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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Framework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颜文涛  任 婕  赵筠蔚    YAN Wentao, REN Jie, ZHAO Yunwei

风险扰动背景下，韧性社区建设是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从日常生活视角着手，提出社区生活韧性的概

念，强调面对多种扰动时，社区维持或快速恢复居民对各类日常生活服务可获取水平的重要意义。社区生活韧性应以社

区居民作为韧性主体，在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亦要分层次、分阶段地满足其经受扰动过程中的各级日常生活

需求。通过分析扰动对社区日常生活的影响机制，指出保持社区中服务供应设施提供的服务可用性和连接系统所决定

的服务可达性是提升社区生活韧性的关键。最后，在充分梳理社区生活韧性核心要素与外部空间的交互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社区规划3个层面的规划响应策略，以期为我国推进以人为本的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Surrounded by various disturb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ommunit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urban residents' life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or rapidly restoring residents' accessibility to various daily life services under multiple disturbances. In 

order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living resilience, we should move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life and 

property and helping them realize their various daily life needs under disturbance phases.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sturbance on community residents' daily lif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key to improving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is to maintain 

the service facilities' supply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system's connectivity capacity.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elements of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and external space, the plann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levels: overall planning, detailed planning and community plan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oriented resilien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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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正

在从“城兴业，业兴人”向“城兴人，人兴业”

转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提

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

要理念。随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入人心，

学界亟需认识到：城市发展进程中纵然有很多

宏大的命题，但从城市广大人民的角度出发，

日常生活才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其

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前提条件。

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社

区不仅要能在正常状态下满足居民的各类日

常生活需求，还要具备在风险扰动中稳定地为

居民提供各类生活服务的能力，如此才能在城

市内外部扰动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维持好居民

的生活秩序，提升其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鉴于此，本文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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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韧性的表征测度、影响机制与规划调控研究”（编号5217804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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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社区韧性理念，提出并解析社区生活韧性的

概念内涵，进而建立起社区生活韧性的认知框

架，并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社区规划层面

梳理社区生活韧性的规划响应策略，以期为我

国韧性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1   社区生活韧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城市内外部风险扰动日益复杂的背景

下，韧性城市作为一种强调主动应对的风险治

理新范式[1]，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3]。

作为城市治理最基本的空间单元[4]，社区在扰

动过程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整体

的风险应对能力[5]；因此，社区韧性一直是韧性

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当前，社区韧性研究主

要从“灾害韧性”的视角切入[6]，强调从社区

物理环境、社交网络等方面着手，通过采取灾

前预防准备、灾时抵抗吸收、灾中应急救援、灾

后恢复重建等策略[7-9]，来减少居民生命财产损

失，从而避免社区出现活力减退、发展停滞等

现象[10]。韧性概念的引入更新了传统“被动式”

的防灾理念，为社区风险治理注入更加多元的

思路。但“灾害韧性”视角将社区韧性对象局

限在各类“灾害事件”上，“保障安全”自然

而然地被视为核心目标[11]，使得城市居民在生

存保障之上的生命健康、就业生计、社会交往

等需求极易被忽视，不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和

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12]。

不同于非日常生活的自觉性、创造性和

概念性，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习惯性、实用性

等特征[13-14]，是城市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通过提

供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生活组织及服

务设施来支撑居民日常生活[15]。近年来被广泛

讨论的社区生活圈概念，亦反映出社区规划建

设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而做出的努力。然

而，既有社区生活圈研究多从静态的视角审视

“日常生活”，重点关注正常状态下社区的空间

可达性、资源可用性及机会公平性等方面[16]。

事实上，在城市内外部风险扰动的作用下，城市

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会遭到破坏，进而导致部

分居民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日常生活服务[17]，

例如，疫情时期小区的“封门”措施就使得规

划的15分钟生活圈“名存实亡”，极大地影响了

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在城市内外部风险扰动

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社区规划应将扰动场景下

居民日常生活的维持纳入考虑，并采取适宜措

施保障社区居民在扰动环境中的生活秩序[18]，

帮助其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2   社区生活韧性的认知框架

2.1   社区生活韧性的概念内涵

社区生活韧性是从居民日常生活视角出

发对社区韧性的再定义，意图从以人为本的视

角明确社区韧性建设的核心目标，突出从提升

扰动过程中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角度，探索韧

性社区建设路径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将社

区生活韧性定义为：遭遇多种扰动并经历变化

时，拥有抵抗、恢复、学习、适应等能力的社区，

能在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维持或

快速恢复居民对各类日常生活服务的可获取

水平，从而实现维持社区生活秩序的目标。社

区生活韧性与社区灾害韧性在韧性主体、韧性

对象、韧性目标、韧性系统和测度依据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不同（见表1）。因此，对社区生活

