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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是频繁遭遇台风风暴潮袭击的省份,而温州地区受潮灾尤为严重,为给其防御台风风暴

潮提供管理支持,文章以平阳县为例,利用气候变化脆弱性分析框架,分析灾害暴露性、脆弱性特

征和适应能力,提出平阳县适应风暴潮灾害的对策。在适应能力评估上,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

基础设施、保护性设施、灾害管理机构能力和机制等4个方面构建沿海城市防御风暴潮灾害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估平阳防御灾害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平阳具有较高的

灾害暴露性。(2)增加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围填海新区扩张与城市建设、存在的部分低质量房

屋、城市排水管网系统和部分海堤标准较低、基层社区灾害应对能力相对不足等。(3)平阳防御风

暴潮灾害能力的评估值为0.796。建议将风暴潮灾害因素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考虑;健全灾害管理

机构和机制;加固重点堤防,改进城市排水系统;提高农房等建筑的防洪抗台能力;提升基层社区

的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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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ejiangprovinceisseriouslyinfluencedbystormsurge,especiallyinWenzhou.Inorder
toprovideadministrativesupporttostormsurgedefense,thispapertookPingyangCountyasan
example,usingtheclimatechangevulnerabilityanalyticalframeworktoanalyzeexposure,vulner-

abilitycharacteristicsandadaptabilityofstormsurge,toproposesuggestionsonthecountermeas-
uresforadaptingtostormsurgeinPingyangCounty.Intheassessmentofadaptivecapacity,thee-

valuationindexsystemofcoastalcitiesadapttostormsurgedisasterswith13factorsinclud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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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urbaninfrastructureandprotectivefacilities,protectivefacilities,

disastermanagementinstitutions'capabilitiesand mechanisms.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
(1)Pingyanghashighdisasterexposure.(2)Themainfactorsthatincreasethevulnerability
includetheexpansionofthenewdistrictsformedbythecity'sreclamationandurbanconstruc-

tion,theexistenceoflow-qualityfarmhouses,lowstandarddrainagenetworkandrelativelyweak-

nessincapacityofanti-disasterinpartoftheshoreseawall,basiccommunitydisasterresponseca-

pacity,etc..(3)TheevaluationvalueofPingyang'sabilitytoadapttostormsurgedisasterswas

0.796.Itisproposedtoconsiderthetyphoonstormsurgefactorintoterritorialspatialplanning,

improvethe mechanism ofdisaster managementinstitutions,promottherenovation and

rebuildingofinfrastructuresuchasdrainagenetworks,improvethefloodcontrolcapacityof

buildingssuchasfarmbuildings,improvingdisasterreductionabilityofbasiccommunities.

Keywords:Typhoon,Stormsurges,Disaster,Vulnerability,Adaptation,Proposal,Analytichier-

archyprocess,Evaluationindexsystem,Wenzhou

0 前言

台风风暴潮是指台风引起剧烈的大气扰动,导

致海水异常升降,海区潮位大大超过平均潮位的现

象。国内外对风暴潮风险评估开展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研究工作,其中风暴潮数值预报研究始于20世

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在实时预报中得

到广泛应用[1-3]。国内很多学者采用数值模拟的方

法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的次数和强度、

时空分布、漫滩、溢流等现象和特征[4-5];另外,还有

很多学者开展台风风暴潮的风险评估和防御体

系[6-9]的研究。而源自气候变化学科的“脆弱性”概

念被引入了台风、风暴潮、洪涝、干旱、滑坡地质灾

害等自然灾害研究,其中又以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资助的可持续城市研究项目[10],亚洲城市

气候 变 化 柔 性 研 究 网 络 (AsianCitiesClimate

ChangeResilienceNetwork)资助开展的泰国、越

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城市适应洪涝

气候灾害和城市柔性的研究最值得关注[11]。当前,

国内关于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农业、森林、水资源等自然系统方面[12-16],对城市化

地区,尤其是单个城市尺度的评估实例研究很少,

因此,开展城市化地区气候灾害脆弱性评估,探讨

城市化与脆弱性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平阳县位于浙江省沿岸的中段,是台风风暴潮

频繁活动的区域,5—10月,每年平均遭受2~3次

台风的侵袭,台风风暴潮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重大

损失。本研究以平阳县为例,利用气候变化脆弱性

分析框架,对台风风暴潮影响下的灾害暴露性、主

要脆弱性特征以及适应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

上,提出风暴潮灾害适应性对策,以期为东南沿海

城市防御台风风暴潮工作提供指导。

1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平阳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属温州市管辖,东

