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老吴公考申论打卡材料（第 10 天）

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暑假总是出行的好时候，难得有一段时间可以看看学校外的风景。只要你的

出行路线设计的“足够好”你会发现，不管身处何处，你能一整个暑假都在看海。

你可以在成都吃着火锅看海，在武汉啃着鸭脖看海，在厦门大学的边打卡边看海，

还能在北京挤上地铁前继续看海。

本来，人们对现代化城市的一大想象就是，笔直的柏油马路取代了乡间泥泞

的小路，水泥地面不再有坑坑洼洼的积水。但没想到的是，在大城市里，水涝竟

然也可以这么严重，而且要看到海景根本不用运气，年年都有。

实际上，在我国内涝就是个城市病，特大城市更常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的调查显示，在 351 个城市中，有 213 个发生过积水内涝，占总数的 62%；

内涝灾害一年超过 3 次以上的城市就有 137 个，甚至还有 57 个城市的最大积水

时间超过 12 小时。

为什么现代化的大城市反倒连最常见的自然气候都扛不住了呢，我们还能在

暴雨城市安全行走吗？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道路、建筑密度不断增加，这时城区就会比郊区吸

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加上城市生产生活产生大量热量，热气流越积越厚，就容易

形成降雨。而大城市更易产生这种现象，因此高强度暴雨可能性更大。

钢筋水泥的城市也让雨水更难以通过地面渗透，绿地、农田、花园等减少，

城市的自我调节能力也随之降低，内涝的问题只能更多地通过人工排水系统解

决。

最常见的问题发生在城市建设中。建设本身不是问题，但建设过程中对排水

的忽视却容易产生问题。比如武汉市在建造地铁期间，由于施工期临时排水措施

的不完善，施工过程中损坏的排水管不能准时恢复，都导致了排水不畅。据水务

部门统计，在集中降雨期间，武汉经历了 15 个主要的内涝区，其中 10 个是由于

建设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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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开始尽可能使用渗水地面，我国的城市的不透水地表

面积仍以每年 6.5％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还附带着湖泊和湿地等水生生态系统

的减少，城市中本来有的天然排水系统被破坏。

以浙江温岭市为例，2007 年至 2009 年，全市各类建设项目“合法”占用河

道面积达 59.75 万平方公里，年均近 20 万平方公里。1995 年至 2009 年，新老

城区及结合部各类占用河道面积达 88.85 万平方公里，区域水域面积缩减了

20.5%。

武汉市也不容乐观，水务局统计，2002 年武汉市共有 200 多个湖泊，10 年

之后只剩下了 160 多个。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区，新我国成立初的 127

个湖泊现在仅保留了 38 个。

天然排水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能依靠人工排水系统。这时过于狭窄的排水管

道就必然被人诟病。

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下水道的排水量都是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来设计。只有小

部分地区达到 5年一遇的标准。比如在北京，就是每小时 36 毫米雨量，超过这

一雨量，北京的排水系统就无法承担，路面就会出现积水，形成对比的是，欧美、

日本等国家规定的最低限一般为 5年或 10 年。

欧美发达国家多按照区域的渗水情况来确定管网流量，容易积水的地方管道

就会更粗，而北京现在仍是按苏联标准，根据地区的重要性决定下水道的管径，

比如奥运区和长安街沿线等重要地区的下水道都用较大的管径。但实际上，普通

地区的汇水量很可能大于重要地区，而且这些地方往往人流量也更大。

但排水管道的问题，尽管已经提了好多年了，但改变却总是很少，直到 2014

年，武汉市才将排水设计标准提高到 3年，在此之前，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只能抵

抗一年一遇的暴雨。

洪水漫漶总能引起人们关于“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的讨论，但城市内涝的

问题却远不止在于下水道。

各种建设的重要性总是优先于排水管网的设计。当两个工程建设出现矛盾

时，能够创造 GDP 的项目总是排在前，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水利项目则往

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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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网重修本身就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因为没有规划预留地，改造管

道常常需要巨大的成本。广州也是在 1999 年人均 GDP 突破 3000 美元大关之后，

才开始加大河涌整治力度。

巨大的投资是改造排水系统的第一步。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年)，

政府投入了 4271 亿元人民币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到了 “ 十

三五”期间（2016-2020）我国计划再为下水道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投入 5644

亿元人民币。

但巨额花费并不一定都有实效。我国 72%的污水管网都是在过去 15 年里安

装的，下水道建设的市场并不成熟，所以施工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而且，由于我国的城市建设长期以来都是 “重地上而轻地下”，我国的管