韧性的探索，可以作为传统社区灾害韧性研究

视角的重要补充。

社区居民的安居乐业有赖于社区提供的

各类日常生活服务，包括生活物资采购、医疗

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这些服务的可获

取水平会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19]，[20]68。因此，本文提出“可获取日常生活

服务①”的概念，即社区中提供并能被居民所使

用的日常生活服务；相比于社区性能类指标[21]，

这一指标能更好地反映社区居民真实的生活

状态。在社区生活韧性研究中，则可以通过分

析扰动过程中居民可获取生活服务的变化来

反映生活韧性高低。图1展示了扰动过程中居

民可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动态演化过程，其

中，曲线a表示社区居民的可获取日常生活服

务始终维持在日常生活所需的最低服务水平

之上，韧性水平最高；曲线b表示社区居民的可

获取日常生活服务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至日

常生活所需的最低服务水平之下，但采取应急

措施后能保障居民平稳度过灾中应急阶段，并

在扰动结束后能恢复至灾前水平，韧性水平次

之；曲线c表示社区居民的可获取日常生活服

务会降低至应急生活所需的最低水平之下且

难以恢复，韧性水平最低。

2.2   社区生活韧性的关键要素

2.2.1    韧性对象：风险扰动

韧性对象是社区生活韧性研究中需要应

对的扰动议题。既有研究多将各类灾害事件作

① 可及性是评价公共服务质量更全面的指标，包括可达性、可用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方面，其中，可负担性、可接受性与可适应性受居民主观因素的
影响较大。本文在定义可获取日常生活服务时借鉴了可及性的概念，但仅保留其中相对客观且可以通过规划调控的可用性和可达性两个方面。

注释：

表1  社区生活韧性与社区灾害韧性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对比内容 社区灾害韧性 社区生活韧性
韧性视角 灾害视角 日常生活视角
韧性主体 “人” 社区居民
韧性对象 灾害事件 各类可能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的扰动
韧性目标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持正常生活秩序
韧性系统 居住空间、应急避难系统 居住空间、生活服务设施、交通/通讯连接系统
测度依据 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 扰动过程中居民可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下降幅度

图1  扰动过程中居民可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动态

演化

Fig.1  Dynamic evolution of residents' accessibility 
to daily life services under disturb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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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韧性的扰动议题[22]54，从日常生活视角

来看，社区在重大灾害之外还可能遇到诸多虽

不至于成灾，但仍然会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

造成影响的日常扰动，如：小规模城市内涝、小

范围停水停电等；事实上，日常扰动在社区生

活中更为常见，亦需要作为韧性对象纳入社区

生活韧性研究中。因此，从提升社区居民生活

质量的角度出发，社区生活韧性研究需要综合

考虑可能会对居民日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的

灾害事件和日常扰动，提升社区的总体适应能

力和发展转变能力[23-24]。

此外，社区韧性研究中在确定扰动对象时

还应做到直接影响与次生危害兼顾，以及内部

扰动和外部威胁并重。一方面，各类风险扰动不

仅会直接破坏社区中的生活服务设施，威胁居

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产生的次生影响和危害亦

会影响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疫情防控措

施虽能抑制病毒传播，但其对居民生活产生的

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如何减少疫情防控措施对

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是社区生活韧性研究的重

要议题[25]，对制定合理的疫情防控政策具有重

要意义。另一方面，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

元，是更大尺度城市技术服务网络、货物流通网

络、道路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26-27]，在城市空间

结构日益复杂、要素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发生

在社区外部的扰动亦会通过各类城市网络结构

对社区造成影响[28]， [29]448，也是社区规划建设需

要响应的韧性议题。

2.2.2    韧性主体：社区居民

长期以来，灾害视角下的社区韧性研究虽

然将韧性主体从“物”转向“人”[22]50，但更

多的是一种泛指的、未体现身份和需求特征的

“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存与温

饱不再是民众的基本诉求，越来越多的社区居

民渴望在社区尺度享受更加丰富的生活服务。

因此，在扰动情境下，社区在为居民提供应急

服务以实现安全庇护的基础上，还需要尽可能

地维持其对各类日常生活服务的可获取性，以

保障扰动过程中居民的生活质量。

根据各类社区日常生活服务对居民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性，可将其分为3个层次：满足居

