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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内河旅游研究评述

胡敏杰 1，宋立中 2

(1.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2.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福州 350108)

摘 要：城市内河由于具有文化遗产承载、生态环境调节和城市形象构建等多元功能，逐渐成为国内外城市内河

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向，是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内河旅游相关文献的梳理，

发现国外研究主要涉及内河旅游产品类型、旅游影响、旅游管理、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而国内研究则主要趋向于

城市内河沿岸景观布局、内河水体旅游规划设计、城市内河旅游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缺乏系统的阐述。本文通

过对国内外城市内河旅游研究的评述与展望，希望对国内城市内河旅游发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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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内河伴随着城市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蕴含着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个性和历

史底蕴，是构成城市元素、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功

能空间。从地理空间概念上来说，其范围包括内河

本身、河道和两岸景观带。自古以来，城市内河就

是城市文化、商业和休闲游憩的核心区域，是城市

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城市内河积累了不同

时期、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内河沿岸的古老建筑、

传统民俗、特色街道等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

带，是构建城市旅游的重要部分。城市内河的旅游

开发是一个城市文化传承、形象塑造、产业转型、内

城更新和遗产再利用的重要工具，对城市的社会、

经济、文化和环境保护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国外发达国家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较

早，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产业重心向服务业转

移，西方城市的休闲、旅游等活动逐渐兴盛，这为城

市内河的再度开发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国外相

关领域学者也开始了对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取得

了卓越的成果。而我国虽然城市内河众多、历史悠

久，但对于城市内河的旅游开发和研究却远远滞后

于国外，现有文献大多是基于资源禀赋的规划、设

计，对国外城市内河旅游开发的经验借鉴深度不

够，相关理论、方法尚未厘清，缺乏普适性。本文通

过梳理与整合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Geographical Journal、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Geographical Research、《城市规

划》、《规划师》、《经济地理》、《世界地理研究》等国

内外地理与旅游学核心期刊中有关城市内河旅游

的文献，在内容、理论、方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城市内

河旅游研究进行文献回顾与述评，希望对今后国内

相关研究和产业实践有所裨益。

2 国外城市内河旅游研究进展

纵观发达国家城市内河的开发历程，大致经历

了“自然—繁荣—衰退—复兴”的过程。国外对于

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发与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

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广

泛的文献搜索可知，国外对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主

要包括内河旅游产品类型、旅游影响、旅游管理、理

论与方法等方面。

2.1 城市内河旅游产品类型研究

欧美等国家的城市内河经过再开发后，旅游活

动类型多样，可以满足各种层次旅游者的多样需

求。城市内河旅游活动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内河水

体区域及其腹地空间，将水域和陆域良好结合，各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31卷 10期

种娱乐项目丰富多彩，“亲水”特征突出。在内河水

体区域开展的旅游活动包括划艇比赛、游河早餐、

游船观光、通宵舞会、节庆和赛事等。在内河沿岸

景观带及其腹地空间开展的旅游活动主要有自行

车游、徒步旅行、郊外野营野餐、越野和竞技等。城

市内河旅游多是开放性的，水陆遍布休闲场所，深

受旅游者和城市居民的喜爱。

Josef对欧洲河流旅游研究进行了概述，归纳了

城市河流旅游活动类型，主要包括河流巡航游、游

艇度假游、独木舟游、沿河自行车游及各种主题旅

游等，并对各种旅游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市场细

分[1]。Wicks等对美国内河船只博彩旅游的原因进

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内河船只博彩旅游所包含的活

动类型[2]。Huang通过对新加坡河户外解说中心的

研究，指出解说中心是一个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

的描述来纪念河流的露天博物馆，致力于展示底层

社会的历史，深受旅游者的喜爱[3]。Rice等认为，与

河流有关的集市、节庆、公共活动在城市内河旅游

中是存在的、频繁的和流行的[4]。Savage等以新加

坡河为例，对“河边餐饮”旅游活动在城市内河区的

开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5]。Argent等认为都市内河

滑水游和高尔夫游应该成为新的极具吸引力的内

河旅游项目[6]。Thurau等研究了巴拿马运河城市旅

游，指出16世纪的海盗遗迹和西班牙要塞，20世纪

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当地印第安村落都是很好的城

市河流旅游吸引物，可以此为基础发展河流生态旅

游[7]。Howard以澳大利亚墨累河为例，探讨了建立

城市沿河旅游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并归纳了几

个最适宜城市内河开展的旅游项目——划船、散

步、游泳、河畔餐饮、钓鱼等[8]。

2.2 城市内河旅游影响研究

城市内河旅游作为城市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对

系统内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在社会影响方面，Hsu对密西西比河沿岸城市

内河船只博彩旅游的公众认知进行了鉴别，得出了

一个令人吃惊的复杂结果：许多保守的居民认为博

彩旅游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更严重，即嗜赌成性、

负债累累和家庭破碎[9]。Dobbs通过对新加坡河流

旅游的研究，指出随着河流功能从一个“工作性河

流”向“遗产和旅游地”的转变，改变了河流的身份

和城市的形象，影响了公众与城市空间的关系[10]。

Savage等认为新加坡河作为一个主题旅游区满足

了旅游者及新加坡人对于可持续旅游的各种需求，

亦即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求[5]。

Chang等论述了新加坡河流主题旅游区对塑造国家

和公众文化归属感的意义，强调城市内河旅游对于

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和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11]。

