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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ity-Risk Mutual System in
Epidemics
ZHANG Weitao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urban resilience in face of major epidemic risks, the

issue of urban hazards that include epidemic spread, urban attribute, and spatial

planning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Starting from the "mirror image" between the

mechanism of epidemic spread and basic urban attributes, the Urban Risk Inter-

Constructed System (UR-S) i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As the UR-S shows multi-

heterogeneity, providing an effectively guid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comes

highly challenging. Based on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C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CAS is constructed. It is used to reveal the scientific

law of cyclic operation of a sustainable system. Meanwhile, through spatial mapping

of the UR-CAS's operation, a spatial evaluation system is formed to predict and

evaluate urban adaptability to epidemic risks. It also provides methods and basis for

urban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The study helps broaden the horizon of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epidemics and urban spaces. It also elevat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CA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and urban hazards

and promotes spatial planning toward greater urban resilience.

Keywords: urban risk inter-constructed system; epidemic risk adaptability;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spatial evaluation system; resilient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城市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出了严峻

的考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属于呼吸道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和

接触传播的人类传染性疾病①，人在其中既是致灾体又是承灾者，而城市以其承载人口

聚集和流动的基本属性，成为孕育和传播疫情风险的温床。所以，疫情之下城市系统和

风险系统之间呈现出“镜像”互构关系，构成“城市-风险互构系统（Urban Risk Inter-
Constructed System，UR-S）”。城市系统中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的多元异构特征，

通过与风险系统的互构关系，传导至整个UR-S中，对系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回

应这一挑战，揭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UR-S的功能结构和运行演进，可以为提高城

市重大疫情响应能力提供科学解释和理论指导，同时支持空间规划和治理，使城市空间

有能力承载、服务并引导UR-S的可持续运行。基于此，在疫情传播、城市属性和空间

规划之间交叉探索“城市-风险互构”问题是本研究的出发点，该研究视角也将成为当

前城市疫情研究的重点和必然。

21世纪以来，国内外城市-疫情风险研究经历了2003年SARS、2009年H1N1等全

球重大疫情的阶段性进展，在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获得了再一次广泛关注和推动。

提 要 在疫情传播、城市属性和空间

规划之间交叉探索“城市-风险互构”

问题，有助于提升城市重大疫情风险适

应能力。首先，从疫情传播机制和城市

基本属性的“镜像”出发，初步构建

“城市-风险互构系统（Urban Risk Inter-
Constructed System，UR-S） ”，并论证

其多元异构特征，提出在多元异构条件

下有效引导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挑

战；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构建“具有适

应功能的城市-风险互构系统 （UR-
CAS） ”理论体系，揭示系统在多元异

构条件下循环运行与更迭演进的科学规

律，为引导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

导；通过对UR-CAS运行演进过程的空

间映射，设计空间测评体系，预测和评

价城市疫情风险适应能力，为疫情风险

适应导向下的城市空间规划和治理决策

提供方法和依据。将分别贡献出拓宽

“疫情—城市—空间”交叉研究的视角价

值、应用复杂适应系统探索城市与疫情

风险关系的理论价值、服务以疫情风险

适应为目标的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专项规

划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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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于城市活动和城市空间两个方向

的疫情风险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具体

而言：①城市活动视角下的疫情研究主

要集中在对人群流动[1-3]、人群聚集[4-5]、
医疗干预[6-8]、非医疗（技术或政策）干

预[9-11]的量化分析、影响预测和引导优

化；②面向城市空间的疫情研究总体包

括分析疫情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12-13]、
建立以空间为主要指标的疫情风险评价

模型[14-15]、提出以空间为主要措施的疫

情风险防控策略[16-17]等方面。但是，这

些研究在视角交叉扩展上仍有很大潜力，

并且缺少对研究的理论基础的关注，限

制了对城市-疫情风险作用背后的系统内

涵的探索，也造成了空间规划技术和实

践一定程度上的扁平化和碎片化。

本文引用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 [18]，基于宽广的

社会生态学科群视角和深刻的复杂系统

方法论变革，在初步构建“城市-风险互

构系统（UR-S）”基础上，创新性提出

“具有适应功能的城市-风险互构系统

（Urban Risk Inter-Constructe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UR-CAS）”的科学理

