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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水地区是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通过对其特点总结及实例分析，提出了滨水区城市设计的策

略：突出滨水区在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营造亲水空间，重视滨水空间的可达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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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地区” /2345676894 1 尤指都市靠近海、海

港、湖等的滨水区、海边、江边、湖滨等，是城市中一

个特定的空间地段，它既是城市居民基本的公共空

间，是表现城市形象的重要节点，也是外来旅游者开

展观光活动的主要场所 : " ; % <。由于其在城市中的特

殊地理位置，因此，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形象塑

造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滨水地区城市设计的特点

!" ! 创造连续的近水公共空间可保证滨水地带的共

享性 # ! $

滨水地区往往是一个城市中景色最优美、最能

反映出城市特色的地区，因此，确保滨水地区的共享

性尤为重要。在城市设计中，利用连续的公共空间

/如林荫带、步行街、广场群和绮楼等 1 沿整个滨水

地带布置是保证滨水地区共享性的好办法。所有成

功的滨水地区开发项目，无一例外地将直接沿着水

体的部分开辟为步行道，而让滨水的建设项目后退

岸线。由于建设项目都是高层或多层建筑，后退岸

线并不影响使用者登高远望水景，同时也让出了岸

线吸引更多人来滨水区活动。

!" % 强化城市设计大纲，力求把握在全地段层面上

的风格特色，防止在地块层面上各自为政的城市设

计 # &，’ $

凡是滨水地区，其设计特点均离不开水，但要突

出本地滨水地区的特色，就应在整个滨水地段层面

做文章，创造自己的风格特点。犹如一切城市设计

问题一样，滨水地区的城市设计基本原则是 “整体

性”和“特色”两者的平衡。若以常用的“点、线、面”的

关系来比喻，则可理解为：一个景 “点”的设计，必须

放在整条 “景观带”的层次来考虑；一条 “景观带”的

设计必须放在整个城市的“面”的层次来考虑。也就

是 “每个城市设计项目都应该放在比该项目高一层

次的空间背景中去审视”。 / =369544，0$$$ 1 如果没有

一个全地段的大的构思，听凭开发者在自己的一小

块土地上任意建设，则极易出现杂乱无章的局面。通

过城市设计大纲来规范开发、指导、培育本地特色，

是有效的办法。

新加坡的“船艇码头”沿着水体布置了一长条富

有东方特色的购物街，它和成为背景的高层旅游、

办公楼形成高与低、现代与传统、简练与丰富的强烈

对比。既在对比中突出了滨水区的特色，又和作为背

景的市区相呼应。这条街作为一条“线”和市区作为

一个“面”的关系，是富有创意的。

!" ( 进行视线走廊分析，防止阻挡通向水边的视线

走廊 # )，* $

滨水地区之所以有特色，是因为有水景。因此，

在城市设计中分析视线走廊，控制建筑物的位置，提

倡点式建筑，反对板式建筑以防止遮挡视线，是滨

水地区城市设计中的重点。沿滨水地区利用空间轴

线，形成视线走廊，充分体现滨水地带的景观优势。

美国的圣路易斯市坐落在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

河两条大河的交汇处，滨水地带是其重要资源。该滨

水地带的开发规划将整个城市的中心轴线延伸到密

西西比河滨，在轴线上串连着市政府、主要公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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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体育场、会展中心以及联合车站购物中心等主要