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初级生活服

务；满足健康、交往、发展等较高级生存需求的

中级生活服务；实现居民尊重、参与等高等级

生活需求的高级生活服务[30]。根据马斯洛层次

需求理论，当低层级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人就

会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31]；社区生活韧性建设

中可将维持初级、中级和高级日常生活服务分

别作为社区韧性的底线、中线和高线目标，先

保证实现底线目标，再逐渐追求更高层级的目

标（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社区中存在不同

年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的居民群体，其日常

生活需求和获取相关服务的能力存在较大差

异[32]，社区生活韧性研究和实践要尽可能考虑

到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日常需求（如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婴幼儿家庭对母婴用品的需求、慢

性病人群对药品的需求等），并对社区中服务

获取能力较差的群体（老人、儿童、残障人士、

低收入人群等）予以重点关注[33]。

2.2.3    韧性系统：社区设施

社区日常生活由大量以获取日常生活服

务为目标的居民与社区设施间的互动过程组

成。社区设施是社区日常生活的重要物质环境

基础，亦是社区生活韧性提升的关键抓手[34]。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获取日常生活服务

的方式有线下、线上和线上线下3种[35-36]。传统

“线下”模式中，社区居民需要自行到达提供

服务的供应设施，在线下空间购买生活物品、

获取生活服务；“线上”模式则摆脱了对空间

设施的依赖，居民只需要线上访问生活服务平

台就能获得相关服务（如线上生活缴费、网上

听课学习等）；而“线上线下”模式中，服务获

取过程中的出行主体由“居民”变为商家或

者专业第三方的“配送员”，但和“线下”模

式一样，依然需要依托实体空间中的生活服务

设施和交通系统[37]。总结3种日常服务获取模

式的共性特征，可将居民获取生活服务的过程

归纳为：居民提出生活需求并获得反馈，通过

物流、人流、信息流等多种形式，从实体服务设

施或线上孪生服务平台（服务设施系统），经

由实体交通网络或虚拟信息网络（连接系统）

获取相应服务的过程（见图3）。

结合社区居民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大致

过程，可将社区中的设施系统分为服务供应设

施和连接系统两大类型。表2中列出了社区实

体空间中常见的服务供应设施，这些设施不仅

能为居民提供各类日常生活服务，还是社区中

重要的社会交往空间，是维持居民间社会联系

的纽带；道路交通网络、信息通信网络等连接

系统则在日常生活服务过程中发挥着承载人、

物、信息等要素流动过程的作用[38]。服务供应

设施提供的服务可用性（服务设施可正常运

转且其提供的服务总量能满足需求）[39]和连

接系统所决定的服务可达性，共同决定了居民

可获取服务水平，是影响社区生活韧性的两个

重要方面。

2.3   扰动影响日常生活的机制解析

解析扰动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机

制，是探寻社区生活韧性提升途径的重要前提。

扰动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本质上源于其对

常态化的日常生活服务获取过程的破坏；根据

图2  社区生活韧性分级目标图示

Fig.2  Target of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社区居民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过程概化

Fig.3  Generalization of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obtaining daily life serv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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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扰动主要影响的服务获取环节，可将扰动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机制总结为以下3种类型。