论体系和空间测评体系，依次揭示该系

统在多元异构条件下可持续运行与演进

的科学规律与空间映射，为提升城市重

大疫情风险适应能力并在国土空间规划

工作中植入和落实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支持。

1 城市系统和风险系统的“镜像”

互构

1.1 疫情传播和城市属性间的镜像

疫情传播机制指传染病病毒的传播

途径，在空间视角下主要分为“外源输

入”和“内源扩散”。城市基本属性指包

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和

“聚集”。人口向城市某一地区的流动和

聚集是病毒输入该地区并在该地区扩散

的动因，病毒的输入和扩散是人口流动

和聚集的“镜像”。

疫情的“外源输入”和“内源扩

散”：疫情的“外源输入型”传播指外地

感染带入本地发病，“内源扩散型”传播

指本地病毒或本地感染。以 COVID-19
为例，2020年初对我国当时第四大疫情

发生区浙江省有效病历样本的统计[13]发

现，46%为“湖北、武汉等外省市输入

性传染”，50%为省内“与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或有流行病学关联”，其他暂不明确

的不足4%。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存在原

发病毒的地区，疫情传播会先以外源输

入为主，再逐步转向内源扩散为主，然

后波动地走向消散。在近年来历次全球

大流行疫情中，各国各地都对这两种传

播路径展开了跟踪调查，这对于揭示传

染病空间扩散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市的“流动”和“聚集”：新马克

思主义城市理论将城市定义为劳动再生

产的场所[19]，城市为追求规模红利、实

现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进程，呈现出

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流动”两种基

本属性。传统生产要素除了人口之外，

还包括土地、资本等实体要素，新型生

产要素包括技术、信息、教育等任何可

以产生价值的非实体要素[20]。人作为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城市主体，会调配和利

用其他实体和非实体要素参与城市活动，

可见人口和其他要素的流动与聚集是相

伴发生的。所以，疫情之下城市人口的

流动和聚集不仅影响了病毒的输入和扩

散，更是通过利用其他要素展开对病毒

影响的回应，带来具有更广泛内涵的综

合性疫情风险的传播。

1.2 城市-风险互构系统的初步构建

疫情传播和城市属性间的“镜像”

决定了城市系统和风险系统二者具有

“互构”关系。从系统论视角初步构建

“城市-风险互构系统（UR-S）”，该系

统由同样具有城市-风险互构属性的主体

和环境构成。

“人”和“风险主体”互构：人是城

市系统的主体，同时具有生物性与社会

性[21]。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人还利用

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和生活实践，其

思维和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一切社

会关系的支持和约束。在UR-S中，人以

其生物性和社会性镜像成为综合了致灾

性、暴露性和敏感性的疫情风险主体：

人的生物性使之成为病毒的宿主和载体，

具有了导致他人感染的致灾性风险，以

及受到他人感染的暴露性风险；而人的

社会性使之能够对病毒影响做出消极或

积极响应，形成敏感性风险。

“街区”和“风险环境”互构：环境

是由主体聚集形成的，在空间视角下，

特定尺度的街区可以视为城市系统的环

境。街区将人口聚集到一定的空间范围

内，具有了组织、服务、交通等超越个体

的生产要素积累。在UR-S中，街区镜像成

为风险环境，由于人口的规模化集中和

生产要素的积累，形成了更宏观的综合

性疫情风险：若街区中人口规模大，群

体暴露性风险就大；人口的社会经济条件

差，群体敏感性风险增加。除此之外，

因为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具有了分工

协作，会展开党政社群组织、医疗卫生隔

离、物资储备供应等疫情防控活动，这

些行动能力是否充分，直接关系着街区

中人口对疫情影响是否能够做出群体性

积极响应，同样决定了敏感性风险的高

低变化。

1.3 城市-风险互构系统的复杂特征

城市系统中的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具

有复杂的多元异构特征，可以总结为多

样性和非线性，通过与风险的镜像关系

传导至整个UR-S中，如图1所示。

UR-S的多样性：对人的个体而言，

主要关注个体将病毒带入环境的致灾性。

病毒的属性和人的体质的多样性决定了

人口个体携带致灾性风险能力不同，人

口流入环境的规模和频率也会左右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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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UR-S的构成逻辑
Fig.1 Constitution of 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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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病毒带入的机会。对群体而言，重点

