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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上著名的港口城市大多都经历过因港而兴又因港而衰，但再次因港而兴的城市并不

多，汉堡则是港口城市成功转型的典范。本文构建了德国汉堡城市转型的产业 - 空间 - 制度协同

演化分析框架，研究揭示：汉堡城市转型紧紧围绕着港口功能和港口区域展开；城市产业转型过程

中需要空间载体支撑和政策与协调机制保障；继承性地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实行可持续的空间开

发计划、注重政策的系统性与协调性是城市转型成功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服务于

我国大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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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着产业演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衰退、资源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社会矛盾突

出等“城市病”倒逼城市被动转型，实现城市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

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较为迅速，也较早经历了城市转型[1]。有关城市转型的研究多集

中在综合型大都市和资源型城市方面，对功能更为单一的港口城市则研究较少。
目前全球 36 个最大城市中有 31 个是海港城市[2]，但其中很多是有着巨大经济体量和综

合性城市功能的巨型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等）。港口功能突出的海港城市尽管功能较为单

一，但仍然比工业型或资源型城市 / 区域（如德国鲁尔地区）具备更有利的转型发展条件：发

达的港口交通和物流体系可以便捷地发展新兴临港产业[3]；港区改造相对工业棕地改造容易，

有利于空间功能转型和拓展；港区的集聚、辐射、带动功能便于制定高起点的转型战略和规

划，上述有利条件推动港口城市更快地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产业演进是城市转型的驱动因素[4]，表现为传统工业加速发展，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

导演进，传统服务业为主向现代服务业为主演进、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演进；伴随产业转型，

城市空间重构与结构优化是城市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除了产业转型、空间转型外，政

府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也发挥了根本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许多城市在转型初期都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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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港产业工作岗位流失（1991-2001）

定过契合实际的转型规划，以及相应的宏观政策和制度保障[5]。本文通过构建汉堡“产业 -

空间 - 制度”协同演进的分析框架，介绍汉堡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空间和制度响应，以期

为中国城市转型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1 汉堡城市转型背景

汉堡位于德国北部易北河下游低地，离北海入口处约 100 公里，被称为德国的北大门。作

为德国重要的进出口口岸和经贸中心，汉堡长期以来发展的是传统工业以及与进出口相关的

服务业。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受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整个城市与附近区域陷入萎缩与

萧条，经济陷入危机，人口大幅衰减并开始大量外流。随着货物转运集装箱化，港口经济的技

术服务与管理模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991 年～2001 年，临港产业的流失率达到 40%，港

口依赖型就业人数由 14.3 万降至 11.2 万，下降了 20.1%[6]（表 1）。同时，荒废用地及未达到最

优化使用地区也在港口区域产生。
表现在空间上，是城市空间环

境品质的下降，以及传统工业区和

港口区土地与设施的荒废闲置。此
外，大量的失业人口还形成了一系

列社会问题，城市内部贫富不均现

象加剧。汉堡在城市发展衰退的同

时也产生了人口在城市中心与郊

区之间不对等迁移，结果更加剧了

自然、社会环境的不平衡。在土地

治理方面，当传统工业流失出走

后，原本的土地使用管制反而成为城市空间功能拓展的限制，无疑给城市复兴雪上加霜。

2 汉堡城市转型的行动与内容

2.1 产业转型

2.1.1 保留、升级港口优

势产业

汉堡在历史上就是一

个港口城市，因此在城市

转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港口产业。由于德国是发

达的工业化国家，作为德

国重要海上门户的汉堡也

在港口保留了部分工业制

造。值得一提的是，汉堡并

没有随着城市功能转型而

完全“去重工业化”。图 1

显示了汉堡港的工业用地

具体的港口相关活动

集装箱处理和码头作业

陆路运输与存储

公众当局，海关

银行、保险、批发和出口贸易

临港制造（造船、炼油、金属加工）

资本和货物投入的中间供应商

总计

港口占城市总就业人口比重

1991

23766

24052

5115

22290

19774

47545

142542

18%

2001

16088

21989

4591

20628

11892

38738

113926

10.9%

流失率（%）

32.3

8.6

10.2

7.5

39.9

18.5

20.1

-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计算整理

图 1 汉堡港口工业用地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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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德国的制造优势在港区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保留了港口工业，汉堡港的产业结