濒东海,南与苍南县相连,北与瑞安市接壤。全县

陆地面积1042km2,海域面积约为3.72万km2,岛

屿陆域面积11.5km2,海岸线长约75km。2015
年,平阳县共辖10个镇、1个乡,32个社区、6个居

民区,600个行政村。全县户籍人口88.24万人,流

动人口约14万人,约78.3%人口(户籍人口,不包

括流动人口)集中于高程0~7m的易受台风风暴

潮影响的海岸带区域。

1.2 研究方法

1.2.1 气候变化脆弱性分析框架

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将脆弱性定义为

一个自然的或社会的系统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破坏

的范围或程度,是系统内的气候变率特征、幅度和

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17](图1)。

其中,灾害暴露性是指历史上及未来气候灾害发生

的频率和损害程度;敏感性是指人、地方、机构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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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它与当地自然、经济

社会环境因素相关;适应能力是指人、地方、机构和

部门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由于灾害暴露性与自

然地理环境和气象气候因素相关,难以通过人为的

手段加以改变,因此,该框架指导政策制定者,通过

降低城市的敏感性和提高灾害适应能力以达到降

低脆弱性的目的。

图1 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框架

1.2.2 数据获取及分析方法

采用文献调查、实地调研、AHP层次分析法等

方法。首先,搜集和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研

究进展,收集政府和部门文件、规划、年鉴等,获得

基础数据;其次,通过实地走访,对易灾区的脆弱性

人群,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水利、监测预警

机构等人员进行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再次,采用

AHP层次分析法,构建沿海城市防御台风风暴潮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向专家发放打分表,根据数据模

型,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数值,评估平阳县适应台风

风暴潮能力。

2 脆弱性分析结论

2.1 灾害暴露性

平阳频繁受台风风暴潮袭击,社会经济损失

大。在1951—2015年的64年中,平阳共出现有影

响的台风136次(图2),以7—9月为主,平均每年

2.09次,其中7次台风风暴潮对平阳造成灾害较为

严重,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伤和重大财产损失。如果

台风恰逢天文高潮位,风暴潮常常越过堤坝,淹没

围堤内的陆地区域,在强降水、风、流域洪水的共同

作用下,造成巨大灾难。如2009年莫拉克台风给平

阳造成154.5万的受灾人口和9.94亿元的直接经

济损失。

图2 1951—2015年影响平阳的台风路径及月份分布

东部沿海地区受淹没影响尤为严重。平阳县

濒临东海,地势西高东低,从海洋到内陆,台风灾害

的表现形式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类

型多、危害交叉影响的特征。在西部山地和丘陵地

区,台风主要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在

东部海域,主要灾害是强风和海浪;在东部平原地区,

主要灾害是强降雨、江河洪水、风暴潮。陈甫源等[6]

采用MIKE21FM模块,按915hPa、925hPa、935hPa、

945hPa、955hPa、965hPa、980hPa共7个台风等级

和鳌江站和瑞安站最高潮位值,模拟了淹没区情

况,分别绘制风暴潮灾害淹没等级图,统计了不同

等级台风的淹没区面积(图3),其研究表明,平阳鳌

江和飞云江河口高潮位主要受天文潮和台风风暴

潮控制;鳌江和飞云江洪水由台风强降雨引发的概

率很大,而且存在洪峰和潮峰相遇的情况。

受海平面上升和东部地区缓慢地面沉降的影响,

灾害风险有增大趋势。1972—2015年,温州沿海主

要测站的海平面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图4),其中平阳

鳌江站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1mm/a[18]。平阳

东部围填海形成的新兴产业园区现状高程1~3m,

地势平坦,地质松软,正在发生速率为0~28mm/a
的缓慢地面沉降。从长期来看,受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台风的频数和强度有增

加的趋势,极端降水、强气旋活动、洪水等极端天气

事件发生概率增大[19-20],平阳遭遇淹没的风险可能

增大。

2.2 城镇化地区的主要脆弱性特征

城市面对气候灾害表现出的脆弱性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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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平阳县风暴潮灾害淹没等级

