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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布局的有效措施。文章以南昌市为例，选取 1990、2000、

2010、2017年共 4期遥感影像，利用 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其建设空间生长过程及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城市跨

江战略实施下研究区建设空间演化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①1990年代以来，南昌市建成区建设空间生长总体经

历了低速生长阶段（1990—2000年）、加速生长阶段（2000—2010年）、稳定生长阶段（2010—2017年），分别对应

城市跨江发展的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②空间生长模式可划分为填充式、外延式、飞地式 3类，不同阶段其生

长模式呈现差异，其中低速生长阶段 3类模式占比相差不大，加速生长阶段以外延式扩展为主导，稳定生长阶段则

以填充式扩展为主导。③不同阶段对应的主导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低速生长阶段主要受滨江沿岸自然环境、经济

发展程度及跨江交通设施的制约，城市跨江发展缓慢，两岸相对独立发展；加速生长阶段，由人口增长、经济快速

发展的内生推力以及地方政府发展意愿、跨江交通设施不断完善的外生拉力共同驱动城市空间生长，加速城市跨江

发展；稳定生长阶段，科技进步带动交通工程技术的提升及市场驱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型是促进空间生长的主要驱动

因素，该阶段滨江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城市“一江两岸”格局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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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江发展是国内外众多滨江城市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国外如伦敦跨泰晤士河、巴黎跨塞纳河、纽约跨哈得逊河，国内如

上海跨黄浦江、武汉跨长江和汉水、广州跨珠江等都成功地采取了跨江发展战略。滨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城市先单边沿

江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跨江的实力和需求时，再逐渐实现城市跨江双侧发展，从而达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目的［1-2］。

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各滨江城市的发展空间制约效应正逐渐凸显，在

此背景下跨江发展日益成为滨江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受滨江沿岸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滨江城市建设空间生长过程必然

会呈现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征与规律，具有特殊性和变异性，开展其研究对滨江城市空间拓展与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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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意义。 

自 1990年代上海率先实施跨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功以来，我国各地滨江城市逐渐意识到城市跨江发展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用

地需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还利于岸线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平衡开发，先后提出“两岸联动，跨江发展”战略，寻求新的发展

空间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学术界对城市跨江也展开了广泛讨论，多集中于跨江发展模式、过程阶段、动力机制等方面［3-5］。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区域发展水平是决定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不同城市适宜的扩展模式各异［6］，其周边自然地理状况

及区域规划发展情况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的扩展模式［7］。城市跨江发展普遍经历“单边—拥江”过程，不同地域滨江

城市在跨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们从时间、空间角度深入研究了不同城市跨江发展阶段及其演进特征，各

城市跨江发展随时代的变迁从萌芽状态经过发展热潮逐步转向稳定发展［8-11］，该过程与城市发展战略、综合经济实力、人口变动

和辐射功能、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12-14］

。 

概括而言，已有研究在城市跨江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有文献多立足于经济学、城市规划的学科视角，方法上以定性分析和归

纳总结为主；第二，在研究对象上以位于长江沿线的发达城市为主，如上海、南京、武汉等，对非长江沿线的滨江城市尤其是

欠发达城市关注甚少。南昌作为江西省会城市，跨江发展战略实施较早，于 2000年启动滨江红谷滩新区的开发建设，迄今城市

跨江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取得较大成就。为此，本文以非长江沿线的欠发达省会城市南昌为例，从地理、土地、城市规划等学科

交叉的视角出发，结合遥感与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跨江战略下南昌城区建设空间生长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以期深刻

理解并揭示研究区城市跨江发展的动态特征与基本规律，并为同类型滨江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发展决策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也能够充实、丰富城市地理以及城市土地利用学科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1 研究区概况 

南昌市地处江西中部偏北，鄱阳湖西南岸，赣江之滨，介于 115°27′E～116°27′E、28°27′N～29°27′N，是长江中

游城市群的省会中心城市之一。全市自然地貌以平原为主，西北为丘陵地带，稍有起伏；境内水系发达，赣江穿境而过，另有

抚河、青山湖、艾溪湖、象湖、瑶湖等河流湖泊广泛分布。本文选取南昌建成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

