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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滨水空间作为城市重要的开敞空间和游憩场所，对城市生态、市民交往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

梳理法，对近 15年的城市滨水空间研究进行梳理，结论如下：(1)滨水空间与城市的关系愈发紧密，并成为激发城

市新活力的重要举措；(2)开发利用的视角从单一转向多样，但从滨水空间本身出发仍是主流；(3)规划设计层次多

样，但缺乏多学科的综合考虑；(4)当前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存在开发机制研究不够深入、系统性的规划不足、定量

研究偏少等问题。论文从城市滨水空间研究的系统性、创新性和新技术应用、加强开发规划管理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展望，对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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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waterfront)是城市中一个特定的空间地段，是指与河流、湖泊、海洋毗邻的土地或者建筑，是城镇临近水体部分
[1]
，

按其毗邻水体性质的不同可分河(江)滨、湖滨和海滨[2]，是城市中自然环境类型最为丰富的地域。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陆域与水

域相连接的区域，是由城市水系形成的特殊水体空间，由水域、水陆线和陆域部分组成，范围包括 200～300米的水域空间及与

之相邻的城市陆域空间；从对人的舒适吸引距离考虑，其范围为水岸线平行距离 2～3千米，相当于步行 15～30分钟[3]。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从我国历史上看，上至王朝都城，下至村庄聚落，均追求“依山傍水、择水而憩”的选址建设标准，

使得滨水占据重要地位[4]。随着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滨水的航运作用降低，但国内已积极开辟国际航道运输，通过建立大容量

大型货运集装箱，最大化发挥国内滨水的航运作用，同时发掘滨水空间的更大潜力和价值。与国外发展不同，我国滨水空间建设

时间较晚，且发展的很大程度是政府为改善滨水环境，同时引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唤起城市活力。表 1展示

了国内不同阶段滨水空间开发利用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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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内城市滨水空间已开发建设案例 

序

号 
时间 项目名称 应用特征 

1 
1980

年 

南京秦淮河仿古

建筑群的保护与

更新[5] 

从安居工程(拆除沿岸不必要建筑)、水利工程(建设堤岸、修建三汉河口闸等防洪措施)、环

保工程、文化工程、景观工程的全方位角度进行整治，提升城市形象 

2 
1993

年 

四川成都府南河

公园整治 

以水的整治为主题，受到污染的水从府南河抽取上来，经过公园的人工湿地系统进行自然生

态净化处理，最后成为达标的“活水”，为居民提供游憩生活胜地 

3 
2006

年 

上海浦东陆家嘴

开发建设 

功能定位在城市中心组成部分，建成一个能够与世界上主要经济中心城市相媲美的城市中心

商务区，以高楼大厦、地标性建筑物吸引人群，构筑其为城市中心[6]，引领经济的发展 

4 
2012

年 

阜阳市颍河东岸

滨水地区交通体

系构建 

将城市交通和滨水游览交通分流、车行交通和人行交通分离，主干道形成“两纵三横”、次

干道形成“三纵四横”的路网系统；形成水陆畅通的游览交通系统，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滨水

空间的可达性和通畅性[7] 

 

城市滨水空间的巨大空间价值使其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是城市空间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国内众多学

者多从不同维度对滨水空间进行了论述，但缺乏系统的滨水空间研究体系。基于此，有必要对城市滨水空间的相关文献进行梳

理，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展望研究趋势，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市规划提供新的思路。为更好地理解和探索我国滨水空间的

问题，本文对滨水与城市的关系、开发利用模式、规划设计方法、实体景观及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和评述，并对未来

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 

1 滨水与城市 

(1)前期生存需求。 

我国关于滨水与城市的研究可追溯到古时城市建设遵循“靠山傍水”的选址准则，滨水作为人类生存、灌溉和运输的必要

源泉，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8]。居民选择临时居住点、村庄和城镇时，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一

般靠近河流湖泊而设，且靠近水面最有利于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马正林[9]便提出我国古代城市趋向于选址在河流沿岸或距河流