构仍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港口相关的服务业的优势地位在转型后得以确立。2011

年，在港口服务业就业人口中，商业、管理、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从业者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

60%、20%、12%、8%[7]。
航运业是德国港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转型中一直是汉堡重要的支柱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通过举办航运相关博览会、提供柔性化的航运服务、培养相关航运服

务人才等方式，汉堡实现了从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等下游产业到航运融资、海事

保险、航运专业机构等上游产业的迈进。尽管曾经因港而衰，汉堡仍然是当今世界三大船舶

融资业务中心之一（另两个是伦敦和纽约），其中汉堡以私募股权方式筹集船舶资金在全球

航运金融领域独树一帜。汉堡本身虽没有国际航交所，但由于靠近伦敦且政策透明，每两年

都会举行一届德国汉堡国际造船、机械和海上技术贸易博览会，展会不仅包括造船工业技术

和港口技术，还包括大量的海事服务展览，主要展示的是如何根据用户需要及时、有效地处

理多货种、多功能、范围广和不同周期的综合航运服务。这种柔性化的航运服务极大地满足

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汉堡航运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2014 年，汉堡共有 1700 多家

专业航运服务公司，超过 6000 家与航运业相关的企业和 24 万员工，服务范围遍及整个德国

和欧洲其他地区，提供各种仓储、配送、进出口集装箱装拆箱和门到门服务。
2.1.2 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承担新的社会生产分工职能，不仅代表着市场对经济系统整体产出的新要求

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新方向，同时也代表着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化水平。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

汉堡市政府及时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新兴产业培育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

跨越式发展。至 2011 年，汉堡的经济结构已从战后以造船、航运等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成以

高科技、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航空航天、电子、精密机械、光学和化学等新兴产业后

来居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新兴产业的发展基于对本地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利用，并通过升级现有基础设施来提高

终端的生产力，从而形成示范效应。例如，同样是发展风能产业，汉堡在常规招商引资的基础

上开展了“特色一站式服务”，除充分利用原有的风电技术研发、风电产品制造和出口优势

外，甚至还战略性地延伸到技术和产品的展览方面。自 1989 年以来，在距汉堡约 150 公里的

胡苏姆举办国际风能展，已成为该领域当今规模最大的行业风向标。世界知名的风能开发商

纷纷聚集汉堡，或设立研发中心或建立欧洲总部，著名企业包括德国西门子、印度风电巨头

苏司兰、丹麦风机制造领头羊维斯塔斯、美国能源巨头皮博迪等。在全球最知名的 15 家风能

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聚集在汉堡。
2.1.3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打造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协同合作网络对于知识创新和产业

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汉堡通过引导和实施积极的集群政策，为经济界、科技界和其他社会组

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创造了优良的框架条件。汉堡于 1997 年启动了首批集群倡议计划，五年

后进一步将集群政策提升为政府工作的主导理念，纳入汉堡州创新科技战略。作为发起者、
组织者和主管者，汉堡州政府各主管部门对相关集群定期评估，不断改善相关领域的基础设

施建设，并为企业创造条件，保障其产品和服务立足欧洲和世界市场。所有集群中都设有面

向职业实践的专业人才培训计划，以期充分挖掘和保障专业人才的创新潜力。

林 兰：德国汉堡城市转型的产业-空间-制度协同演化研究 75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25 卷

汉堡在 8 个未来增长型经济产业中引导、建立了相应的集群政策。最早的是 1997 年建

立的传媒集群。除了传媒集群外，汉堡还于 2001 年建立了航空集群，2004 年建立了北部生

命科学集群，2006 年建立了物流集群，2009 年以后建立了可再生能源集群、卫生产业集群，

以及北德海洋集群等。集群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北部生命科学集群和卫生

产业集群通过一个专门的公司建立起协同运作。以卫生产业集群为例，汉堡卫生产业在

2010 年到 2014 年间增加了近 17%的企业，2014 年从业人口 16.2 万人，占就业总人口

13.7%；生产总值 82 亿欧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9.4%，成为汉堡极具实力的增长型行业[8]。此
外，汉堡政府还对 8 大集群定期评估，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跨集群的培训计划。
2.2 空间转型