关注群体在环境中受到致灾性影响的可

能。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多样性决

定了暴露性风险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

人口年龄体质、经济能力、教育水平、

卫生意识等条件的差异都会影响敏感性

风险的高低。同时，民众、应急组织部

门、医疗卫生部门、物资部门、交通部

门及其他单位和社会团体在面对疫情风

险时的行动目标和内容不同。在某一街

区中，当不同群体之间通过不同方式和

规模的聚集与流动展开分工合作时，疫

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及其反映出的群体

敏感性又将出现多样性的增殖。

UR-S的非线性：城市中人口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源自城市要素的流动，

这种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并且镜像到了

致灾性、暴露性和敏感性风险程度的空

间分异上。与此同时，这种空间分异还

存在非线性的动态变化。一方面，病毒

最初的出现主要来自自然界的生物进化

或突变，所以人作为宿主何时何地开始

携带致灾性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另

一方面，当城市化从追求经济效率逐步

转向追求人本价值时，围绕公共服务的

城市质量改善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为打

破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制约更大规

模聚集的制度壁垒提供了可能[22]。基于

此，地理相邻或职能相关街区之间会通

过人口和其他要素的流动发生疫情影响

及响应的联动。所以，不能仅从静态视

角评价某一特定街区疫情风险的高低，

因为致灾性、暴露性和敏感性会在更大

空间尺度下不断发生整体和局部的变化。

2 基于CAS的城市-风险互构系

统理论构建

2.1 可持续发展对UR-S“适应”功能

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是一切社会生态系统的

发展目标[23]，如何实现UR-S的可持续发

展，可以从社会生态学科群视角找到答

案。首先，“适应”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24]，指系

统主体为谋求生存和发展，与环境发生

作用，做出一系列主动和被动调整的过

程。虽然在生物学、环境学、管理学等

不同学科领域中“适应”的内涵存在差

异，但总是围绕着自然法则的“持续性”

追求、人类文明的“公平性”维护、系

统运行的“统分性”协同[25]。所以，

UR-S首先应该具备“适应”功能。然

而，多元异构的复杂特征对建立具有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UR-S演进机制和运行秩