—2020）》，其范围东起瑶湖，西至长棱、麦园，北起北二环路，南至昌南大道，建成区面积约 330km2（图 1）。1990年代，八一

大桥、南昌大桥的建成通车带动了南昌城市跨江发展，至 2000年南昌市政府正式提出“一江两岸”跨江发展战略并全面启动滨

江新区建设，南昌城区建设空间生长进入跨江发展的新阶段。为支持城市跨江发展，南昌市政府、江西省政府先后搬迁至滨江

新区，生米大桥、英雄大桥、朝阳大桥、红谷隧道等多条跨江通道逐渐建成通车，滨江新区城市建设空间迅速扩展，迄今南昌

市城市跨江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较大成就，可作为研究滨江型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典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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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研究区数据获取以及城市跨江发展关键时间节点的考虑，本文选取了覆盖研究区的 1990、2000、2010、2017 年 4 期

Landsat遥感影像和 30m*30mDEM高程图，以及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图、道路交通现状图、1∶5万地形图和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具体数据处理过程为：①遥感影像获取：在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选择条带号 121、行编号 40 完全覆盖研究区并且云

量低于 10%，色彩辨识度高的影像，其中 1990、2000、2010 年使用了 Landsat-5TM 遥感影像，2017 年为 Landsat-8 OLI_TIRS

影像。②遥感影像解译：首先，借助 ArcGIS10.2平台并结合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图，对各个年份多源遥感影像进行裁剪，提取

研究区范围；其次，借助 Envi5.1 遥感处理软件，通过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对遥感影像进行辐射矫正处理，避免高度、角度、

大气等影响产生的误差，再基于研究区 1∶5 万地形图，采用从遥感影像到地形图的校正方式，均匀地选取 20 个控制点，采用

三次多项式模型和邻近插值法，依次对各期遥感影像进行配准，几何校正后的均方根误差控制在 1 个像元之内，避免图像因坐

标误差而产生几何变形；最后，对预处理后的各期遥感影像进行分类解译，并随机选取各年份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检验点共

800个，进行实测调研，结果表明各期影像的分类精度都要高于 85%，能够较好地应用于本次研究。 

2.2研究方法 

2.2.1全局特征指数法 

①城市扩展速率。城市扩展速率是指在研究时段内研究区域的年平均城镇用地增长面积［15］，反映了城市扩展的快慢，见公

式（1）。为更直观地反映城市跨江战略实施下研究区跨江发展建设空间的生长速度，本研究特别针对滨江新区计算其年平均跨

江扩展速率，见公式（2）。 

 

式中：Ev为研究区建设空间扩展速率；Aa、Ab分别表示研究区在 T时段内期初和期末建成面积；Rv为研究区跨江扩展速率；

Am、An则是滨江新区在 T时段内期初和期末建成面积。 

②紧凑度与边界分形维数。紧凑度和边界分形维数是反映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研究区形态特征的重要指标，体现城镇用地

斑块边界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根据斑块的面积与周长进行计算［16］。其中，紧凑度指数可反映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态，它是城市布

局差异和城市空间结构相结合的产物，边界分形维数表征城市形状的复杂性和城市空间生长形态的演变规律［17］。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为建成区紧凑度；a为城市建成区面积；L指城市建成区周长；F为城镇斑块在某一时期的分维数；Area、L分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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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周长。紧凑度 D 值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城市形态越紧凑，反之则反。边界分形维数 F 的取值

范围为 1～2，其值越大，对应的城市空间形态越复杂，反之则反。一般而言，若紧凑度指数越大，边界分形维数越小，城市形

态就更趋于规则，城镇化斑块中的空隙越少；反之，若紧凑度指数越小，边界分形维数越大，城市形态就更趋于复杂与不规则，

城镇化斑块呈现一种相对分散、随机的状态［18］。 

2.2.2景观扩张指数 

景观扩张指数（Landscape Expansion Index，LEI）是用来定量描述某一景观动态扩张过程的类型及其在空间上格局分布

的一类方法，既可表征景观空间格局，还包含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信息，可精确地识别微观斑块尺度的扩展模式，广泛用于识

别城镇用地扩展模式及分析其空间布局特征
［19］

。其计算如下： 

 