2.2.1 再度“因港而兴”的港区空间改造

汉堡制定了“因港而兴”的空间转型计划，主要通过港口新城（Hafencity）的建设来推动

实现。易北河是汉堡发展的基本命脉，汉堡比其他德国城市更能体现出城市建设与水、船运和

港口之间的密切联系。历史上港口为汉堡带来了商机与活力，但是随着海洋货运的剧烈结构

变化以及与此联系的港口经济引发了港口企业的彻底重组，并解放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港

口和城市间的关系。与老城区融合并提升城市活力成了汉堡建设港口新城的规划目标，旨在

通过荒废港区的改造挖掘城市潜力、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居住环境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面积达 155 公顷的港口新城是汉堡最重要的城市改造计划，也是欧洲同类最重要的项

目之一。不同于许多城市的内城区，港口新城将产业区与生活区融合在一起。在汉堡市政府

推动下，港口新城从规划开始，就极力避免新城变成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而是着力打造一

座宜居宜业的都市新区。港口新城在积极推动航运业、软件、通信、传媒、物流等现代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建设音乐厅、五星级酒店、航海博物馆、学校、幼儿园等综合

服务设施，将生产、居住、休闲、旅游、商务和服务等多种城市功能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拥有

180 万市中心居住人口，420 万总居住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来说，港口城建造无疑给汉堡带来

了新的活力，并使之在欧洲大都市中拥有了更大的竞争力。
2.2.2 重视空间改造的可持续性

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汉堡特别重视空间改造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增加私人投资并建立良好的收益机制来保障空间改造的持续性投入；二是对港区棕地的

改造注重对原有港口产业的能级提升，并进行基于产业比较优势的拓展性延伸。港区空间改

造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汉堡港发达的物流系统，拓展了港口与世界其他良港的连接性；此

外，还扩建了高效的铁

路与地铁运输系统，加

强了与欧洲大陆的消费

市场的联系。新的空间

形态很好地服务于现代

航运、现代物流等新兴

优势产业（图 2）。2013

年 1 月 1 日，汉堡港正

式结束了为期 125 年的

自由港身份，但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航运业，港口贸易仍然做得有声有色。

图 2 港口新城投资与功能配置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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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度与协调机制

2.3.1 以规划引领城市转型

科学规划是城市转型的先导。1985 年汉堡开始在城市发展转型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行

动，明确全球化趋势下城市发展目标与方向。在推进汉堡城市转型发展时，将都市设计、景
观纲要设计与土地利用规划进行整合，构建了汉堡在 21 世纪都市风貌发展与都市空间品质

发展的指导纲领和都市管制架构。同时，通过对国内外形势、产业发展态势的分析，准确地

对汉堡城市发展进行了定位，为汉堡城市转型指明了方向。以 1996 年汉堡议会所通过，由

都市发展局推动执行的“汉堡都市发展构想”来看，汉堡在全球化下城市发展转型有下列基

本的原则与内容[10]（表 2）。

2.3.2 相关政策引导城市转型

城市转型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制定超前又

可行的战略措施。汉堡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调控作用凸显，突出表现在政策的系统性与协

调性方面，加速了城市转型的节奏。以港口新城的规划为例，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促使汉堡再

次“因港而兴”，因此政策的着力点是改善港区的基础设施、对港区环境进行整治、对现有港

区建筑物进行节能改造等，而非重新规划和重建。改造和改建的复兴方式比重建的时间短，

投入资金少，可以较快地使衰败区域恢复原有功能、重新焕发活力，并防止其进一步衰败。
除了把握住大的政策方向，在汉堡的城市转型中，随着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相关

政策也相应集中在商业、服务、公共环境、居住、融资等方面。例如，为支持汉堡会展业的发

展和繁荣，当地州政府立法明确从宾馆饭店业上缴税收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并补贴给从事

会展设施建设和会展服务的企业。汉堡经济促进局拥有接近 5 万亿欧元的工商贷款、贷款

担保和风险资本等各种投资组合，其职能之一的商业融资职能，即是向小企业提供从事经营

表 2 汉堡都市发展构想基本原则、目标与内容

基本原则

全球性空间布局及思

考

都市改造行动所涉及

的策略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思考与原则

城市对外关系与国际

支持的营造

基本目标

世界城市网络节点的塑造

强化知识经济取向的都市产业

推动族群融合与社区营造

“福祉城市”(Well-Being City)的

营造

弹性、效率与情境推演的都市规划

新模式

建构具景观自明性的优质绿色城市

推动永续取向的“精致城市”
(Compact City)