模式及趋势、经济和人口分布、人口统计学特征(年

龄、性别)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城市面对

灾害时的风险和压力。在台风风暴潮的影响下,平

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产业经济等方面

表现出的脆弱性特征见表1。在灾害防御上应重点

关注的事务或问题如下。

人口高度集中于海岸带高程在0~7m的平原

地区,易受淹没影响。人口数量和密度是城市化水

平的重要指标。人口数量和密度越大的地区,则住

房、工商业、农业基地等和各类经济活动越集中,城

市面临的风暴潮灾害风险越高。2015年平阳全县

GDP为232亿元,GDP密度为2691万元/km2,人

口87.45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725人/km2。易受

洪水淹没影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形较低的飞云

江河口平原和鳌江河口平原,涉及鳌江镇、昆阳镇、

万全镇、萧江镇和水头镇,共计403个村,现状高程

在0~7.0m,涉及人口69.10万人,洪水易灾区人

图4 温州主要测站海平面变化情况

口(户籍人口)占比分为78.3%(图5),洪水易灾区

面总占比58.9%,5个镇GDP总值为203.5亿元,

占全县GDP的87.71%(图6)。

表1 台风风暴潮灾害影响下的平阳县的脆弱性概况

方面 脆弱性

经济和

社会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平阳经历了快速城镇化,目前约

90%的人口居住易受洪水灾害影响的海岸带地区,地

面高程在0~7m,主要涉及鳌江镇、昆阳镇、万全镇、

萧江镇、水头镇5个镇。根据城市战略,城市向东部

围填海新区扩张,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增加了灾

害风险

城市基础

设施与保

护性设施

台风风暴潮不仅破坏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电力、通

信设施等“城市生命线”系统,还会引发次生灾害,加

重灾害的程度,因此,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水平体

现了城市抗击灾害的能力,平阳县的市政设施维护和

管理服务水平总体较高;城市排水系统设计标准较

低,自然河网和排水系统不能在短时间内将洪水排出

去,在台风期,常常造成部分低洼城区洪涝;鳌江沿岸

堤防和海塘防御风暴潮能力弱,下厂塘、下埠塘、镇区

塘、垂杨塘、钱仓塘,以及水头镇两岸堤防等有待加高

加固;东部新区海岸线外侧的防浪堤防潮设计标准为

50年一遇,实际建成标准为20年一遇,存在“设计标

准高,实际建设标准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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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面 脆弱性

产业经济

第一产业:洪水淹没农作物,造成粮食减产;使渔船和

渔具、养殖场所和设施、渔港等受到损坏,造成渔民和

养殖民人员伤亡,使水产品生产和贸易活动受到影

响。第二产业:损坏建筑;洪水淹没企业设备、生产原

材料及产品,造成财物损失;造成工厂临时停工,对

“订单型”加工企业产生影响。第三产业:对旅游设施

造成损害;使旅游活动停止,对旅游活动造成影响;对

旅游相关的企业和商贩产生影响

  数据来源:笔者利用历年统计年鉴、部门规划等资料整理.

图5 平阳县村级人口密度分布

图6 平阳县乡镇GDP密度分布

脆弱性人群主要包括海岸带地势低洼地区的

人群、海岸边和海岛上的人群、沿河流水系易受洪

水影响的人群。社会脆弱性是社会不平等影响的

产物,它塑造了不同群体的脆弱性,并决定他们面

对灾害的反应能力[21]。人群因其阶级和职业、居住

地点、住房条件以及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的不同,受到灾害损害的程度不同。作为浙江典型

的河网城市,平阳村镇和人口沿河网布局和发展的

特征明显。受灾害影响较大的人群主要有:一是海

岸带地势低洼地区的人群,易受台风季节的暴雨、

洪水、风暴潮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淹没影响。二

是海岸边和海岛上的人群,海岸边与海岛上的社区受

到台风期和风暴潮的直接袭击。2015年,全县共有

渔村25个,渔业户数4259户,渔业人口14859人,

主要从事海水养殖、捕捞、鱼产品加工、销售以及与

滨海旅游相关的服务业等易受气候灾害影响的工

作,渔民是比较脆弱的群体之一。三是沿河流水系

易受洪水影响的人群,平阳河网密布,沿河流及江

河下游的社区居民易受台风季节洪水的影响,部分

房屋建设在地质不稳定的河床上,江河中流淌的、

突然增加的水量将河床及周边的社区置于危险之

中,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坏、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