式中：LEI 为新增城镇斑块的景观扩张指数；A0 为最小包围盒里原有城镇斑块的面积；Aa 为城镇斑块的最小包围盒面积；

Ab为新增城镇斑块本身的面积。当 LEI为（50，100）区间时，则该斑块为填充式，即城市新增用地填充已有城镇用地斑块的空

隙；当 LEI为（0，50）区间时，则该斑块为外延式，即新增用地沿着已有城镇用地斑块外围进行扩展；当 LEI为 0时，则该斑

块为飞地式，即新增用地脱离已有城镇用地斑块。 

3 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过程 

3.1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阶段 

通过对研究区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得到 1990—2017 年研究区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时空演变图，如图 2。由图 2 可知：1990

年以前，南昌城区的建设重点集中于赣江东侧老城区域；1990 年以后，南昌市逐渐注重对赣江西侧滨江新区的开发建设，尤其

是进入 21世纪以来，滨江新区建设空间生长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用地扩展速率加快，城区呈现“一江两岸”的空间分布形态。 

 

利用 GIS栅格工具对研究区的遥感影像解译结果进行统计，发现 1990—2017年期间研究区城镇斑块面积由 77.95km
2
增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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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78km2，建设空间增长近 2倍。利用公式（1）、（2），对研究区各时段建设用地扩展面积及速率的计算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

知，研究区建设用地斑块面积不断扩大，其增速呈先缓再快后趋于平稳的“S型”增长特征，滨江新区扩展速率不断提升，其中

研究区扩展速度最快的时段是 2000—2010年，速率高达每年 10.17km
2
，据此本文将研究区城市空间生长过程分为低速生长阶段

（1990—2000 年）、加速生长阶段（2000—2010 年）、稳定生长阶段（2010—2017），分别对应跨江扩展的起步期、成长期、成

熟期。 

表 1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展速率特征 

时段(年)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17 

斑块面积(km2) 77.95 179.60 228.78 

扩展面积(km2) 28.45 101.65 49.18 

扩展速度(km2/a) 2.85 10.17 7.03 

滨江新区扩展速度(km2/a) 1.03 6.23 7.56 

研究区扩展类型 低速扩展 加速扩展 稳定扩展 

 

①低速生长阶段（1990—2000 年），对应跨江发展起步期。1990 年以前，南昌城市建设重心在赣江以东，滨江新区仅在沿

江一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建设空间有限。自 1990年代初，南昌市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开发园区

先后成立，逐步拉开了城市空间发展框架，并且在八一大桥、南昌大桥等跨江通道建成通车的带动下，南昌开始迈入跨江发展

时期，但仍处于跨江发展的起步阶段，受赣江的阻隔，跨江扩展速度缓慢。研究区建设用地面积在此阶段由 49.50km2 增长至

77.95km2，年均扩展面积为 2.85km2，其中滨江新区扩展速率仅为 1.03km2/a。 

②加速生长阶段（2000—2010年），对应跨江发展成长期。该阶段南昌市政府正式提出“一江两岸”城市跨江发展战略并启

动滨江新区建设，加速了赣江西岸建设空间的生长，有力促进了两岸生产要素流动。滨江新区在南昌市政府搬迁的带动下，建

设空间生长加速；老城区由于人口逐渐聚集，交通拥挤等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向东扩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减

弱了江河宽度的影响，跨江交通逐步完善，形成了赣江两岸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此阶段，研究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 101.65km2，

年均扩展面积为 10.17km2；滨江新区扩展速率得到极大提升，达 6.23km2/a，至此，南昌“一江两岸”城市格局初步形成。 

③稳定生长阶段（2010—2017年），对应跨江发展成熟期。南昌市政府为迎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制定了相应

的经济发展政策，进一步优化南昌产业结构及用地布局。在此期间，江西省政府搬迁至滨江新区，南昌市跨江地铁、红谷隧道

等多条跨江通道先后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江河的阻隔，加速了赣江两岸经济交流，实现了两岸联动发展。该阶段研究区用地

面积由 179.60km2增长至 228.78km2，扩展速率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其值为 7.03km2/a；滨江新区扩展速率则达 7.56km2/a，高

于研究区扩展速率，滨江新区成为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的重点区域。 

3.2建设空间生长形态 

借助紧凑度与分形维数对研究区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发现 1990—2017年研究区建设用地紧凑度指标总