打造工商服务环境与氛围的国际都

会

城乡都会发展中心的营造

详细内容

区域中心性的塑造

欧洲都会性的强化

独特(专业化)城市功能与氛围的营造

两德统一、东欧变局后新结构发展局势的利用

都市体质结构性的改造

全球性的战略思维

新经济发展区位条件的创造

公共议题，对话，参与及共同承载

学习，合作与整合

都市文化认同

经济“成长”与社会“整合”
“新经济体制”的发展与“社会均衡”的维持

“改善都市风貌”与“保护自然景观”
“适应变迁的能力”与“传承历史传统的能力”
汉堡都会区打造北欧成长驱动中心

全球城市（服务，国际会展，交通物流）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0]、[11]整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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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资金，从小额贷款直至数额巨大的风险投资资金。
2.3.3 科技人才培养支撑城市转型

汉堡是具有国际化城市特征的港口城市之一，一直被誉为“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不仅

经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培养现代化科技人才的中心。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发

展和广泛应用，汉堡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工业如造船等比重下降，工业产品集

中向高精尖发展，产生了五大带头工业：航空、电子、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制造、机械制造业

和化学工业，这种产业结构转变的结果之一是对科技人才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和人才市场

对科技人才的大量需求。
汉堡通过科技人才的培养有力支撑了城市发展的转型。针对现代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

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汉堡一改崇尚精英的传统教育，加强了很多与汉堡有直接关系的有特色

的培养重点，如航空与造船等研究方向，培养出大批既懂现代科技知识又掌握实践技术的应

用型人才。汉堡的高等科技教育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汉堡 - 哈堡科技大学为主，培养

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研究型和研制型人才。由于这类人才要求高而数量少，因此培养

出来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主要到一些国际型跨国企业及研究机构工作。另一类以应用科技大

学和职业学院为主，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包含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的培训体系，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并多才多艺的熟练劳动力；同时形成一个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培养并稳固雇佣关系，

使得汉堡在中等教育和有创新能力的蓝领工人的培养上形成了长期的技术优势。
2.4 产业 - 空间 - 制度的协同演化

2.4.1 空间重构与制度协调机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汉堡城市发展用地的紧缺与老港区的土地闲置就形成鲜明反差。
1997 年，汉堡启动全欧洲最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工程，老港区变成活力四射的“港口新城”。在

此过程中，政府制度协调机制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协同演化，推动了港口新城的开发和建设。
为了开发港口新城，汉堡市专门成立了港口和经济中心发展公司，到 2004 年起改名为港口

新城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和管理“汉堡城市和港口的特殊资产”，即汉堡

州属的港口新城地区的土地资源。公司是汉堡政府的委托派出机构，全权负责港口新城的开

发工作，有一整套公共监督、协调和分工体系（表 3）。

2.4.2 产业转型与制度协调机制

汉堡的产业结构由传统的造船业、提炼业和外国原料精加工业成功转向目前的航空工

业、物流业、传媒与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生命科学等产业，政府的制度与协调机制发挥了

表 3 港口新城开发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功能与架构

主要功能

转让土地来筹集公共投资的资金

前期拆迁和土地整理

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建设

开发商和大用户的寻找和签约

公关和宣传工作

主要架构

监事会

土地管理委员会

城市发展委员会

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部

建筑设计和空间规划招标评

选委员会

职责与组成

由政府成员组成

审批土地出让方案和进入遴选期（有规划

权的期权阶段）的投资者

主要由市区两级议员组成

进行具体控制，并发出建造许可

投资方代表和建筑师、建设和环保部的代

表、各区政府、港口新城有限公司以及所

在地区的区政府或议会代表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2]整理

78



4 期

重要作用。在相关行业培育、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集群打造、行业协会支持、高
端人才与产业工人的培养、供给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支撑了汉堡产业转型升级。在

新兴产业培育方面，现代物流、传媒和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都得

到了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表 4）。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3]整理

以航空制造业为例，政府在制度协调方面主要采取了四方面行动：一是为了增加汉堡在

航空领域的竞争力，企业、大学、协会、经济部门联合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了汉堡航空协