不远处，其根本原因是为解决城市供水和水路交通问题。桑琳[10]也赞同大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河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

供必要的水源、防御条件和便利的交通。这些观点进一步佐证了早时城市滨水的主要作用为生存、灌溉、运输。 

(2)后期发展、功能带动需求。 

现代城市滨水在城市中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系统，是涵盖自然生态环境、人工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多要素区域[11]，既是

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节点和休憩娱乐场所，也是外来观光者的旅行胜地，在城市中发挥多种作用。 

随着对现代滨水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学者开始注重滨水空间在城市中承担的功能。陈兴茹和王东胜[12]首先从城市经济学、

景观学和生态学角度出发，肯定滨水作为城市重要财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李建伟[13]则从价值判定层面将其功能系统归纳

为：城市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休闲功能、文化功能、商业功能和旅游功能。金继晶[14]也肯定了滨水是城市重要的资源。刘博敏

和张露
[15]

从滨水空间的功能定位、空间形态的角度探讨了滨水空间对转型时期城市规划的重要意义，结合近期城市滨水区发展



 

 3 

实践基础，提出滨水区的基础性功能、生产性功能、居住性功能[16]。 

近年来对滨水在城市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再次掀起热潮，成为应对城市功能结构老化、经济活力丧失、生态环境恶化、带动

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唤起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特色发展空间，提高城市竞争力[17]。 

2 滨水空间的开发利用 

(1)初期追求物质效益。 

滨水空间的开发利用最早追溯到 17世纪初，致力于物质环境的建设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城市滨水空间的开发和建设未曾得

到充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用地功能的调整以及交通运输功能的发挥受到忽视[18]。工业革命后，城市滨水的交通功能日益衰

退，人居环境的质量急剧下降，以物质、经济为目标的滨水空间利用模式遭到质疑[19]。 

(2)后期注重生态环境与人文价值。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以商务和游憩活动来带动滨水空间发展，成为许多城市规划中大的重要内容之

一。通过改善滨水空间的环境、交通条件等推进产业发展，可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20]。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与

环境的关系重新得到关注，滨水空间正朝着“塑造更加宜人的人工环境”和“维护更加脆弱的生态环境”趋势发展，并兼顾城

市经济和城市发展问题[21]，以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形象的塑造，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22]。 

①滨水空间总体开发模式是以景观的开发利用来控制整体风格。 

沈陆澄[23]从总体设计、景观设计的角度，通过调查滨水地区土地经济、景观建设、分期实施、规划控制等问题，协调了滨水

空间的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的规划。杭小强和吴耀华[24]则提出从景观的纵向分层和横向分段两个视角入手，探讨大尺度城市滨

水开敞空间的综合开发模式。 

②城市滨水空间土地利用开发模式的分类研究以法律法规为底线。 

陈兴茹采取功能为主的土地开发模式，通过“三线”来划定滨水空间内的土地利用模式。而朱喜刚等[25]从保障公众权益的

角度出发，提出滨水空间土地作为稀缺资源，要保证其公共使用率，应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城市白线”制度，以

此保证滨水公共土地空间的开发利用。 

③从游憩、旅游角度关注滨水空间的开发利用，体现其人文和社会价值。 

刘月琴[26]认为滨水区游憩功能的开发应强调其可持续性，对景观资源进行功能划分，并提出生态 RBD(休闲产业区)中旅游功

能开发的措施。庄志强[27]基于滨水空间的游憩功能开发理论，提出中心区滨水空间游憩设施的规划原则。另有王红等[28]结合青岛

田横岛度假区滨水空间规划案例，从城水共生、文化传承两个方面来探讨如何结合水系，营造多样化的滨水旅游空间，挖掘当地

文化并融入设计，彰显城市个性。 

滨水空间的开发利用层面，目前较多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和规划开发模式，且多从景观开发利用和国外成功的开发模式

入手来应用于我国滨水空间的开发，开发利用的内容从单一呆板的物质开发转变为多样灵活的关注景观利用、功能开发、游憩等

精神需求方面，但更多是从滨水空间本身出发，为滨水空间的开发寻求更科学、生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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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滨水空间的规划设计 