序提出了更大挑战。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 理论

用于解释具有适应功能的复杂系统的属

性、结构和运行[26]，为我们提供了回应

这一挑战的科学理论工具。在UR-S的基

础上，引用CAS理论构建“具有适应功

能的城市-风险互构系统（UR-CAS）”，

该系统会在自然法则和人类主观能动性

的双重驱动下，调整人口的流动和聚集，

抑制疫情风险的输入和扩散，以城市-风
险互构主体更好的行为规则替代落后的

行为规则，实现城市对重大综合性疫情

风险的适应，最终推动UR-S的可持续

发展。

2.2 UR-CAS的循环运行和升级演进

根据CAS的适应性循环模型和扰沌

模型[27-28]，UR-CAS将呈现周期性的运行

演进，包括在一个适应周期内的涨落过

程，以及不同适应周期之间的层级关系

和上下联系，如图2所示。

2.2.1 疫情风险的适应循环

在UR-CAS的一个适应周期内，若

人携带致灾性风险从外部输入某一街区，

与街区内部人口的暴露性和敏感性发生

作用，以产生的综合性风险是否超过该

街区适应阈值为界，前后经历“成长

（γ） —固化 （K） ”过程和“去固化

（Ω）—更新（α）”过程[27]。前半环代表

系统处于可控状态：γ指街区内人口积极

掌握新知识、调集新要素、开展新活动，

限制致灾性输入、降低暴露性和敏感性，

减少直至消除此前致灾性输入导致的综

合性疫情风险；K指街区内人口受限于

自满心态和知识局限，疫情防控工作趋

于僵硬，暴露性和敏感性固化，存在难

以适应更严重致灾性输入的可能。后半

环代表系统处于崩溃状态：Ω指当更严

重的致灾性风险随外部人口输入，街区

适应能力不足使得疫情风险向街区外扩

散，此时原疫情防控工作模式出现瓦解；

α指疫情防控工作和资源要素重组，以新

的范围、规模和方式限制致灾性输入、

降低暴露性和脆弱性，最终消解综合性

疫情风险。

2.2.2 适应循环的嵌套升级

UR-CAS从 α阶段开始进入下一个

适应周期，系统在更大空间范围和更高

协作规模中提升对综合性风险的适应能

力，回应综合性风险的蔓延。可以将系

统的升级总体分为社区—街道—区—市4
层嵌套结构[29]：当人携带的致灾性风险

从外部输入某社区时，民众和社区及以

下单位在社区级党政社群的组织下就地

即时展开疫情防控工作；当社区疫情风

险适应能力不足导致疫情向街道蔓延时，

街道级党政单位发挥统筹作用，带动民

众和街道及以下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重

组和升级；当疫情向更大的行政区蔓延

时，区级或市级党政单位将统筹全体民

众和各层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重组升

级。所以，外源输入的致灾性风险也被

视为系统迭代更新的催化剂，在致灾性

超出某街区适应能力的情景下，一面不

断重组优化该街区疫情防控工作，一面

加强更广地域的联动协作，最终系统性

提升疫情风险适应能力，推动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2.3 UR-CAS的联防联控和统分兼顾

如何从UR-CAS的动态情景推导出

多维多级的静态结构来帮助我们更清晰

地判断该系统的构成逻辑和运行秩序？

可以依次从CAS的积木机制和标识机制

中获得启发，如图3所示。

2.3.1 疫情风险的联防联控

CAS的积木机制将主体比作积木块，

随着系统的升级，主体会通过聚集形成

更大规模、更高功能的主体，完成从低

级积木块向高级积木块的演进[26]。积木

机制帮助我们对UR-CAS进行搭建。首

先，将一个适应周期分为“外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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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UR-CAS的适应循环和嵌套升级
Fig.2 Adaptive cycle and upgrade of UR-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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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源扩散”前后两个情景：前者指

携带致灾性风险的人口流入某街区或较

长时间停留于街区边缘，导致致灾性风

险直接或间接输入该街区；后者指致灾

性风险与街区内部人口暴露性和敏感性

作用，决定了综合性风险在街区内扩散

或者消解。然后，系统沿社区—街道—

区—市逐层扩大疫情防控区域、提高风

险适应能力，每一层中的主体包括民众、

应急组织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物资供

给部门、其他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也逐

层升级各自的行动规模和运转能力，并

以新的方式在新一级的系统中展开分工

合作。所以，UR-CAS的构成逻辑可以

总结为“情景联动、分级联动、部门联

动”，显示了城市-风险互构过程在输

入—扩散、基层—高层、部门—全体上

的差异和衔接。

2.3.2 联防联控的统分兼顾

为了控制UR-CAS的运行秩序，维

护“三联”构成逻辑的稳定，标识机制

发挥了重要作用。标识机制指主体间会

因为共同属性产生吸引力，是主体聚集

和升级背后的动因[26]。人具有经验积累

和学习能力，所以理想状态下民众和其

他各部门都能够通过自行制定规则来调

整和升级疫情防控行动。但是在实际面

对城市重大疫情风险时，将权责完全放

手于各方主体很可能是无力且危险的，

由党政权力担负起重大疫情下矛盾的调

和与要素的分配至关重要。所以，“自

治”和“统筹”作为UR-CAS中主体的

最基本标识，控制引导各类主体在该标

识下的分工合作：统筹指为追求效率和

公平，党政部门统一组织行动；自治指

其他各单位及民众广泛参与合作，以确

保灵活和快速。一方面，自治型主体和

统筹型主体共同出现在每一层系统中，

随着社区—街道—区—市升级各自的行

动规模和运转能力。另一方面，相比高

层系统，基层系统需要自治型主体发挥

更大作用，统筹型主体起控制作用；高

层系统则以统筹型主体为主导，自治型

主体做到监督配合。

3 基于CAS的城市-风险互构系

统空间测评

3.1 映射UR-CAS运行演进的空间测

评体系

UR-CAS理论的构建揭示了该系统

在多元异构条件下可持续运行和演进的

科学规律。城市空间是容纳人口活动和

风险存在的物质载体，应该作为理论构

造的实体映射，承载、引导和服务该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搭建UR-CAS
的空间测评体系，就要基于UR-CAS的
运行演进机制、联防联控逻辑、统分兼