当扰动作用于社区居民时，会激发居民避

难、救护、防疫等应急需求，进而挤占社区设施

系统的日常服务功能，影响日常生活服务的可

获得性。当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扰动威胁

时，居民会自发或在居委会组织下采取各类应

急措施。这一过程会占用社区内的广场、道路以

及部分服务设施的空间，从而对正常的生活秩

序造成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典型的直接

作用于社区居民的扰动，当传染病疫情等暴发

时，一方面，病例数的快速攀升会导致社区乃至

更高等级医院的床位数出现紧张，各类医疗机

构的救治资源被严重挤兑；另一方面，社区层面

亦会采取应急管制措施抑制疾病传播，最终导

致居民日常的就医需求较难得到满足[40]。

当扰动作用于服务供应设施时，会降低其

服务供应能力，进而导致部分居民无法获得生

活服务。具体的影响途径可分为3类：第1类是直

接作用于社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其发生结

构性破坏。例如，社区遭遇洪涝灾害时，位于低

洼地的医院、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最先被淹，无

法继续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救护和生活物资供

应的服务。第2类是作用于支持服务设施运转的

基础设施系统、原材料和商品的供应链、物流系

统等。例如，位于社区外的农产品产地、转运场

站等遭遇自然灾害，使得运至社区内各类商店

的生鲜果蔬产品供应量下降、价格上涨，难以满

足居民的购买需求。第3类是扰动导致服务人员

无法到岗提供服务，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疫情管

控期间，人员出行受到限制，商场、理发店、干洗

店等服务设施被迫关闭的情况。

当扰动作用于连接系统，则会降低社区居

民与服务设施间的连通能力，导致日常生活服

务无法被获取。具体的影响途径可分为2种类

型：第1类是扰动导致部分连接线路出现物理

性的阻断，需要被迫改变服务获取路径，如城

市内涝导致部分道路被淹，需要从更远的路绕

行。第2类是扰动导致连通效率降低，如发生局

部交通拥堵，道路的通行速率会大大降低。两

种途径均会增加居民获取日常生活服务的时

间成本，虽然此时服务供应设施的供给能力未

受影响，但超出居民可承受时间成本的生活服

务会变得不可得[20]72，居民实际可获取日常生

活服务也会因此减少。

3   社区生活韧性的规划策略

随着城市中各类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城市

系统的复杂化、网络化程度不断加深，社区与

其所在城市乃至区域各地的功能联系都愈发

紧密，在社区生活韧性3大核心要素上都有所

体现。从韧性对象“风险扰动”层面来看，社

区不仅会遭受源于社区内部的扰动影响，还会

因城市/区域网络的传递效应遭受外部扰动的

级联干扰[29]489。从韧性主体“社区居民”层面

来看，现代城市交通体系和网络系统的发展普

及，使得其正常状态下获取生活服务的范畴已

经大大超出传统社区的空间范围[41]121；然而，

一旦居民跨社区出行的能力受到影响，其日常

生活的服务需求就会诉诸社区内部的近域服

务。从韧性系统“社区设施”层面来看，社区

中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正常

运转所需要的基础物资、生产原料、货物商品、

服务人员等大部分都来自社区外部，外部空间

的稳定支持对日常生活服务的供应能力至关

重要。因此，社区韧性提升不能仅将目光停留

在社区尺度，需结合社区生活与外部空间的功

能联系，在更高层级的规划中统筹考虑。结合

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各级规划所涉及的

空间尺度及其重点规划内容，提出从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社区规划3个层级对社区

生活韧性概念进行综合响应，从而切实提升扰

动过程中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见图4）。

3.1   总体规划层面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统筹和综合平衡城

市中的各类活动对空间的需求②，包含国家、省

级和市县3个层次。市县层级是响应社区生活

韧性建设较为合理的尺度，应重点关注合理布

局生活空间和大型服务设施、优化食品/医疗/

生活物资供应体系、优化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

统、合理预留城市应急活动用地空间等方面。

首先，要根据城市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特征

等，识别城市所面临的典型扰动类型及其时空

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合理布局城市生活空间

和大型基础设施（如水厂、电厂、能源站等），

从源头上规避各类扰动对社区生活的直接影

响[42]。其次，要在城市范围内布置规模适宜、区

位合理的食品、医疗和重要生活物资的生产、

储存基地，不断提升居民日常生活刚需性物资

的本地化、模块化供应水平，避免物资供应受

到更大尺度扰动的级联影响，减少城市局部遭

遇扰动时，其他区域无法获得应急及初级生活

服务所需物资的情况[41]127。再次，要不断优化

完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提升扰动场景下城市

表2  城市社区中常见服务供应设施与日常生活服务的对应关系

Tab.2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service supply facilities and daily life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日常生活服务
相关服务供应设施

大类 子类

初级生
活服务

生鲜果蔬服务 菜市场、农贸市场、超市、便利店
日用百货服务 超市、便利店、杂货店、商场

餐饮服务 餐馆、食堂、甜品店、蛋糕店
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院

中级生
活服务

教育服务 幼儿园、小学、中学
医疗服务 药店、社区卫生服务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医院
金融服务 银行、ATM机、信用社