国内关于城市滨水空间的规划设计研究较为丰富，多从空间布局、用地配置、形态设计、设计方法等层面进行探讨。 

(1)空间美学与用地效率的提升。 

滨水空间的空间布局多侧重于空间序列的功能组织[29]，宏观的空间序列下，要求城市滨水景观与人流活动的统一，并兼顾主

流线和其他流线的人流活动，确保空间景观序列的连续性，提高空间审美。用地配置上立足于总体滨水空间设计存在的问题(例

如用地缺乏可持续性)，着重提高用地的可开发性[30]，黄翼[31]针对用地存在的单一化问题，提出滨水空间设计应强调多功能利用

的用地配置模式。在多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王琎等
[32]
利用遥感、GIS技术对滨海岸沿线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监测分析，为科

学的土地配置提供了参考。 

(2)和谐“水—人—城”关系的营造。 

滨水空间形态设计方面的分类研究以构建可持续的“水—人—城”关系为主。吴俊勤和何梅
[33]
将滨水空间分为紧凑型、集

约型和松散型形态，再对其进行活动空间、绿化空间、生物栖息地、交通空间和亲水空间滨水界面空间角度的分类设计，以形成

“水—人”之间的互动空间。而吴雅萍和高峻[34]则尝试从城市设计的评价标准中，解读城市滨水形态为“柔性空间”和“行为

倡导”，从而进行亲水空间设计。冯舒殷和刘业[35]等基于空间句法，利用其深度值、整合度、连接度和可理解度值探究城市滨水

空间形态的分布和渗透性，在量化方法下分析滨水形态空间与城市结构的“部分—整体”关系，促进“水—人—城”的可持续

共生。 

(3)设计方法尊重自然与人的使用。 

由于协调管理等多方面原因，地方在涉及河流等滨水空间设计时，多只着眼城市本身，或只单纯强调滨水的一项或某几项功

能，导致设计手法单一，形成“一水多规”局面，造成滨水空间各要素间难以协调的局面[36]。当今滨水空间设计的方法应结合经

济结构转型及城乡一体化规划要求，梳理各种功能，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筑、硬质驳岸、小品为主的造景上面”[37]。在此基

础上，孙倩和李兵营[38]提出利用现代景观设计学中的“5要素(区域、节点、标志、边沿和道路)”来设计作为滨水岸线景观，注

重整体感受。李永春[39]以现状分析为切入点，提出尊重自然与注重使用者感受的设计方法。另有诸多学者应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

手段，为城市滨水区的研究提供优秀案例，表 2展示了结合实践研究的滨水空间设计案例。 

表 2结合实践研究的滨水空间规划案例 

作者 研究区域 期刊 设计内容 

徐望朋和

卞晓俊
[40]
 

上海嘉定远香

湖周边地区 

《规划

师》 

从功能混合的空间结构、序列化的空间主题营造及立体化的交通组织等方面探讨了

上海嘉定远香湖周边地区的滨水空间设计策略 

邰学东等
[41] 

宿迁市市区运

河 

《城市规

划》 

以功能定位为导向，对土地开发利用模式进行探讨，确定了以商务、文化、居住、

生态和旅游为主的土地使用功能，与城市整体发展形成合力的活力混合开发模式 

宋伟轩等
[42] 

南京城市滨水

公共空间 

《城市与

建设》 

梳理滨水公共空间公共性的保护难题，以南京市各湖泊公共空间被占用情况为例，

以“公共信托原则”为启示，提出滨水公共空间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何建军等
[43] 

宁波市三江日

滨水核心区 

《规划

师》 

以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标识系统为研究对象，从公共空间的微观角度分析城市中心区

的步行空间环境，重点考虑标识系统的空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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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滨水空间的设计多是从单个要素、部分出发进行考量，在实践要求的基础上，与城市设计理论、方法相结合，再应