的破坏。

城市向东部新区扩张增加了灾害风险。根据

平阳县战略,平阳将在东部围填海形成的新兴产业

园区将打造城市新区,总面积868.23hm2。目前,

产业和人口进一步向新区集聚。新区现状高程在

1~3m,处海上大风的正面袭击,地势低洼平坦,地

质松软,正在发生缓慢地面沉降,容易造成排水不

畅。根据风暴潮淹没模拟结果,当遭遇955hPa的

风暴潮即鳌江站和瑞安站最高潮位分别为6.00m
和6.09m时(略超过百年一遇高潮位),新区大部

分区域将淹没约3m,面临重大的淹没风险。为降

低海洋灾害风险,新区总体规划要求保留12.06%
的水面率,提升区内排水和滞留雨水的能力。规划

区挡海潮标准定为50年一遇,现状海堤标准为20年

一遇,平阳在围区外围修建了一条防浪堤,以期通过

“外围堤削减风浪和潮水的力量,内部海堤防潮”的

形式,减少台风风暴潮对新区的影响,因此,堤防标

准有待提高。同时,在新区规划和建设时,应加强

海洋灾害防御问题的考虑。

排水管网和部分岸段海堤防潮标准低。台风

风暴潮会破坏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电力、通信设

施等,也会引发次生灾害,加重灾害的程度。因此,

作为“生命线系统”的基础设施,是灾害时期人们逃

生和救援的生命通道,其运营和维护水平体现了城

市抗击灾害的能力。平阳道路和桥梁、供水、污水

和垃圾处理等市政维护水平总体较高。存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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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一是城乡排水系统标准较低,尤其旧城区

的排水管网难以改造,不能很好地起到排水的作

用。受江河洪水、短时间超高潮位引起的海水及河

水的倒灌影响,河网水系和城市排水系统不能在短

时间内将水排出去,常造成低洼地区严重的积水和

洪涝。二是部分岸段海堤防潮标准偏低,平阳县标

准海塘共计31.018km,其中50年一遇标准海塘

18.588km,20年一遇标准海塘12.43km。历史上

台风曾多次造成海堤工程损毁或缺口,造成保护区

范围内大面积淹水。2002年后鳌江标准海塘建设

完成,风暴潮灾害中海塘破坏情况大大减少。但部

分沿岸堤防和海塘防御风暴潮能力弱,下厂塘、下

埠塘、镇区塘、垂杨塘、钱仓塘以及水头镇两岸堤防

等有待加高加固。以2013年10月7日“菲特”台风

为例,根据调查,淹没面积14.56km2,占鳌江镇总

面积的7.6%(图7)。分析淹没原因主要是:鳌江镇

区段防洪堤标准低,高程为5.19~5.41m,难以防

御接近百年一遇的高潮位,部分堤段海水漫过防浪

墙,倒灌入城;鳌江沿岸码头众多,为方便交通运

输,海堤多处开有缺口,在台风期难以完全封堵,造

成缺口处海水倒灌。

图7 2013年“菲特”台风造成的鳌江片洪水淹没区调查

建筑尤其是部分农房质量不佳,增加城市的

灾害风险。建筑抵抗灾害的能力与建筑结构、材

料等相关。房屋是台风期供人们避灾的重要保护

性设施,“在台风期,人们待在房屋等建筑内等待

台风和洪水离去”是主要的躲灾方式。作为浙江

的经济强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平阳经历

了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一

些城中村,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当地农民

利用宅基地和农房发展了一种新的“租房经济”,

搭建违章和抢建住房成为普遍行为,而当地政府

对违章建筑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加速了房屋在

无序状态下的私建,从而形成城中村高密度的住

宅布局[22-23]。2015年平阳共有农业户23.84万

户,约有农房35.76万间,以2~5层建筑为主,砖

混结构农房约占比70%,许多农房出租给“打工

仔”用于居住,或出租给“低、小、散”企业作为作坊

或房主自己经营。由于违章房不能取得产权证,

且存在被拆除的风险,为节约成本,村民多采用了

砖瓦结构、简易棚房等施工方式。从历史数据上

看,台风期倒塌房屋以城乡危旧房、木结构房、农

渔业和工厂的简易棚房等质量较差的房屋为主。

平阳县存在大量的农民违章建筑、危旧房、砖木结

构房屋等,其中部分由于结构老化,整体性差,台

风期引发的洪水容易造成房屋倒塌,从而造成人

员触电、溺水等事故。同时,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

主,普遍缺乏台风风暴潮的经历和防御技能,作为

城中村农房的主要承租者,住房的脆弱性也增加

了流动人口遭受灾害的风险。

2.3 适应能力评价结果

通过搜索期刊数据库发现,国内缺乏关于沿海

城市防御台风风暴潮灾种能力水平评价的指标体

系。结合浙江实际,构建了沿海城市适应台风风暴

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2),包括准则层A和指标

层C。向国内地理学、城乡规划、海洋灾害、水利工

程等方面专家发放 AHP咨询表15份,共收回15
份,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出每层各因子的权重。根