体呈先减后增的趋势，分形维数则与紧凑度指数变化趋势相反，见表 2。1990年紧凑度指数为 0.77，分形维数为 1.03，研究区

建设空间总体布局较为紧凑，究其原因，1990年代以前，建设用地相对集中于老城区，滨江新区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江边一侧，

较为紧凑；至 2000 年紧凑度指数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值为 0.49，分形维数增加至 1.13，这与滨江新区内南昌经济开发区

的成片开发以及老城区建设用地边缘式、跳跃式增长密切相关；至 2010年两个指数基本保持稳定，紧凑度指数小幅降至 0.46，

分形维数保持不变；至 2017 年紧凑度指数提升至 0.84，分形维数下降至 1.01，城市空间形态趋于紧凑，主要原因是政府有意

识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开展土地节约与集约利用，促使此阶段城市空间生长以内部填充扩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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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南昌市城市空间扩展形态相关参数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17 

紧凑度 0.77 0.49 0.46 0.84 

分形维数 1.03 1.13 1.13 1.01 

 

另外，紧凑度与分形维数发生两次剧烈变动，分别在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低速阶段（1990—2000 年）和稳定阶段（2010—

2017年）。结合各年份的遥感解译土地利用图以及南昌城市发展规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的低速阶段形成

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加速生长阶段进一步巩固已有的城市发展框架，稳定生长阶段在已有的框架之中进行内部填充，不断完

善与优化研究区的用地布局。 

3.3建设空间生长模式 

借助 ArcGIS10.2软件，根据公式（5）计算研究区建设用地新增斑块的景观扩张指数（LEI），得到研究区 1990—2017年建

设空间生长模式的空间分布图，如图 3。由图 3可知，填充式、外延式、飞地式 3类城镇用地生长模式呈现各自典型的空间分布

特征。其中，填充式扩展主要分布于老城区以及扩展过程中其他片区的城镇化空隙；外延式扩展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广泛，主

要沿已有城镇用地斑块向外围“摊大饼”式扩张；飞地式扩展则体现了城市扩展的自发性与随机性特征，其布局远离老城区，

在研究区外围区域分布相对较多。 

 

为准确把握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对各阶段这 3类生长模式的面积与比例进行统计，如图 4。由图 4可知，

研究区建设空间低速生长阶段（1990—2000年），对应跨江发展的起步期，该时期研究区填充式、外延式、飞地式 3类模式占比

相差不大，以老城区主导的边缘外延式开发是该时期建设空间扩展的典型特征之一。城市加速生长阶段（2000—2010年），对应

跨江发展成长期，城市空间生长逐渐转向滨江新区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该时期城市用地需求的激增开启了外延式扩展的加速

模式，外延式扩展面积及占比在此阶段达到峰值；飞地式扩展也是该时期用地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其扩展面积与比例仅次于

外延式扩展。城市稳定生长阶段（2010—2017年），对应城市跨江发展的成熟期，在此阶段限于对生态用地、基本农田的保护，

为促进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该阶段城市空间主要以填充城镇化空隙为主，填充式扩展占比达到峰值，飞地式扩展则出现滑

坡，研究区用地趋于集中，城市边界形状趋于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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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区建设空间生长机制 

跨江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影响因素随着时间推进不断演变，在城市空间生长的不同阶段，推动其扩展的驱动力也将

呈现不同的组合形式。本文拟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规划、交通设施、产业结构与科技等方面综合探究研究区城市建设

空间生长的动力机制，如图 5。 

 

4.1低速生长阶段 

研究区城市空间低速生长阶段，即城市跨江发展的起步期（1990—2000年），该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规模较小，扩展速率

仅为 2.85km2/a，滨江新区扩展速率仅为 1.03km2/a。南昌市域河流除赣江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之外，还有青山湖、瑶湖、艾溪湖、

象湖等众多湖泊星罗棋布，且赣江西岸地势起伏，受江河阻隔及昌北梅岭区域地势限制，以及 20世纪初期赣江水位较高，修建

桥梁难度较大，在城市建设起步期，南昌市建设空间生长局限在老城周边区域，滨江新区新增城镇用地面积极少。 

滨江沿岸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城市跨江发展存在较大的经济成本，城市是否选择跨越发展，必须考虑发展实际，只有当经