高级生
活服务

文体娱乐服务 社区文化活动室、健身活动中心、图书馆、公园、绿地、健身房、休闲广场、网吧
日常管理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物业管理中心
个人护理服务 理发店、干洗店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提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统筹和综合平衡各相关专项领域的
空间需求”，“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

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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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居住片区外向连接的畅通性，确保社区

能源源不断地从外部空间获得日常生活的基

础资料，尤其要保障社区与城市中各类保供物

资仓库的畅通，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初级生活需

求。最后，还要在城市层面预留一定的应急活

动用地空间，承载扰动过程中新增的应急生活

服务需求。例如，城市中可以按常住人口数量

预留一定的应急医疗设施用地，以便在传染病

疫情暴发时用于方舱医院建设，从而及时转移

病患，减少疫情传播及其对正常医疗设施服务

能力的挤兑。

3.2   详细规划层面

详细规划的重点是对地块用途和开发建

设强度等作出实施性安排③，以实现空间精

细化治理的目标[43]。详细规划层面，可以重点

从优化生活服务设施布局和规模、完善片区

内生活性道路结构设计、加强应急服务设施

体系建设等方面助力社区生活韧性的提升。

借助近年来各大城市大力推进15分钟生活

圈建设的契机[44]，采用情景规划的方法，分

析不同规划方案在典型扰动过程中，各级生

活服务可获取水平的演化特征，并不断优化

基地范围内生活服务设施的布局和规模，以

及生活性道路网络的结构设计，优先保障低

层级生活服务的实现，并在考虑“成本—收

益”的基础上，适度兼顾中、高层级生活服务

的保障。在生活服务设施规模设计上，要适当

考虑扰动带来的服务需求的“潮汐”效应，

适度增加初级生活服务设施的冗余度，确保

部分习惯于从社区外部获取初级生活服务的

人群，在因扰动导致行动能力受限时，能就近

获得基础日常生活服务。同时，在详细规划层

面还要完成应急避难空间和救援疏散路线的

合理布置，为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并加强对应急避难空间生活性功能的设计指

引，如对中长期避难时医疗、淋浴、休闲娱乐

等中、高层级的生活需求予以回应，满足扰动

过程中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3.3   社区规划层面

社区规划不属于国土空间规划范畴，但却

是落实详细规划控制性指标和对接城市社会

治理的关键。社区规划不仅要统筹好社区内的

资源、配置好社区内的设施，还要在社会治理

中发挥一定的统筹协调作用[45]，应重点从提升

设施场地适灾性水平和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

等方面着手提升社区生活韧性。首先，可以适

当加强居住空间与生活服务设施的功能混合，

在居住小区内合理设置便利店、健身房等生活

服务设施。这不仅能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互动交

流，增强社区凝聚力，还可以增加社区居民面

临扰动时能获得多样化的日常生活服务的可

能性。其次，要提升生活服务建筑/场地的平灾

结合设计，从而减少扰动中设施功能失效情况

的发生，或及时转化功能以支撑扰动中的应

急生活服务[46]。最后，要鼓励社区居民自治组

织的规范化和成熟化，形成邻里广泛参与社区

服务、相互帮扶的良好氛围，从而提升其自适

应、自组织能力。当扰动发生时，要充分发挥社

区党组织、居委会在社区居民与上级政府之间

的链接作用，并引入商业企业、NGO组织等，

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挥其在社区风险治理中的

重要功能，帮助社区居民及时获得各类生活所

需。对于社区中的老人、婴幼儿、孕产妇、残障

人士等弱势群体，要予以特别关注，尤其要重

视其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殊初级生活需求（如

专人护理、母婴用品、就医等）的实现，提高其

生活品质。

4   结语

日常生活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是其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重要前提。社

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增强

社区韧性对风险扰动场景下居民生活品质的

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社区韧性研究多从灾

害视角出发，存在“重生命安全保障，轻生活

秩序维持”的问题，本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

发，提出社区生活韧性的概念，强调在多种扰

动下，维持社区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性。

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赖于社区提供的各类

生活服务。这些生活服务被获得并使用的水

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可以

采用“可获取日常生活服务”来表征居民的

生活状态，并用其在扰动中的演化过程反映

社区生活韧性。扰动发生时，会激发社区居民

的应急需求、干扰服务供应设施的供给能力、

图4  社区生活韧性的规划策略

Fig.4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community living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 同注释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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