网水平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的城市排水网普及率为 64.8%左右，而发

达国家已经接近 100%的水平，要重建排水网络，整个工程量也非常大。

直到 2013 年，我国才开始将排水防涝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年住建部

下发了《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对排水规划有了明确的要求。

比如规定直辖市、省会城市等 36 个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 50

年一遇的暴雨，地级城市中心城区能应对 30 年一遇的暴雨等。

住建部还表示，要用 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用 10 年左右

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但规划政策和法规的执行不力却让

这样的计划形同虚设。据排水专家介绍，2013 年国家制定的排水和防洪建设规

划任务在很多城市都失败了，比如在武汉，现有的排水设施甚至没有达到预定标

准的一半。

就算是国家重金支持的“海绵城市计划”也无法立竿见影地解决城市水涝问

题。“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

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作用，从而控制雨水径流。2015 年 4 月起，住建部

等三部委先后公布两批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这个计划相当造价不菲，每平方公里的建设费用预计在 1亿元至 1.5 亿元，

在原计划中，中央政府将为这个项目资助约 15％至 20％的成本，其余由地方政

府和私人开发商资助。但由于相关未完善，很难募集到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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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的城市来说，省级政府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支出，因此地方的基础

设施也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可以对极端洪灾事件作出快速反

应，但制定和实施以局部为中心的主动战略却非常难。

更何况海绵城市也只能应对一定范围内的降雨量，遇到超过百毫米、甚至两

百毫米的降雨，防治内涝还得看城市排水系统。比如，济南市试点规划中，到

2020 年市区海绵城市对应控制设计降雨量也只有 27.7 毫米。

当排水管网还未重建起来时，海绵城市也于事无补。这也就无怪乎在全国

30 海绵城市试点中，近半数城市近期曾出现内涝。而首批试点的 16 个城市中，

至少有 9个城市出现内涝。

当城市的内涝超过人们的想象，甚至造成严重的灾害时，就会常常听到“百

年一遇”的说法，好像在街道划船是老天给的特殊礼物一样。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开始觉得是最难解决的“钱的问题”，反倒不是内涝治

理中最难的环节。

在地方项目中，政府一直更倾向于人们可以看到的公共工程项目（比如污水

处理厂），而不是人们看不到的项目（比如下水道管道），所以，下水道始终无

法跟上全国各地废水处理能力的大幅扩张。而大量投入到污水处理上的钱，也并

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近十年来，城市污水处理率由 2005 年的 51.95%提高到 2014 年的 90.18%，

但污水管道却严重不足，东北地区的污水管道人均长度仅为 0.76 米，东部地区

只有人均 1.57 米，即便是人均管道长度最高的天津市，也只有 2.38 米，这远低

于德国（6.13 米）、美国（6.78 米）。

而且，我国的人均下水管道长度始终是跟人均 GDP 相关，而跟人均耗水量关

系不大。所以东部、华北和华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人均下水道就比较长。

华北、华中地区总是能获得更多的投资，甚至多于计划投资。但我国西南和西北

部的投资力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甚至还拿不到计划内的投资。

这跟我国洪水治理总是经济优先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暴雨看起来只是在一

个城市下，但洪水管理却涉及到周围的很多城市和水域。因此哪些地区将受到保

护，哪些地区将不受保护，哪些地区将作为天然的洪泛区进行维护，这些问题始

终在政治上具有争议性而很难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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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贫穷的人口往往居住在边缘地带，而这些地区的洪水风险较高，但在与

防洪规划和融资相关的决策过程中，他们却总是缺乏话语权。

这样去比较来看，大城市已经算不错了的，很多小城市发生的洪水或其他灾

害，我们甚至无从知晓。发生在北上广的暴雨，远比西南山区的洪水更能引起关

注。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是，当上游城市出现洪水时，周边地区依旧无法幸

免。

还有一些前后矛盾的事情总在发生。我们总是被告知，罗马非一日建成，排

水系统的完善也非一日之功，所以不能操之过急。但当海绵城市的项目开展时，

第一批试点城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设计。因为设计往往过于简单，“海绵城市”