建筑，与河流成 #$ 度角，两者的交点就是大拱门。拱

门底宽 %#"&，最高点 %#"&，拱顶是可容纳 %’$ 人的

眺望台。大拱门成为滨水地带的公共空间轴上的一

个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滨水地区视线走廊上的一个

视线端点。圣路易斯的滨水地区以拱门为中心，以

两条轴线为骨架，规划结构清晰，主体建筑——— 拱门

则以其优美的弧线吸引着无数游客，成为该地区的

视线焦点。

!" # 结合滨水地区的历史建筑保护，将历史建筑、历

史地段结合在城市设计中，提高滨水地区的文化氛

围 $ #，% &

美国的圣安东尼奥被著名旅游杂志 “柯尼旅行

家”誉为 “全美第二位，全球第九位最受喜爱的游泳

城市”。这里有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址，圣安东尼奥河

串连着历史保护建筑。迄今留下数百座西班牙人在

() 世纪建立的大宅院，成为吸引游人的景点。在圣

安东尼奥，西班牙文化的遗址随处可见，而墨西哥的

民族色彩又时时引人注目，加上美国印地安人的传

统文化，使这个城市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文化氛围。

与“保护”概念相对应的“再开发”*+,-,.,(/0&,123
是指对滨水地区进行保护的同时，把其中部分设施

赋以新的功能加以再利用，使滨水地区作为重要的

生活场所重新复活。这是实践中数量最多，难度最

大的开发类型。

综观滨水地区的城市设计特点，可以看出滨水

地区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其 “量”与 “质”都

是衡量一个城市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许多城

市依水而立，傍水而生，水滨资源十分丰富。)$ 年代

后，部分城市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的滨水地区开发

建设活动。%#)’ 年，合肥市率先利用护城河进行了

大规模环城公园建设，继而又有沈阳、西安、济南、成

都等城市的护城河公园建设，北京什刹海、南京秦淮

河、苏州城市水网的规划保护。

!" ’ 注重夜景工程，让城市公共空间发挥最大效益

夜景工程完善亮丽，不仅提升整个城市的形象，

也给辛勤一天的人们晚上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使

人们摆脱烦恼、彻底放松、充分享受宁静的夜空。它

还可以把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勾画出来，它与白天

有着不同的景观效果，尤其是夜间高科技的灯光使

深邃的夜空增添了梦幻般神秘，从而提升了旅游、商

业、娱乐的价值。如：南京的夫子庙，厦门的鼓浪屿

等的夜景工程很成功，在城市的形象设计中发挥较

大效益。

( 滨水地区城市设计策略

城市滨水区的更新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所表

现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是，

都对滨水区的环境质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不

同层面的城市设计，从宏观到微观，对滨水区的形体

环境的建设进行控制和引导，以创造充满活力的城

市空间。

(" ! 突出滨水区在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 () %，!* &

城市滨水地区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过去

的工业、仓储和交通用地转化为一种富有活力的公

共活动场所，能够广泛吸引城市中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和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即成为展现都市生活意

义的舞台。具体的手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设

置休闲、娱乐、观光、餐饮、购物等多种设施，以便产

生一种有吸引力的都市氛围；其二，创造多样化的开

放空间，为不同的户外活动构筑背景；其三，举办公

共性的节庆活动，吸引更多市民的参与。

以加拿大温哥华格兰威尔岛再开发为例，该项

目的总体设想是建设一个 “城市村落” * 45671 .8(9
(7:, 3，即将格兰威尔岛从传统工业中心转变成集现

代商业、文化、旅游、娱乐和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社区

中心，并有针对性地将公共娱乐活动定位于休闲、漫

步、购物和餐饮等。这种混合的策略使格兰威尔岛产

生一种持久的活力，不像许多西方的城市中心区那

样，白天人群熙攘，夜晚则成为“死城”。

此外，开发项目中还安排了多种公共空间和半

公共空间，供人们交流聚集、庆贺活动，每年在这些

公共场所举办的艺术表演、节日狂欢、划船比赛以及

各种慈善捐助活动等不下数十次。再开发后的格兰

威尔岛不仅吸引着当地居民，也吸引了外来的旅游

者，每年接待游客逾 )$$ 万人次，已成为温哥华地区

的公共活动中心口。

(" ( 注重亲水空间的创造 $ () % &

水景对人类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无论是开阔的

水域还是精巧的喷泉，都能让人产生愉悦的视觉享

受。滨水地区虽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过去由于滨水

大多布置着工业、仓储和交通用地，市民与自然水体

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亲水空间的营造就是要重建

人与环境的亲密关系，使都市生活中的水文化得以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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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巴尔摩内港的开发规划中，突出了以水为

