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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气候适应

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7]3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切实提高城市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根据《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和《国家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各地组织推荐

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现就开展气候

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目的意义 

  城市人口密度大、经济集中度高，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我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整体脆弱，又处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城市能源、交通、通信等

基础设施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积极适应气候变化，

事关城市可持续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事关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 

  目前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尚未纳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重要议

事日程，存在认识不足、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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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亟待加强。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开展了

海绵城市、生态城市等相关工作，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积累了一

些有益经验，但我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总体上还处在起步探

索阶段，亟需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开展政策引导，鼓励探

索创新。 

  综合考虑气候类型、地域特征、发展阶段和工作基础，选择

一批典型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针对城市适应气

候变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分类指导，统筹推进，积极探索符合各

地实际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建设管理模式，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为我国全面推进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提供经验，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试点名单 

  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经专家论证，同意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辽宁省大连市、辽宁省朝阳市、浙江省丽水市、安徽省

合肥市、安徽省淮北市、江西省九江市、山东省济南市、河南省

安阳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十堰市、湖南省常德市、湖南省

岳阳市、广西自治区百色市、海南省海口市、重庆市壁山区、重

庆市潼南区、四川省广元市、贵州省六盘水市、贵州省毕节市（赫

章县）、陕西省商洛市、陕西省西咸新区、甘肃省白银市、甘肃

省庆阳市（西峰区）、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新疆自治区库尔

勒市、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拜城县）、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市

等 28个地区作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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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目标 

  以全面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核心，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适应，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完善政策体系，创新管理

体制，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完善

相关规划建设标准，到 2020 年，试点地区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设

施得到加强，适应能力显著提高，公众意识显著增强，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典型范例城市，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

的试点经验。 

  四、主要任务 

  （一）强化城市适应理念。统筹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和适应

气候变化工作，创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理念，科学分析气候变化

主要问题及影响，加强城乡建设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将适应气候

变化纳入城市发展目标体系，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

素，修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标准，健全城市适应气候变

化管理体系。 

  （二）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加强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监测预

警平台建设和基础信息收集，开展关键部门和领域气候变化风险

分析。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大数据应用，健全应急联动和社会响应

体系，实现各类极端气候事件预测预警信息的共享共用和有效传

递。加强城市公众预警防护系统建设。 

  （三）开展重点适应行动。出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优化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布局，针对强降水、高温、干旱、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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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雾霾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修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设计和

建设标准。积极应对热岛效应和城市内涝，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

绿色建筑，实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加快装配式建筑

的产业化推广。增强城市绿地、森林、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在

涵养水源、调节气温、保持水土等方面的功能。保留并逐步修复

城市河网水系，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防洪排

涝体系。加强气候灾害管理，提升城市应急保障服务能力。健全

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适应气候变化管理体

系。 

  （四）创建政策试验基地。加大对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政

策支持力度，积极协助试点地区申报适应气候变化相关项目，鼓

励试点地区出台有针对性的适应气候变化财税、金融、投资等扶

持政策，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工程。开展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

创新。鼓励应用 PPP等模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城市适应气

候变化项目。使试点地区成为安全发展、节水节材、防灾减灾、

生态建设等有关政策集成应用和综合示范平台。 

  （五）打造国际合作平台。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国际交流

合作，鼓励试点地区与有关国际机构和国外先进城市加强经验交

流和务实合作，优先支持试点地区参加国际合作项目和国际交流

活动，把试点地区打造成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示范窗口。 

  五、组织实施 

  （一）各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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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在资金、项目上予以

倾斜。组织现场调研，跟踪试点进展，开展效果评估，加强督促

检查，积极鼓励企业、民间组织和群众团体参与试点工作，确保

试点工作取得成果。 

  （二）试点地区要成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

长，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试点建设总体统筹推进。试点地区要根据专家论证意见，

进一步核实基础数据，修改试点方案，完善试点工作总体思路、

建设目标、指标体系、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明确任务分工，落

实工作责任，确保实现各项试点任务。修改完善后的试点方案，

由省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 4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三）试点地区要在每年 12月底前提交试点工作进展报告，

经省级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委）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应对气候变化司）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国家将根据试点工作进展，定期开展经验交流，树立先进典型，

组织人员培训和国际合作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为试点工作有序

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7年 2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