社会机能组织，在新

的形势和挑战下，将韧性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可

以提升城市适应性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新加

韧性特征 特征定义

灵活性和多样性 在各种条件下维持运转的能力，以及对现有资产和结构进行调整、转换以适应新趋势
和新模式的能力

冗余性
在应急情况下可提供备用容量，以适应激增的压力或需求；
提供多种途径和多种选择以维持正常服务；
由相似部件组交互组件，如果有一个或多个故障时可以替换

鲁棒性（抗扰性） 能够吸收突发冲击（包括超过设计阈值的冲击）或缓发应力的累积效应，避免灾难性
失效

响应能力 识别问题、预见、计划、组织及改组的能力，以及在破坏性事件后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
智慧性 调动各种资产和资源来展开行动

学习能力 从过去的经验中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促进创新、提升绩效，避免重复失败

协作性 有效协调不同部门和组织之间的筹备和恢复行动的管理能力，促进广泛的利益相关
者积极参与决策

明确权利 明确使用城市资源、享受城市系统服务的群体及其权利

透明决策 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系统管理有关的决策进程应遵循善政原则：透明度、问责制和反应
能力，确保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

有效沟通 家庭、企业、社区组织和其他决策机构应能随时获得可信和有意义的信息，以便能够
对风险和脆弱性做出判断，并采取适应行动

促进创新应用 使产生知识、交流知识、应用知识的机构参与韧性建设

表3 韧性特征具体内涵

Tab.3  Characterization and definition in the urban resilience framework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9]。

图13 基于“系统—行动者—制度”的韧性更新

思路
Fig.13  The "systems-actors-institutions" resilie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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