会。二是自 2012 年起在汉堡航空运作下成立了大汉堡区航空产业集群（Luftfahrtcluster

Metropolregion Hamburg），促进了汉堡地区的行业相关企业相互支持、配合高效缜密，使汉

堡真正成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基地。三是在航空业企业的协助下在本区域大学的内部设置了

专业科研部门，根据企业需要开设培训课程。如国家生产工程和航空技术学校（G15）是一所

表 4 政府政策支持、人才供给与相关行业发展

行业

现代物

流

传媒和

信息技

术

可再生

能源

发展现状

汉堡有超过 6000 家相关企业

和 24 万员工。汉堡港是欧洲第

三 大 港 口 ，2014 年 吞 吐 量 近

1.5 亿吨，运输集装箱 970 万

标箱，已成为世界 15 大集装箱

港口之一，也是欧洲对亚洲货

物运输中心

有传媒和信息技术企业近 2.4

万家，从业人员超过 11 万人。
是德国最大的报纸和杂志出版

中心；有超过 1600 家出版社及

传媒、信息和传媒技术公司；拥

有近万家信息技术企业，以及

从事数据处理、软硬件咨询和

多媒体、通讯企业的供应商

汉堡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迅

猛，被欧盟授予“2011 年欧洲

绿色首都”称号。汉堡仅 25 家

大公司就有 4000 多名员工，在

全球对可再生资源项目进行设

计、开发和融资。世界第二大风

能设备制造商 REpower 总部在

汉堡

政府政策支持

Logistik-Initiative Hamburg

由来自工业、贸易和服务业的

500 家企业和机构组成，目的是

继续加强汉堡在北欧物流地区

的地位。目前的工作重点是科技

创新和新技术开发应用

汉堡市政府、经济促进局、Ham-

burg@work 协会和业内企业联合

成立的汉堡媒体数码经济创新

协会，目的是加强汉堡作为媒体

大都市的领导地位。next Me-

dia Hamburg 和 next Media

StartHub 是负责解答汉堡企业、
机构和公众所有关于数码经济

问题的联络单位

组建了“汉堡可再生能源”联合

体，把行业中有兴趣的企业与研

发机构、协会、商会和政府部门

联合起来，拥有 150 多会员。联

合体积极支持技术和经验交流，

加强合作、技术转让和倡导创新

项目。此外，联合体支持企业新

人的培养和认证工作，推进地区

市场和宣传工作

研发与人才供给

17 所大汉堡地区的高校及 37

所与物流相关的机构提供多种

德语和英语的课程并且为物流

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包括

汉堡物流研究所、汉堡联邦国

防大学机械零件和工业物流研

究所、汉堡 - 哈尔堡工业大学

交通规划与物流研究所等

汉堡大学、汉堡－哈尔堡工业

大学、汉堡实用技术专业大学

等共同推进汉堡工商管理学院

(HSBA)建设。汉堡传媒学校以

及广电学院为本行业新生后继

力量的培养提供了多种方案。
大学和各企业之间不断进行项

目 对 接 。 汉 堡 大 学 的

Hans-Bredow-Institut 学 院

专门从事传媒领域的研究

汉堡 30 家企业有自己的科研

机构并和大学、研究所共同进

行研发。汉堡应用技术高等专

业学院和汉堡 - 哈尔堡工业大

学联合组建了 CC4E 新能源和

能源利用研究中心。为了培养

更 多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人 才 ，在

Lüchow 开设了硕士函授课程

和许多进修班课程。这些课程

都采用汉堡应用科技大学和

Lüchow 学院联合办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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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著名的航空技术的职业培训学校，其航空专业培训大纲被欧盟委员会授予“最佳实践

奖”；汉堡应用技术专业大学还专门开设了“飞机机舱内饰设计和工程”专业。四是推动成立

产业技术合作网络。汉堡在航空工业领域的本地大学，如汉堡－哈尔堡工业大学、汉堡应用

技术专业大学、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汉堡芬克维德技术中心和其他汉堡地区的大学共同建

立科研技术网络；此外，德国国内的不伦瑞克工业大学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也加入了这个网