早就变成了一种形象工程，来证明城市在采用某种先进的治水理念。至于这些先

进的理念究竟有没有产生效果，还有很多理由可以挡回这个追问，比如极端天气，

比如时间，比如城市太大、人太多了。

【资料 2】

北京水务局早在 2011 年 7 月就承诺，2015 年前投入 21.2 亿元对中心城区

排水管线全部实施更新改造。同时，今年 7月初，排水集团称，从今年起，北京

将利用三年时间，把城区 71 座下沉式立交桥的雨水泵站排水能力能抵御 50 毫米

降雨。也就是说，三年大限到时，北京下水道能达到 5年一遇的标准。不过，这

与纽约、东京等城市的下水道比起来，依旧相差甚远。

朝阳 178.5 毫米、丰台 207 毫米、门头沟 260.9 毫米、房山 217.8 毫米……

2011 年 7 月 21 日早上 10 点到晚上 21 点，北京各地降下 61 年来最大暴雨，房

山最大一小时降水量甚至达到 98.9 毫米。这场暴雨从 7月 21 日上午 10 点开始，

北京市所辖区域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强降雨，整个降雨过程一直持续到 22 日清晨

6点。此次全市平均降水量 170 毫米，最大降雨点房山区河北镇达到 460 毫米。

截至 7月 22 日 17 时，北京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 37 人。

北京城的下水道是随着历史变迁、城市建设而逐步发展演变的，随城市发展

出现问题。根据北京水利协会李裕宏对北京排水系统的研究，元代以前，多为土

渠明沟。到了元代，主要街道两侧多为条石砌成的明沟，共有 7处。从明代开始，

在明沟上加盖条石板叫板沟(没有覆土)。至清代，逐渐将板沟改建成暗沟，形成

下水道。民国以后，又陆续将规模较大的城内河道(如御河)改成下水道。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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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样的下水道尚存 220.7km，能排水的只有 20.7km。1949 年以后，下水道

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 2006 年，城近郊区下水道总长度达 3807km，其

中雨水管道 1386km，雨污合流管道 756km，污水管道 165km，像人体血脉一样，

遍布京城大街小巷。到 2006 年，北京城近郊区雨水合流管道已形成较完整的排

水系统有 30 多个，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都严重滞后。

下水道普及率低，管道排水能力低，满足不了汛期排水的需要。

目前，凉水河、清河、坝河和通惠河是北京城区的 4条雨水排放“大动脉”，

但并不是所有区域的降水都能顺利地流入其中。从排水管道通向“大动脉”的中

间环节，往往形成“栓塞”，憋住下水道。同时，护城河变暗河以及大量水面的

消失，也加剧了京城水患。

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

等，对北京城区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沉积状况进行了调查。李海燕教授发现，

北京市近 8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

占管道直径的 10%-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 65%以上。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车伍教授也早在 2003 年调查得出，倾倒在雨水口的大量

垃圾污物除了造成雨水通道堵塞、市区水涝外，对城市环境和水体也构成严重污

染。北京市区近年来雨季发生的一些水涝，花巨资整治清理不久的河床中又沉积

大量污染物部分河湖多次发生的藻类大量繁殖、富营养化现象严重等污染事件都

与此有直接关系。

越来越多的路和桥对城市排水形成反作用力。路面和桥面的材料本身是防水

的，它的防水作用导致了在降雨时桥面路面上的雨水渗不下去，只能走其他的路

排泄，也就带来了桥下积水的后果。同时，北京凹式立交桥更是让积水无法畅快

排出。车伍教授表示，我国城市排水系统总体上来说是落后的，对比城市地面上

的发展是不协调的，排水等基础设施是百年大计，要有延续性，甚至比地上设施

需要更精心的规划与设计，不能像有些建筑一样过几年就拆除重来，等城市建成

后再来修补排水设施异常困难，也要付出更巨大的代价。据北京水务局消息，其

要在 2015 年前把城区 71 座下沉式立交桥的雨水泵站排水能力提高到抵御 50 毫

米降雨的 5年一遇标准。三年后城区将不会再轻易出现一场急雨后，立交桥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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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汽车的场面。同时，北京将在十二五期间，投入 21.2 亿元，对中心城区排水

管线全部实施更新改造。

城市排水系统主要包括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两大类。其中，雨水排

水系统由小区排水管线、道路排水支干线系统、排水河道支干流系统组成。

按照标准，马路上每隔 30-50 米就有一个排水沟，马路边上的长方形地沟，

下面的管径在 20-30 厘米左右，干管埋在马路中间，有粗有细，较大的管径可以

达到一两米。支管和干管都是混凝土材质，以防渗漏。

按照我国现行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要求，城市一

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 0.5 至 3 年（即抵御 0.5 年至 3年一遇的暴

雨），重要地区也只有 3至 5年，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

的下限。

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 1到 3年一遇，能

够适应每小时 36 到 45 毫米的降雨，仅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管

线能达到 5年一遇标准。

北京的排水系统在国内建设的排水系统中已经算是先进了，其他城市的排水

系统设计更加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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