顾秩序，获取人口（风险）流动和聚集

的组织、规模、能力、内容在多尺度空

间分布上的映射，作为勘测指标，评价

城市对疫情风险的适应能力。具体来说，

可以将一个适应周期前后经历的“外源

输入”和“内源扩散”情景作为测评体

系的主指标层，再将次指标层与适应周

期的逐层升级相结合。UR-CAS空间测

评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决策者发现可

能导致UR-CAS可持续运行“断链”的

街区单元，为街区以疫情风险适应为导

向的空间规划提供科学量化依据。

3.2 “外源输入”情景的空间测评

在街区外部，由于病毒的属性和流

动人口个体条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

以街区外部人口携带病毒的能力并不作

为本研究重点。本文主要根据建成环境

是否支持外部人口停留和流入来测评致

灾性风险被带入街区内部的机会。一方

面，道路交通设施是人口流动的最主要

空间载体；另一方面，根据城市交通用

地一体化开发，交通设施与公共设施，

尤其是公共服务设施结合布局，增加了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聚集和停留。如表 1
所示，外源输入情景的空间测评分为街

区外围交通流入、街区外围交通停留 2
个子项：前者主要统计街区外围的道路

接入和公交站点分布情况，评价外部致

灾性风险直接输入的可能；后者重点关

注街区外围公共服务设施与交通结合布

局情况，评价可能携带致灾性风险的人

停留聚集在街区边缘，间接增加致灾性

风险输入的可能。由于城市道路、公交

站点、公共服务设施都有等级规模划分，

所以对相关指标做等级加权处理。

3.3 “内源扩散”情景的空间测评

深入街区内部，人口（风险）活动

会受到建成环境—人口条件—治理能力

三角要素的交互影响，如图 4所示。其

中，建成环境会反映内部的人口社会经

济条件，也会为疫情防控治理能力的发

挥提供设施场所支持，有利的人口条件

和治理能力之间呈现出相互贡献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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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UR-CAS的联防联控和统分兼顾
Fig.3 Joint prevention-control and unity-

differentiation of UR-CAS

表1 UR-CAS适应能力空间测评指标体系（外源输入情景）
Tab.1 Spatial evaluation index of adaptability of UR-CAS (external input)

一级
指标

UR-
CAS
适应
能力

二级
指标

1 外源
输入

三级
指标

1

2

街区
外围
交通
流入

街区
外围
交通
停留

四级
指标

1
2
3

1

2

3

4

街区道路入口密度
（入口等级加权）

地面公交站点密度
（站点等级加权）

轨道公交站点密度
（站点等级加权）

街区沿线公共服务
设施比例

（设施等级加权）

街区入口结合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比例

地面公交站点
结合大型公共服务

设施比例

轨道公交站点
结合大型公共服务

设施比例

指标
定义

街区外围道路入口数量与街区外围周长的比。按照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由大到小划分入口等级

街区外围公共汽车（包括常规公共汽车、BRT等）站点数量
与街区外围周长的比。按照停靠公交线路数量划分站点等级

街区外围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等）站点数量与街区外
围周长的比。按照是否换乘枢纽划分站点等级

街区外围沿线公共服务地块长度与街区外围周长的比。参考
市级、区级、街道级、社区级由大到小划分设施等级

街区外围道路入口结合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占入口总数量
的比

街区外围公共汽车（包括常规公共汽车、BRT等）站点结合
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占总站点数量的比

街区外围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等）站点结合大型公共
服务设施数量占总站点数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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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而脆弱的人口条件则会限制并

