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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协会《水智慧城市导则》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王 晓 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摘要：介绍了国际水协会发布的《水智慧城市导则》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在对该导则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水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对策，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城市涉水系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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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水协会（ＩＷＡ）于２０１６年在布里 斯班世界

水大会上发布了《水智慧城市导则》［１］。将近５年过

去 了，围 绕 着 所 谓 “水 智 慧 城 市”（Ｗａｔｅｒ　Ｗｉ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的主题，国际上展开了很多的相关研讨，笔者

也在多个场合对这部导则进行过介绍，最近主编出

版了相关论著［２］。回顾几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和

实践，重温 水 智 慧 城 市 导 则 的 内 容，感 到 还 尚 未 过

时，为此借《给水排水》杂志的平台，谈一点个人的认

识，与关注该主题的业界同仁们进行交流。

１　水智慧城市导则框架和主要内容

水智慧城 市 导 则 包 括 五 大 基 石 和 四 个 行 动 层

次，其相关要点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国际水协会《水智慧城市导则》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１　水智慧城市的五大基石

该导则提出的水智慧城市的五大基石为：视野、
治理、知识与能力、规划方法和实施方法。

１



第４７卷 第７期２０２１年 给水排水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４７Ｎｏ．７　２０２１

这里说的视野，是指全社会共同的视野，包括水

智慧城市建设的共同驱动力，共同的先决条件，尤其

是对促使城市涉水设施具有应对条件变化之“弹性

力”的共同认识；治理，则是指水智慧城市建设和管

理的制度框架和激励性政策体系；知识与能力，包括

支撑水智慧城市的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更强调适应

新需求的知识和能力扩展及创新；规划方法，涵盖与

水智慧城市统一规划相关的资产管理、整体策划、决
策支持等系统性方法体系；实施方法，强调的是基础

性方法体系，包括规范和规章制度、投融资、综合服

务等，且特别注重针对水智慧城市的方法创新。
之所以把上述五点称之为五大基石，是 因 为 水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基于一种全新的视野，
需要建立在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的基础之上，有赖

于知识与能力创新，科学的规划和实施方法的创新，
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支撑体系。