络。经过不懈的努力，汉堡成为除西雅图和图卢兹之外世界上领先的民用航空基地，拥有超

过 4 万名专业技术人员，构建了从研发、制造、组装、航空运输系统、维修、修理、大修直至最

终废弃材料回收的完整的航空工业产业链。
2.4.3 空间重构与产业转型

空间重构为汉堡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上的保障。在汉堡港区，除了保留

部分港口产业用地外，大面积拓展了现代服务业的用地规模。汉堡港口新城规划建设的十大

空间板块的用地类型中，写字楼、文化创意、休闲设施、餐饮和零售、科技文化类占主要地位。
通过转型发展，汉堡不仅与港口相关的产业功能得到了恢复与完善，废弃港区的居住、商务、
游憩功能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表 5），具有活力的城市面貌日渐丰满。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整理

随着港口新兴产业兴起，港区以货物运输为目的的交通需求大大减少。为了促进商贸、
服务、文创、科技产业的发展，汉堡政府在港区规划了极其富有空间层次感的道路系统（图

3）。通过不同层次的道路设置，有效协调了港区不同性质产业发展的道路空间需求。

3 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转型是产业转型、空间转型、制度与协调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

表 5 港口新城规划建设十大板块简介

板块

名称

沙门码头 / 达

尔曼码头

沙门公园 / 格

拉斯布鲁克

布鲁克门码头

/ 埃利库斯

沙滩码头

远洋板块

易北门板块

罗门公园板块

巴肯港池

上港池

易北桥

特点

率先建成，面积虽小，活

力四射

都市中的绿地

毗邻老仓库城的绝佳办

公地

环境优美、位置超群的

水滨栖居地和办公场所

一个崭新的城区

港口新城的新知识园区

从工业先锋到绿色城市

两面傍水，居住和休闲

好地方

新的文化和创意中心

视野广阔的大都市商业

和居住区

面积

（公顷）

10.9

5.7

4.0

8.4

13.7

9.0

12.5

23.2

8.9

21.4

建筑面积

（万 m2）

26.1

11.9

10.6

24.3

30.3

18.9

20.3

38.3

2.5

56.2

就业岗位

（个）

2700

2600

3350

4770

6500

3700

3300

5000

500

13000

用地

类型

企业、办公楼、零售和餐饮

办公楼、学校、社会福利机

构、零售和餐饮

办公楼、学校、零售和餐饮

办公楼、酒店、餐饮和零售

办公楼、零售、餐饮、酒店

办公楼、零售、餐饮、酒店、
文化科技

办公楼、零售、宾馆和餐饮

办公楼、休闲设施、宾馆、餐
饮和企业

文化创意、餐饮

企业、写字楼、服务业、宾
馆、零售和餐饮

住宅

（套）

746

278

30

560

540

370

545

18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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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业转型是关键，空间重构是载体支撑，制度与协调机制是保障。产业 - 空间 - 政策与

协调机制协同演化，实现了汉堡的城市转型。
汉堡城市转型案例为我国大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是在充分

利用原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汉堡“因港而衰”又“因港而兴”的发展经验

表明，应注重对原有支柱产业的继承，而不是盲目更替支柱产业，注意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

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问题，通过战略性调整，选择所占比重大、综合效益高、增长潜力大、能
带动地区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传统产业加以扶持，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

业的升级演进。二是制定改造优于重建的空间发展战略，并辅以相关制度与机制保障。在空

间转型过程中，汉堡政府并不关注城市土地开发的一次性高额收益，而是注重形成良性示范

效应并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空间支撑，对包括港口新城在内的重点建设区域都采

取了继承性开发的策略。因此，承接城市空间结构框架、保留城市标志性构筑物与文化符号，

将其与城市未来空间发展规划融为一体，是实现城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健康转型升级的关

键。三是科学确定转型发展方向，注重城市转型政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这里牵涉到产业 -

空间 - 制度协同演化的问题，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未进行充分规划和设计的投机性建设，避免

缺少反馈性意见的冒进型建设，协调城市的改造质量、规划目标和建设进度，以实现城市转

型建设规划方案的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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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汉堡港港区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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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ergetic evolution of industry-space-system in
urban transformation

— Hamburg（Germany) as an example

LIN La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020，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world's leading port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the rise

and decline due to the port, Hamburg of Cermany is a model of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n Industry - Space -

System co-evolution of Hamburg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tudy reveals: Ham-

burg transformed tightly around the harbor function and the port area; urb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support of space carrier and security of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upgrad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mple-

ment sustainable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s, make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policy is important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At last, we draw some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from Hamburg to serve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con-

struction; policy; Hamburg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