用于城市滨水空间的要素设计上。由于城市滨水空间是自然水域和城市空间双向渗透的复杂区域[44]，因此，设计存在缺乏综合多

学科、多方面的考虑，应从更广阔的视角范围内综合分析
[45]
，考虑对城市滨水区进行多目标的设计

[46]
。 

4 城市滨水空间实体景观 

由于城市滨水空间具有共享性、亲水性、识别性、连续性等特征，因此，实体景观严重影响着滨水空间的整体构图和环境审

美。在实体景观的前期研究方面，对城市滨水空间的驳岸设计、城市天际线和滨水建筑的探讨较为丰富。竺军和陈望清[47]提出从

设置植被缓冲带、采取台阶式的水体断面结构、近水边缘平面形式处理和设置亲水空间近水边缘与水体之间的垂直距离等措施

来设计不同的生态驳岸。王璐
[48]
则针对国内外主流的驳岸设计思想进行对比论述，并提出规划设计对策。侯征

[49]
从驳岸空间布局

的序列性、景观竖向性等多方面出发，论证滨水驳岸的设计方法。陈伟等[50]通过划分特色区段，多渠道、多类型绘制城市滨水空

间天际线，并通过三维实景模拟，动态对比制订控制策略。 

此外，对于滨水建筑的探讨总体需考虑景观资源的均好性体现。可通过安排不同高度与形态的建筑群体，平衡建筑形态[51]，

形成良好滨水景观层次，在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设计、建造滨水建筑的过渡空间
[52]
，满足周边居民对于资源的共享需求

[53]
。汪

霞等[54]就以水域空间建筑组群与水体环境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控制建筑群平面布局和控制建设强度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滨水

建筑环境规划与设计的具体手法和可行途径。 

5 城市滨水空间的使用评价体系 

对于城市滨水空间的评价研究，集中于前期规划评价和后期使用评价体系，且多处于定性评价为主的阶段，但不少学者已开

始探索定量评价。 

(1)规划定性评价。 

在滨水空间的前期规划评价研究中，多是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问方式。罗坤[55]在分析国内外绿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尝试

从公众需求和政策导向两方面定性地对绿道选线适宜性进行校核，以实现多目标相协调的大都市区绿道规划布局。郎小霞[56]采

用了偏主观的特尔菲法针对天际线、开放空间、滨水建筑界面、交通系统、滨水岸线和滨水景观的使用情况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定

性评价。 

(2)使用定量评价。 

对后期使用评价进行相关分类研究，采用各式成本工程和模型算法，通过指标值达到评价效果。徐赫[57]就利用经济学的

TCM(旅行费用)法，在游客旅行花费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和需求方程来实现游憩价值的定量评价。姜刘志等[58]利用多光

谱图像提取城市滨水空间绿地资源，采用“替代工程法、替代成本法”等选取土壤保持、涵养水源等 7个大项 14个小项，构建

定量绿地使用服务评价体系。 

由于国内滨水空间开发时间晚，规划体系尚不成熟，没有专项的规划支撑城市滨水空间的快速发展，大多依托于传统城市规

划理论，且国内城市滨水区的实践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研究进行的速度。因此，不少研究者意识到案例与理论研究适用性不明确的

问题，开始城市滨水空间的前期规划评价和后期使用评价，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也是评价方式逐渐精细化的过程，来检验城市滨

水空间规划建设的合理性。 

6 城市滨水空间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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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空间作为城市中极具活力的经济社会载体和独具吸引力的环境载体，正逐步成为全世界规划设计和城市建设的热点。

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借鉴国外学者先进的研究经验和方法来拓展研究视野，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如下问题： 

(1)缺乏规划的系统性研究。 

我国城市滨水空间研究发展至今，具有针对性、系统化的城市滨水区研究不多，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①城市滨水空间概念划分笼统。 

“城市”和“滨水”所指的对象笼统，城市滨水空间的定义过于广泛：从水体类型划分，滨海、滨湖、滨河甚至是湿地都可

算作滨水范畴；从城市类型划分，有河流城市、海洋城市、山地城市等多种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城市所关注的滨水空间不同，开