需要被治理能力所弥补。

在测评内源扩散情景时，测评指标

会同时与以上三要素产生关联。但是在

风险维度的细分下，指标的设计还是会

偏向其中的特定要素。例如：当外部人

口携带致灾性风险流入街区后，街区的

暴露性风险与内部人口的数量、密度和

聚集机会有关，要同时以人口条件和建

成环境要素为依据；敏感性风险与内部

人口的年龄体质、经济水平、卫生意识

等密切相关，主要与人口条件相关；敏

感性还受到人口参与疫情防控行动的范

围和能力的影响，需要依靠治理能力和

建成环境的协同配合。目前学界普遍将

疫情防控行动分为党政社群组织、医疗

卫生隔离、物资储备供应等 3个主要部

分，相关设施场所的工作条件和服务覆

盖会直接影响疫情防控分工合作与资源

调集的能力。所以，本文对疫情防控行

动敏感性继续拆解，测评每类防控行动

下街区逐级升级行动规模、提高风险适

应的能力。

如表2所示：①在应急组织指标中，

社区一级由多种类型的基层组织服务单

位构成，街道和市区一级主要由行政单

位和党群服务中心构成。②在医疗卫生

指标中，以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服

务效率提升为目标的分级诊疗制度②的建

立和逐步完善，以及传染病就地就近隔

离治疗的原则，为疫情防控情景下医疗

卫生单位的分级服务[8]提供了决定性条

件。鉴于应急情景下主要由公立医院发

挥主导作用，分级评价指标主要针对公

立医院，但是仍将街区中的民营医院数

量作为评价医疗卫生资源补位能力的重

要指标。另外，还要依据大跨度大开间

建筑和开敞空间拥有量，评价核酸检测

点和方舱医院的弹性配置条件。③在物

资供给指标中，当前城市-区域尺度的多

级配送中心及分散型配送网络的建设[30]，
为向城市-街道—社区的深入提供了参

考，将极大缩短运输时间和需求点响应

时间。具体思路在于市区级配送中心经

营规模大、配送货物批量大，街道级配

送中心用于中转及协调向社区配送的库

存，社区级配送终端则具有“小批、多

批、分散”的特点。

3.4 空间测评的规划应用前景

在国土空间规划启动和韧性城市建

设升级③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国土空间安

全韧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获得了广泛共识[31-32]。其中，“城市

疫情风险适应”因新冠疫情的现实推动，

成为安全韧性专项规划中不容忽视的关

键内容。UR-CAS空间测评将为国土空

间安全韧性专项规划落实疫情风险适应

目标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根据国土空间“五级三类”规划体

系的实践探索，专项规划需要实现在总

体规划战略考量和详细规划空间落位之

间的上下传导和综合协调[33]，北京经验

又将详细规划从控制性详细规划向规划

综合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地[34]。基于此，

形成UR-CAS空间测评植入安全韧性专

项规划的技术框架：①在市区总体规划

层面，要以区或街道为单元，针对测评

指标中的高等级和总体性要素进行测评，

例如提取城市主干道、大型交通枢纽

（如汽车站、火车站等）、市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测评疫情外源输入的可能，再

根据区或街道级人口的总体情况统计、

市区级公共服务场所、市区级行政、医

疗、物流设施，测评疫情内源扩散的可

能。由此划分城市疫情风险适应能力的

总体性分区，识别连绵地区和间隔地区，

制定分区合作互助、高等级和重要设施

用地优化调整等总体性空间策略。②在

面向街道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进一

步测评街道或社区级要素，以社区为单

元划分疫情风险适应的次级分区，支持分

级分类分区精准防控，指导基层社区自治

与合作、具体设施用地的空间落位、刚

性和弹性建设控制指标的配置等。③在

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制定中，按照建成

环境—人口条件—治理能力的要素结构，

表2 UR-CAS适应能力空间测评指标体系（内源扩散情景）
Tab.2 Spatial evaluation index of adaptability of UR-CAS (internal diffusion)