据“评估总分值=(因子层权重×赋值)”,经计算

平阳适应风暴潮灾害能力的评估值为0.796。

表2 沿海城市防御台风风暴潮灾害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A(权重) 指标层C(权重) 平阳赋值

A1(0.35)

C1(0.4) 0.98

C2(0.2) 0.17

C3(0.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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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准则层A(权重) 指标层C(权重) 平阳赋值

A2(0.25)

C4(0.2) 0.97

C5(0.2) 1

C6(0.1) 0.98

C7(0.25) 0.95

C8(0.25) 0.90

A3(0.25)
C9(0.5) 0.90

C10(0.5) 0.90

A4(0.15)

C11(0.2) 0.80

C12(0.1) 0.90

C13(0.4) 0.90

C14(0.3) 0.80

指标体系中:准则层 A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

(A1),城市基础设施(A2),保护性设施(A3),灾害

管理机构能力和机制(A4)。指标层C包括:高于低

保标准的人口比例(C1),是指高于低保户标准的常

住人口占比;识字率(C2),是指学历高于高中的人

口比例;加 入 灾 害 互 救 互 助 网 络 的 家 庭 的 比 例

(C3),是指人群加入政府机构或民间救助的网络的

情况;通信普及率(C4),是指通过有线电视、宽带网

络、移动电话、广播等方式获得灾害信息的人口占

比;通电率(C5),是指村庄通电率;自来水普及率

(C6),是指通自来水村庄的比例;道路硬化率(C7),

是指道路硬化率;安全桥梁占比(C8),是指符合建

筑标准的安全桥梁占比;海堤和江堤(C9),是指当

地海堤和江堤能抵抗风暴潮灾害的水平;安全房屋

比例(C10),是指符合建筑质量标准的安全房屋占

比;灾害管理机构及相关科研机构能力(C11),指管

理机构(人员配备情况和人员能力、环境规划能力、

科技应用能力)和相关科研机构能力水平;灾害预

警报能力(C12),是指灾害监测与预警报能力水平

(如预警报设施、预警报发布渠道);应急预案的有

效性(C13)是指各政府机构执行应急预案的能力水

平,包括应急撤离与避灾体系、救援队伍能力、执行

及时性等;基层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C14),是指基

层社区或村集体管理机构的防预灾害能力水平,包

括社区海洋减灾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社区海洋灾

害预警信息发布手段和及时性、知识和避灾自救技

能的宣传教育等。

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适应灾害的能力。

人口适应气候灾害的能力与经济收入、住房质量状

况、职业、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相关,一般认为,

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适应台风风暴潮灾害的能力

越强。2015年,平阳城镇低保户标准为575月/元,

农村标准490元/月,平阳高于低保户标准的人口为

86.99万,占总人口的98.6%。大部分40岁以上常

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一般为小学和中学教育,

仍然有一小部分人为文盲,赋值0.6。加入灾害互

助网的形式主要有:村民听从乡镇和村委会的组织

做好灾害防御;邻里、亲朋好友进行互助;全县所有

在册渔船加入AIS救援系统,执行GPS定位监控和

台风期渔船强制归港避风制度,这些渠道可以提高

人群防御风暴潮的能力,赋值0.8。

城市基础设施影响城市适应灾害的能力。通

宽带村庄占比为0.97;通有线电视村 庄 占 比 为

0.96;大部分人口通过移动电话获得台风信息;村

庄通电率为100%;除少数乡间道路外,实现95%以

上道路硬化;桥梁多钢筋混凝土结构,存在少数危

桥和简易桥梁,赋值0.9。

堤防系统和房屋是防御台风风暴潮的重要保

护性设施。①海堤江堤等堤防系统是最重要的工

程性防范措施,它阻止海水和洪水通过漫堤,破坏

堤坝将对堤坝内的保护区造成淹没影响。目前,平

阳县现有海堤总长33.9km,其中沿海和重要城镇

海塘设计标准为50年,长19.8km;其他区域设计

标准为20年一遇,长14.1km,2002年后鳌江标准

海塘建设完成,风暴潮灾害中海塘破坏情况大大减

少。但是,鳌江沿岸堤防和海塘防御风暴潮能力

弱,下厂塘、下埠塘、镇区塘、垂杨塘、钱仓塘以及水

头镇两岸堤防等有待加高加固。②房屋是台风期

供人们避灾的重要保护性设施,“在台风期,人们待

在房屋等建筑内等待台风和洪水离去”是主要的躲

灾方式。本研究将房屋分为新建房屋和现存房屋

两类,新建房屋多为框架结构,严格执行国家建筑

标准建设,具有较强的抗灾能力;城中村和城乡结

合部存在大量的违章农房和一定数量的危旧房、低

质量农房、农渔业简易棚房,提高了台风期房屋倒



5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塌事件的发生概率。按照相对脆弱房屋占比小于

5%,赋值0.8~1;大于5%相对脆弱性房屋占比且

小于15%,赋值0.5~0.8;相对脆弱性房屋占比大

于15%,赋值0~0.5,平阳县赋值0.9。