发利用方式等具有较大差异性，这和城市与“水”的文化背景相关。应该在基于具体背景的情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城市滨水空

间研究，不只是对已有规划理论、景观体系方法的机械套用。 

②研究内容单一，缺乏城市滨水空间内容的差异性研究。 

研究内容与设计策略仍限制在景观或规划体系上，少有学者对国内不同形态下开发建设对比研究、南北方背景差异下规划

模式的分类研究、内部要素与整体的系统研究、滨水空间和城市空间的整合研究、部分滨水空间与整体滨水空间的分布差异研

究。不能仅以是否含水要素为研究对象，忽略个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2)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与延续性，研究成果共享性与通用性较低。 

案例研究尚停留在个案研究的层面，缺乏一个可参考的通用规范，虽取得一定研究进展，可引入城市设计中协调各专业不一

致的问题，尚未形成研究系统。 

①开发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纵观国内滨水空间的研究，大量文章对滨水空间开发利用的探讨只是落脚在借鉴国外滨水空间开发成功的经验上，提出笼

统原则的表层，简单套用模式方法，问题研究停留在物质表面，却少有人深入分析国内现存开发利用的问题。滨水空间开发的科

学系统性、开发的动力机制、开发后使用效应评价以及政府如何统筹引导滨水区开发等问题需进行更深入和针对性更强的探讨。 

②模式定性描述居多，评价定量描述研究偏少。 

理想的城市滨水空间规划应建立在科学的开发模式基础上，应结合前期规划评价和后期使用评价，确保城市滨水空间建设

的合理性。然而国内滨水空间规划大多只是对滨水利用模式、景观的生态价值、使用价值以定性方法做评价或者描述，较少学者

采用定量方法对滨水空间的整体综合要素、游憩价值和人文价值等其他价值做量化的评价。在现有定量研究中，也因其量化指标

的选取不能系统科学地评价全部重要因子，严重影响评价的科学性。 

7 研究展望 

鉴于城市滨水空间研究的以上特点及其不足之处，结合所学实践，认为未来我国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几点： 

(1)加强研究的系统性，统筹多学科、多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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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首先对其进行研究概念的科学分类，定义滨水空间的概念，而不是笼统套用广义滨水空间的概

念，具体地域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概念、不同地域(南北)、不同形态的滨水空间开展差异研究，开展滨水空间内多种要素的研究，

注重其内部、外部要素的整合，不只局限于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与模式。当前城市滨水空间的规划，涉及地理学、建筑学、城乡

规划学、土木工程、景观生态学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如何通过多学科融合，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建设一个多功能平

衡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得以保护的可持续滨水空间，需不断加强认识。 

(2)加强规划层面现代技术的应用研究。 

现代城市社会对城市滨水空间的精神诉求、文化向往越来越强烈，对规划设计时的需求也愈加多元化，这要求滨水空间规划

设计时不只局限于规划类软件，满足于滨水空间本身的设计，更要加入多要素分析的软件，关注滨水空间要素间、与城市空间的

用地、社会空间关联等的关系，并提供滨水空间规划前后期的评价监测。基于此，应在加强规划原理的基础理论上，加强新技术

的使用，满足城市、市民多方面的需求。CAD、ArcGIS、3DMax、空间句法、ENVI 等新技术可为城市滨水空间设计提供更好的表

达与评价手段。 

(3)注重可行的规划管理研究。 

成功的滨水空间开发必然是市场与政府有效结合的成果。当前滨水空间开发大多是市场力引导的结果，缺乏政府良好的公

共政策引导控制，导致滨水空间的部分功能利用留白。应加强研究市场机制下的开发政策和政府相关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加强

公众参与力度。运用城市经营与政府协调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城市滨水空间的发展。在规划管理方面，政府应该

组建专门的项目管理机构进行监管，避免滨水空间“私有化”，保证其公共性，在此基础上制订规划大纲、政策等，保证城市滨

水空间开发目标的实现，促进城市滨水空间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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