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城市财力有一定富余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提升跨江交通技术水平，实现跨江发展。赵燕菁［20］指出城市超

常规发展标准为城市人口年增长率超过 3%，城市经济增长达到 10%，当城市发展较长时间保持超常规发展，城市则会适时采取

跨江发展战略。而此阶段南昌市人口增长缓慢，年均人口增长率仅为 1.5%，经济增长对人口聚集、产业拓展的推动力有限，处

于为城市扩展蓄积能量阶段，对用地需求尚未达到跨江发展的门槛。另外，此阶段跨江交通设施不足，仅有八一大桥和南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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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两座跨江通道，远未满足赣江两岸生产要素流动的交通需求。总体而言，该阶段老城区和滨江新区两岸相对独立发展，自然

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跨江交通设施条件是制约研究区城市跨江发展的主要因素。 

4.2加速生长阶段 

研究区城市建设空间加速生长阶段，即城市跨江发展的成长期（2000—2010 年），该阶段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展速度达到

10.17km2/a，滨江新区扩展速度为 6.23km2/a，城市空间生长以外延式用地扩展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南昌城市建设空间生长

加速生长阶段的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其中主导因素表现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政府引导、跨江交通的完善。 

首先，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是此阶段南昌城区扩展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经济水平的提升加强了南昌城区的人力、物力、财

力集聚能力，同时促进城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有效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生长。自 2000年以来，南昌市在保持经济持续较快

发展的同时，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10年间南昌市 GDP由 465.14亿元增至 2207.11亿

元，年均增速达 16.85%，长期处于超常规发展状态；固定资产投资在 2000—2010年内由 79.87万元增长至 1600.99万元，增长

了 19倍，带动了城市用地扩展的规模与强度，为劳动就业、产业发展以及房产开发注入活力，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建设空间生长。

经济水平的提升带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南昌市 2000—2010年人口由 432.55万人增长至 502.25万人，人口的增加催生

大量用地需求，直接导致城市建设空间扩展，并促进了南昌向赣江西岸的滨江新区寻求发展空间。 

其次，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一方面通过制定经济、土地、住房等相关政策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布局，另一

方面通过城市规划及区划调整协调城市各区域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已有城市空间格局。南昌市委、市政府在此阶段致力于拓

展城市规模，把跨江发展作为城市空间生长的主要形式，旨在打造“两岸联动”的发展格局。政府政策的引导进一步促进了南

昌“一江两岸”的发展，市政府于 2001 年搬迁至滨江新区，吸引了众多开发商进驻，为南昌“西进”拓展了新空间；自 2002

年红谷滩新区挂牌成立以来，各种政策倾斜，不断加强赣江西岸的招商引资，促进赣江西岸发展，加强两岸联系，建设重点逐

渐转移至赣江西侧的滨江新区。 

最后，作为两岸生产要素交流的载体，跨江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是城市跨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2000—2010 年，南昌先

后建成通车的生米大桥、英雄大桥，分别作为西湖区、青山湖区与滨江新区的主要连接通道，位于已有的南昌大桥、八一大桥

的南北方向，有效提升了过江通道密度，增强了赣江西岸的可达性，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生产要素的交流，从而加速南昌“一江

两岸”城市格局的形成。 

4.3稳定生长阶段 

研究区城市空间稳定生长阶段，对应城市跨江发展成熟期（2010—2017年），该阶段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展速率为 7.03km2/a，

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而滨江新区扩展速率达 7.56km2/a，较上一阶段继续上升。科技进步带动的交通工程技术提升及市场驱动

下的产业结构转型是促进该时期研究区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科技进步带动了交通工程技术提升，促进了跨江隧道、过江地铁、高铁站等城市大型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研究区城市建设

空间生长提供了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支撑。该阶段朝阳大桥、跨江地铁 1 号线以及红谷隧道等跨江通道先后建成通车，跨江桥隧

密度得到进一步增加，极大地缩短了老城区与滨江新区的通勤时间，有效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赣江两岸生产要素的无障

碍流通，城市“一江两岸”发展格局得到巩固。此外，位于赣江西侧滨江新区境内的南昌西站于 2013年建成开通，是南昌市首

个高铁车站，作为集铁路、地铁、市政交通设施于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滨江新区城市建设空间的生