灾害管理机构能力和机制体现了城市防灾抗

灾效率。从灾害管理机构看,建立省、市、县三级防

汛办和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分别负责组织、协调、

指导防汛防台抗旱工作和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处置

工作。温州市和平阳县发布了《温州市防汛防台抗

旱应急预案》《平阳县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平

阳县级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建立了武警、农业农

村、海事等海上救援队伍。同时,完成警戒潮位核

定、海洋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排查调查、海洋灾害

风险评估与区划,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整治、风暴潮

重点防御区划定和管理办法制定等工作。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平阳县脆弱性分析的结论,沿海平原地

区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城市向东部围

填海形成的新区扩张与城市建设,沿岸地区和城

乡结合部存在较多老旧和低质量农房,低标准的

排水管网和部分岸段海堤,基层社区灾害应对能

力相对不足等是影响平阳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也

是当地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应加强关注的问

题。由于城镇化模式与脆弱性有着密切联系,因

此,平阳县在制定城镇化政策时要加强对灾害因

素的考虑,并将其纳入城乡规划和建设管理之中。

同时,政府在灾害发生时期提供的政策框架,被认

为是城市适应气候灾害的最核心因素。结合温州

市、平阳县海洋灾害防御现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

面完善城市防灾体系。

(1)将风暴潮等灾害因素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予以考虑。在编制新一轮空间规划编制中,充分

考虑台风风暴潮的影响,调整国土空间布局,提升

城市防御自然灾害能力。编制县域海绵城市规

划,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加强村镇和人口布局、城市

住房、基础设施更新等问题研究,制定实施相应

政策。

(2)健全灾害管理机构和机制。国家正在推

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目前,浙江省、

市、县三级已完成机构改革,要进一步理顺理清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防汛防旱指挥部、海洋灾害应急

处置指挥部以及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关系,推进由

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提升灾害管理机构人

员、技术和基础支撑水平,使灾害研究相关成果、

方法和技术更好地支撑管理决策。完善灾害应急

预案和 有 关 政 策,建 立 起 灾 害 预 防 的 长 效 管 理

机制。

(3)加固重点堤防,改进城市排水系统。加快

流域两岸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做好破损海堤修复,

提高海堤的防潮标准,在重点岸段实施红树林生态

减灾修复工程等,增加岸线防风抗浪能力。在受洪

涝影响较大的城镇地区,开展排水管网改造和更

新,提升排水排涝能力。

(4)完善灾害监测预警制度体系。加强风暴潮

的观测与预警,优化验潮站布局,提高风暴潮的预

报准确率。推进预报数据共享,逐步建立气象、自

然资源和规划、水利、生态环境、农业监测和预警预

报信息共享制度,统一信息发布平台。

(5)提高农房等建筑的防洪抗台能力。结合

“三改一拆”(指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

除违法建筑)“大建大美”等城乡建设事务,推进城

乡面貌更新,提高建筑质量。制定实施地方性城乡

房屋建设管理相关文件,加强建筑的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等全过程的质量监督和技术指导。开展农

房普查,理清危旧房分布情况,重点加强农房和流

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有关建筑规范的宣传,使农村

房主积极主动地进行农房改造和加固。

(6)提升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提升基层社

区、每个家庭的主动积极地防御灾害的能力。从社

区综合减灾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社区灾害预警信

息发布手段和及时性、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的

宣传教育等三方面提升基层社区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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