主题的设计概念，为人们最大限度地提供了看水、

近水、玩水的设施与条件，规划以环绕水面的“#”字

型宽大的滨水游步道为纽带，将内港的各项活动场

所联系起来，使滨水环境成为市民大众共有的空

间。德国杜伊斯堡内港改造，通过内港大坝的建设，

将内港的水面提升，从而拓展了水域面积，使得莱

茵河的水上旅游更加繁荣。格兰威尔岛再开发同样

大做滨水环境的文章，设置了水上旅馆、水上住宅、

水上公园等项目，将水作为环境设计的主题贯穿全

岛。

一些临水布置的建筑和公园更是注重人们对水

环境的体验。$%&’()* 美术馆位于日本大阪湾南部的

天保山海港村，整栋建筑被置于一个抬高的平台

上。建筑与大海之间的护岸处理成渐次展开的台阶

广场，使通常将人与海隔开的堤防变成亲水性的公

共空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气息、波涛的声

响、夕阳的沉落，仿佛是一座海的剧场。美国匹兹堡

阿勒格尼公园原是一块极其狭长的河边交通用地，

经过改造沿河建立起一条悬臂结构的景观步道，让

人领略到近水漫步的乐趣 +
!" # 重视滨水空间的可达性 $ !，% &

滨水空间的活力与其可达性密切相关，即人们

从城市其它地方到达滨水地带的机会越多，就越能

引起人们对滨水环境的共鸣。当交通干道穿越滨水

地区时，往往形成许多支离破碎的空间，并阻隔其与

城区的联系。为了保证游人安全、便捷地抵达滨水

空间环境，目前倾向于采用人车分流的方式，尤其对

于规模较大的滨水区域，需要有快速交通的支持时，

更应确保步行者的权益。澳大利亚悉尼达令港改造

充分体现了这种 “以人为本”的理念，整个港区完全

考虑成步行区，并进行了详尽的环境设计，而穿越该

区的城市干道与轻轨作高架处理。相似的，挪威奥

斯陆的滨水区开发项目中则将交通干道置于地下，

地面作为步行者使用，沿途设有一系列公共空间。

!" ’ 保护与再开发滨水历史地段 $ !，’ &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与城市滨水

区息息相关，因而滨水地区通常拥有许多历史性的

要素，如城市中最原始的一段围墙，第一条马路，第

一段铁轨，第一个车间，第一个烟囱等等，这些都构

成人们认识历史的强有力的媒介。虽然许多这样的

构筑物已不再使用，但它们应该被认为是未来城市

中有意义的一部分，以体现城市发展的连续性。这

种思想在近几十年的城市滨水复兴运动中已获得广

泛的认同，尽管有些项目是出于旅游的目的。

悉尼岩石区改造在这方面较为典型，其开发计

划确立了文化、社会和历史价值优先的原则，并将该

区内重要的历史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时对整个

历史地段进行系统的保护、修复、更新与改造，加强

其面向旅游业的功能，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益。纽约

南街巷滨水区开发中，也将 “历史保护与复兴”作为

开发的主题，对遗留下来的码头、旧建筑、桥梁、灯塔

等加以修缮或进行审慎地改造，以图创造一种具有

历史感的场所。纽约甘特里公园甚至将遗弃的工业

构筑物略做修饰，作为公园的标志。

!" ( 强调滨水空间环境的整体性 $ !，% &

滨水地区是城市重要的开放空间，具有城市“门

户”和“窗口”的作用，其环境质量需要从整体上来把

握。滨水项目由于规模庞大、涉及面广，往往需分几

个阶段，花费多年时间方能完成，各个地块、不同时

期的建筑之间的协调变得十分重要。早期的滨水项

目在整体环境的连续性上存在不足，即使像巴尔的

摩内港这样较成功的开发也因缺少整体设计，新区

没有保持和延续原有城市肌理，各地块与建筑之间

非常孤立，缺乏有机联系。

以后的滨水开发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整体性和连

续性问题。悉尼达令港项目采用整体开发的策略，使

新区与邻近的中国城、娱乐中心、动力科学馆等组成

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些项目还通过环境设计来加强

整体的气氛，例如，用统一设计和制作的环境小品来

划分公共空间与半公共空间。格兰威尔岛开发项目

中，利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建筑不同的功能，从而在

视觉上将整个岛区整合于一体。

# 结语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滨水区的规划

与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城市尚在组织和编制

滨水地区的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学习、借鉴国外

成功的滨水城市设计经验，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实

现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城市滨水

区开发建设与西方国家在背景、目标和运作方式等

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城市滨水区开发的

动因是以传统产业的衰退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为特

征；而目前我国滨水区的规划与建设大多出于城市

空间的快速拓展和城市形象的塑造等原因。因此，不

王海龙：滨水区的城市设计特点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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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搬硬套国外的规划概念和开发模式，而应充分

研究和挖掘地域文化的特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滨水区城市设计理念和方法。才能引导我国城市滨

水区的开发和建设走向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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