１．２　水智慧城市的四个行动层次

该导则提出的水智慧城市的四个行 动 层 次 是：
有再生力的 水 服 务，水 敏 城 市 设 计，流 域 相 连 的 城

市，和水智慧联盟。
城市涉水设施的功能是提供与水相关的各类服

务，包括供 水 服 务、卫 生 服 务 和 环 境 服 务 这 三 大 范

畴。在水智慧城市的层面，对水服务的要求不仅 仅

在于服务质量，且强调了具有“再生力”。这首先要

体现在水资 源 再 生 利 用 方 面，即“３Ｒ”的 原 则，包 括

水环境补水（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用水减量（Ｒｅｄｕｃｅ）和水资

源重复利 用（Ｒｅｕｓｅ）；另 一 方 面 强 调 城 市 中 水 服 务

与其他服务 相 结 合 的 系 统 方 法；还 强 调“模 块 化 服

务”的推进，这与近年来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倡导的

“规范化”和“可复制”的原则密切相关。
水敏城市或水敏感城市是近年来城 市 规 划，尤

其是城市涉水系统规划中提出的新理念，主要包含

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提供有再生力的服务为目

标的城 市 整 体 设 计（涉 水 基 础 设 施 设 计 是 重 要 环

节）；二是增大城市空间容量，尤其是有助于降低洪

涝灾害的蓄水容积；三是增加可见水（如河、湖、池等

地表水体）以改善城市水环境景观功效，从而提升宜

居性；四是在城市建设中推进环保材料的使用，从而

减少水污染。
城市总是位于某一流域，甚至与多个 流 域 相 关

联，因此流域管理对于水智慧城市建设也极其重要。
对城市而言，关联流域的作用一是提供可靠的水资

源，尤其是 旱 季 的 供 水 保 障；二 是 作 为 水 环 境 缓 冲

带，为水质保护提供有利条件；三是以其充足的环境

容量，提升城市应对极端事件，尤其是抵御洪涝灾害

的综合能力。
水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推

进上述行动的人，必须建立称之为“水智慧联盟”的

伙伴关系，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向着共同目标

努力。作为惠及整个城市的事业，需要自下而 上 各

个层面的行动：首先是市民的广泛参与，进而是各类

专业团队作用的发挥，而这些行动都需要决策者的

科学决策，更需要各级政府的领导作用。

２　基于水智慧城市导则的对策分析

水智慧城市的概念是针对当今城市建设和发展

难以摆脱的问题提出来的，例如高度城市化地区日

益凸显的资源型缺水或水质型缺水，几乎所有城市

不同程度面临的水质污染，发展中的城市频繁遭遇

的局部内涝，城市生态恶化及生活环境与人们的需

求极不协调的问题等。究其原因，业界已经达 成 的

一个共识是：以工业革命为契机形成的城市涉水系

统构建方式已不再适合当今的需求。现代化技术体

系雏形快速形成的２０世纪初，全球人口不到２０亿，
且城市化率还低于２０％，对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资源

需求量远小于自然资源承载力，因此，以满足城市需

求为前提的充足资源供给成为系统设计的前提；然

而，当 今 全 球 人 口 已 接 近８０亿，城 市 化 率 已 达 到

５６％，无论从资源还是环境的角度，都是需求远大于

自然承载力。在这种情况下，亟待进行城市规 划 与

设计范式的转换。
如图２所示，对水智慧城市导则中 倡 导 的 行 动

进行分析归纳，可得到５个层面的１３项对策。这些

对策的全面采纳，将有助于在系统、资源安全、控污、
宜居城市、人力保障方面对水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

有力支撑。

３　城市涉水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着城市涉水系统建设，许多国家都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主要问题，开展多方面的

研究和实 践 探 索。北 美 国 家 倡 导 了“低 影 响 开 发”
（ＬＩＤ）技术［３］，其 核 心 是 基 于 绿 色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雨

２



第４７卷 第７期２０２１年 给水排水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４７Ｎｏ．７　２０２１

图２　基于水智慧城市导则的对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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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Ｗ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水径流管理，强调自然现状的最大限度维持，通过渗

流、过滤、存储等一系列小型工程措施，力图实现项

目开发对流域水文状况影响的最小化。包括英国在

内的欧洲，类似的技术实践则称之为“可持续排水系

统”（ＳｕＤＳ）［４］，其 核 心 是 城 市 排 水 系 统 与 绿 色 基 础

设施相结合。澳洲近年来倡导的是“水敏城市设计”
（ＷＳＵＤ）［５］，特点是将包括雨水、地下水和污水管理

以及供水在 内 的 城 市 水 循 环 过 程 整 合 到 城 市 设 计

中，最大程 度 地 减 少 环 境 恶 化 并 改 善 城 市 宜 居 性。
在上述三种代表性技术模式中，ＬＩＤ主 要 针 对 项 目

开发，ＳｕＤＳ偏重于城市排水系统，ＷＳＵＤ则关注了

城市涉水系统的整体设计。
在汲取国外经验，并注重我国快速城市化发 展

需求的 基 础 上 提 出 的“海 绵 城 市”理 念，更 强 调 的

是城市层级的整 体 规 划 和 建 设 目 标。海 绵 城 市 建

设技术 被 概 括 为“渗、滞、蓄、净、用、排”等 六 大 措

施，旨 在 实 现 城 市 防 洪 防 涝 并 兼 具 生 态 环 保 功

能［６］。可以 说，我 国 由 政 府 倡 导 的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方针和技 术 模 式，在 国 际 上 是 对 该 领 域 发 展 的 一

个里程碑。
笔者从２００９年 起 参 与ＩＷＡ“未 来 城 市 研 究 计

划”（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工作，２０１６年

ＩＷＡ水智慧城 市 导 则 的 发 布 就 是 基 于 该 研 究 计 划

的成果，综合了包括海绵城市在内的各国的发展经

验，并归纳为“水智慧城市”这样一种新的系统理念。
虽然结合对水智慧城市导则的诠释，ＩＷＡ网站上也

提供了一些典型城市的案例［７］，但总体上来说，全球

范围内对面向未来的城市涉水系统的研究还主要在

方向性的层面，技术性策略和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
其原因一是在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