长。 

市场驱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新的用地需求产生，进而不断优化已有城市空间格局。2010—2017 年期间，南昌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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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一产占比逐年降低，二产占比占据主导地位且维持在 50%～55%范围内，三产占比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产业结构转型

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类生产性和生活性用地需求。另外，为巩固城市跨江发展成果，滨江新区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实

施细则，吸引大量商务、旅游、信息行业的驻入，为新区“二次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加速其产业结构转型。滨江新区根

据“一产退出、二产淡出、三产突出”的产业发展定位，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至 2017年滨江新区产业结构优化为 0.82∶

26.01∶73.17，进一步推动了滨江新区城市建设空间的生长，有力地巩固了南昌“一江两岸”的城市发展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出发，对跨江战略下南昌城区建设空间生长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南昌市城市扩展速率呈先缓慢扩展再强势扩张后平稳增长的趋势。南昌市建设空间生长呈阶段性特征，以 2000

年为界，前期限于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交通设施的抑制增速缓慢，后期依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府政策扶持以及跨

江交通的不断完善，城市建设空间急剧扩张，其中 2010年以前为粗放式增长，后期呈现集约型扩展特征。南昌市城市形态呈不

均衡发展态势，各阶段城市空间扩展差异显著，低速生长阶段填充式、外延式、飞地式 3 类扩展模式相差不大，城市紧凑度急

剧减小，城市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加速生长阶段以外延式与飞地式扩展为主，紧凑度进一步减小，昌北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带动了赣江西岸滨江新区的发展，但限于交通和相关配套设施还不成熟，城市仍呈单中心布局；稳定生长阶

段填充式扩展类型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空间紧凑度指数略有回升，研究区城镇用地整体分散程度有所降低，城市空间趋于紧凑，

南昌城区呈现“一江两岸”分布格局。 

南昌城区建设空间生长过程与一般滨江城市空间扩展规律大致相同，从缓慢扩张随着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发展过程逐步趋

于平稳，其中跨江发展也从萌芽阶段历经加速发展逐步成熟。跨江发展初期，南昌赣江西岸建成区面积仅为 1.4km2，并且沿江

狭长布局，限于江河的阻隔两岸联系较少，发展速度缓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开始向赣江西岸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逐步完善跨江交通设施，促进两岸经济要素的交流，纵观南昌跨江发展下建设空间生长过程，南昌城市建设空间生长呈现以下

规律：①政策引导规律。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其主要引导城市的发展布局和发展方向，对于城市的跨江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实施跨江发展战略过程中，南昌市将市政府搬迁至滨江新区，并多次调整了行政区划，打破了城市行政区划

的约束，利于城市之间资源的整合。②交通驱动规律。跨江通道的建设，直接改善跨江往来的难度，缩短两岸通勤时间；间接

强化城市交通网络和区域内部的可达性，推动城市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各项资源的合理分配，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向赣

江西岸滨江新区流入，加快城市建设空间的“西拓”发展。③经济集聚与扩散规律。滨江新区的集聚和扩散能力随综合经济实

力的提高，跨江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不断得到增强，产业、资金、人才、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逐渐流入新区，从而促进城市

跨江发展。 

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突破空间制约，实施“两岸联动”发展的有效措施，根据研究结果针对性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

加大滨江新区资金投入，建设南昌市新城市中心，结合滨江新区地理条件和资源状况，加快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南昌实现多

中心发展模式。第二，注重城市空间规划，增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促进城市功能空间有机融合。第三，加快发展产业服

务设施配套，加快发展滨江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城市发展协调发展。第四，

加快构建多样化跨江通道，增强滨江新区可达性，建设滨江快速路将减少区域间的通行时间，促进两岸经济联动发展。限于时

间及数据获取等因素，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仅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府政策、

跨江交通设施及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分析，可能因素选取方面不够全面，且限于数据获取困难并未开展定量建模分析。在未来

研究中将进一步加强研究尺度的细化，全面选取城市建设空间生长的驱动因子，采取适当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建模，以更准确地

研究各因子对建设空间生长的驱动机制，并与南昌类似的城市进行横向对比，提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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