一级
指标

UR-
CAS
适应
能力

二
级指标

2 内源
扩散

三级
指标

1

2

3

4

5

人口
暴露

人口
敏感

应急
组织
敏感

医疗
卫生
敏感

物资
供给
敏感

四级
指标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4
1
2
3

人口数量

人口密度

人口聚集密度
（设施等级加权）

人口聚集多样性

身体条件

经济能力

卫生意识

社区级

街道级

市区级

社区级

街道级

市区级

弹性医疗卫生
设施建设条件

（设施等级加权）

社区级

街道级

市区级

指标
定义

街区内部日间和夜间最大人口数量

街区内部日间和夜间最大人口数量占街区面积的比

街区内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占街区面积的比。参考市级、区级、
街道级、社区级由大到小划分设施等级

街区内部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景观多样性指数（借
鉴景观指数，测度用地布局的混合性和均匀度）

街区内部人口年龄结构和基础疾病等

街区内部人口收入水平等

街区内部人口教育水平等

社区级居委会和党群服务中心条件（如应急工作发展规划、人
员结构、设施配套等）、小区物业管理条件（如物业费）、业主
委员会组织条件（如人员结构）、其他民间团体活动条件（如志
愿者数量）等

街道级办事处和党群服务中心条件

市区级人民政府和党群服务中心条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条件（如医护人员数量、床位数量等）和覆
盖率

二级综合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条件、覆盖率

三级综合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条件、覆盖率

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学校、绿地与广场等数量占街区面积的
比；民营医院数量占街区面积。按照用地面积或建筑规模由大
到小划分设施等级

社区级配送终端条件（如配送频率、库存水平等）、覆盖率

街道级配送中转条件、覆盖率

市区级配送中心条件、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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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街区内人口（风险）活动影响要素
Fig.4 Factors of population (risk) activity within

urban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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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从社区深入网格的人口社会经济条

件详情摸排，对相关建成环境要素提出

更新整备和增量建设的时序计划和工程

技术，与党政社群、医疗卫生、物资供

应等部门紧密对接，推动应急管理“一

案三制”深入基层并与空间规划充分

结合。

总体来说，UR-CAS空间测评的要

素分级积极响应了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

上下传导。同时，对空间规划边界和城

市治理边界的协调统一提出了要求，这

一点已经在相关研究中被关注和提出[17]。

4 结论

本文在疫情传播、城市属性和空间

规划之间交叉探索城市重大疫情风险适

应问题，从疫情传播机制和城市基本属

性的“镜像”出发，首先提出UR-S的
“多元异构”问题，然后构建UR-CAS的
“复杂适应”理论，最后设计UR-CAS的
“空间测评”体系，分别贡献了视角、理

论、实践等3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第一，视角价值——提出城市-风险

互构系统的多元异构问题。城市重大疫

情风险适应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源于

UR-S的多元异构特征。在人本价值和经

济效率双轮驱动的城市化进程中，社会

经济人口的多样性条件和不均衡分布将

长期共存，是UR-S多元异构的决定性因

素。所以，城市决策者在思考如何有效

适应未来重大疫情等突发风险威胁的同

时，还要积极回应现实的城市化背景，

促使UR-S在复杂的多元异构条件下仍然

能够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理论价值——揭示城市-风险

互构系统的复杂适应机制。基于UR-S在
多元异构条件下保持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提出，CAS以其对复杂系统构成与运行

的关注以及对“适应”认知的充实和明

确，比一般系统论更能解释UR-S在发挥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适应功能时的演

进过程、逻辑结构和运行秩序。UR-
CAS理论的构建，为适应疫情风险的城

市空间测评和后续空间规划决策提供了

精细化的科学理论指导。

第三，实践价值——服务以疫情风

险适应为目标的国土空间安全韧性专项

规划。根据UR-CAS运行演进的空间映

射，设计反映疫情风险适应能力的城市

空间测评体系，其中测评要素的分级对

应了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在总体规划和详

细规划之间的上下传导，有利于空间测

评成果在以疫情风险适应为目标的安全

韧性专项规划中有效植入和顺利落实。

与此同时，空间测评也从聚焦建成环境，

向关注建成环境-人口条件-治理能力之

间的交互影响扩展，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上接战略、下落民生、空间统筹、治理

落实”的系统性内涵。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制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②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提出要对医疗卫生机构“分级分

类管理”。同年9月印发《关于推进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③ 韧性城市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高

度。202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强

调要建设韧性城市，应对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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