在于问题研究的主导方和需求方的不一致性。下面

拟结合这两点谈谈对城市涉水系统未来发展趋势的

认识。

３．１　系统化和集成化趋势

　　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当今城市

涉水系统面临的困境而言，最重要的根源是，人类从

一个多世纪以前起就忽视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用起始于欧美的集中式给水排水系统这样的

单一模式作为城市涉水系统的主导模式。以给水排

水设施为核心的城市涉水系统规划往往没有顾及城

市关联流域的水环境承载力和水文学特征，这是酿

成很多城市目前困境的根源所在。其次，城市 涉 水

系统通常受城市总体规划的制约，也受城市其他基

础设施体系的制约，这也造成涉水设施的科学合理

规划和建设面临种种困难。在我国，近年来政 府 和

科技界不断 提 出 将“以 水 定 城”作 为 城 市 发 展 的 原

则，这不仅是针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

城市所在区域的水环境承载力的制约性。因此，突出

水在城市中的极端重要性，关注城市总体规划的系统

性，将城市涉水系统置于城市各类基础设施集成化建

设的总体框架之中，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３．２　技术多元化发展趋势

　　至少在城市建设领域，迄今技术研究的主导力

量还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急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往往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传统的给

水排水专业逐渐扩展到水环境领域，又开始关注相

关的城市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形成了一种看法，就是

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具有的发展先机主要来自对包

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权，这种资源占有权也

决定了他们当时的经济实力。因此，在城市建 设 过

程中，他们几乎没有遭受资源限制和经济约束，从而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具有一定的超前量。在

城市涉水系统方面，欧美特大城市一个世纪前建设

的庞大地下排水设施就是典型的例子。实际 上，不

论北美的ＬＩＤ，欧 洲 的ＳｕＤＳ，还 是 澳 洲 的 ＷＳＵＤ，
虽然在说法上都可以上升到水智慧城市的层面，但

实际上都是对原有系统的提升或局部补充。由于这

３



第４７卷 第７期２０２１年 给水排水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４７Ｎｏ．７　２０２１

个原因，笔者一直认为，我国倡导的海绵城市建设，

不是国外技术的移植或属地化，而是全方位的理论

和技术创新，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与发达

国家面临的问 题 不 在 一 个 层 面 上。我 们 应 当 认 识

到，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一个时期经济和技

术条件受限，不少城市在涉水设施建设上“欠账”较

多。某些局部问 题 借 鉴 发 达 国 家 经 验 可 以 得 到 解

决，但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个别城市“逢雨必涝”的

问题），则需要通过传统技术（硬件设施导向）与新技

术（自然生态导向）的有机结合来解决。在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的指导下，我们要力图建立符合我国国情

和发展需求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多元化技术体系，准

确评价各类技术的适用性及其功效，针对不同的需

求，找到技术优化组合与集成的科学途径。这将 是

我国科技界对水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贡献所在，也

是国际同行一直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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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发文：农村供水、污水、垃圾分类给出指导意见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国 家 乡 村 振

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农村供水、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等 环 境 问 题 给 出 指 导

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 推 进 供 水 入 农 房。提 高 农 村 供 水 安

全保障能力，实现供 水 入 农 房。因 地 制 宜 改 善 供 水 条 件，

有条件的地方可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入城镇供水体系。

强 调 因 地 制 宜 推 进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乡 村 宜 采

用 小 型 化、生 态 化、分 散 化 的 污 水 处 理 模 式 和 处 理 工

　　　　艺，合 理 确 定 排 放 标 准，推 动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就 近 就 地 资

源 化 利 用。根 据 村 庄 规 模 和 聚 集 程 度 等，因 地 制 宜 选

择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方 式。合 理 组 织 村 庄 雨 水 排 放 形 式 和

排 放 路 径。

倡导农村生活垃圾 分 类 处 理。传 承 乡 村" 无 废" 的 生

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完 善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以

生活垃圾分类为抓手，优 化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方 法，推 动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变废为宝。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

位建设一批区域农 村 有 机 废 弃 物 综 合 处 置 利 用 中 心。确

保村村有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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