Howard 认为，墨累河沿岸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展对

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经济、历史和传统民俗都有

重要影响，促进了沿岸城市人口、经济和社会文化

的转变，决定了沿岸城市未来发展方向[8]。

城市内河旅游的经济影响研究展示出：城市内

河旅游对城市的发展和复兴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对城市形象、赋税收入、商业发展等都有积极的贡

献。Cordell等认为城市河流休闲活动在城市经济

发展中已经展现了积极的影响，能够提供一种对环

境友好的方式推动不景气的都市经济的发展 [12]。

Haley等通过研究 1990年《伊利诺伊州内河船只博

彩旅游法案》的颁布对该地区的影响，发现内河船

只博彩旅游为当地萧条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同时也提高了当地政府税收收入[13]。Truitt通过

对美国城市内河船只博彩的研究，认为基于内河船

只的博彩旅游为当地创造了工作机会和税收，从而

可以改善居民生活，而且内河船只博彩旅游的开展

成为美国许多沿河城市经济复苏的首选[14]。与此

同时，城市内河旅游的发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Johnson等描述了与城市内河旅游有关的3种成本：

财政和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随着旅游者的增

加，对基础服务(如治安监管、交通设施、消防和健

康医疗等)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这就相应增加了当

地社区的税收负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15]。

城市内河旅游的资源环境影响一直是国外相

关学者研究的重点。积极方面，Savage等通过对新

加坡河流旅游开发前后区域环境的对比研究，认为

自从河流成为主题旅游区和高档景观住宅区后，河

流沿岸原有的固体废弃物、化学污染物、肮脏恶臭

物等都不复存在了[5]。Howard则强调城市内河旅

游发展深受当地政府的喜爱，因为它帮助增加休闲

需求、改变经济结构，同时作为一种清洁产业改变

了人们的旅游认知，保护了旅游区环境[8]。消极方

面，Hohl等认为城市内河旅游，特别是相关休闲活

动，会通过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污染、侵蚀等造成城

市环境质量的下降，并使得内河沿岸部分地区出现

过度拥挤的现象[16]。Prideaux等研究了尼罗河埃及

段城市河流旅游的发展，指出随着对城市河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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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增长，旅游的发展成为埃及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力量，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城市河流旅游

的开展也消耗了东道国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和人

造资源的消耗，也包括文化资源的消耗[17]。

2.3 城市内河旅游管理研究

国外关于河流旅游尤其是城市内河旅游的管

理特别强调政府在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管理

职责。

Savage等通过对新加坡河主题旅游区的研究，

发现新加坡河旅游的发展主要由城市重建局

(URA)和新加坡旅游局(STB)这两个政府机构负

责，其中，URA负责河流沿岸的历史遗迹和建筑遗

产等硬件设施的保护与修复，STB则更注重河流活

动和土地利用等软件的管理[5]。Thurau等认为巴拿

马已经把旅游看作是摆脱经济萧条的有力武器，巴

拿马政府已经致力于改善巴拿马运河旅游区经济

和自然文化资源的保护，政府计划吸引外来投资者

以发展区域的旅游基础设施，包括酒店、购物中心、

饭店和游艇码头等[7]。Prideaux等研究了亚洲开发

银行设立的旨在培训和增强城市河流旅游管理能

力的项目，这个项目中由相关专家设计的专业培训

课程和方案可以有效地提升管理技巧，并建立一个

核心的河流旅游管理者组织和国家旅游组织[17]。

运用相关理论或理念研究河流旅游管理问题

在国外也很普遍。Josef运用“整体管理”的规划理

念，认为现代旅游规划通常为旅游地制定“整体管

理”的理念，旨在为旅游者提供各种各样复杂的旅

游服务，这种理念对于规划和组织河流旅游是极其

有用的，它可以支持和整合各种不同的与河流有关

的旅游类型，提高游客旅游体验[1]。关于河流旅游

管理的主体，Hillman等认为，从历史角度来说，河

流沿岸土地所有者和政府机构在河流旅游管理中

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已经影响了河流旅游管理

机构的政策制定[18]。Hillman研究了河流旅游管理

中的公平性原则问题，认为公平性原则在河流旅游

管理中是极其重要的，不同的或者有争议的公平性

概念使政策制定和实施复杂化了，从而产生了在多

重目标和有限资源背景下的城市河流旅游管理问

题[19]。利用地方依恋理论进行河流旅游的管理也

是一种常见的管理方法。Rice等依据地方依恋理

论，认为情感或地方依恋对于城市河流旅游的管理

是有效的和廉价的，河流中心社区的地方依恋不仅

对当地河流本身的使用有益，在更大尺度上对区域

环境也是有利的，充分利用其进行旅游地的管理有

利于旅游地的持续发展 [4]。Jackson 等认为澳大利

亚的热带河流管理和河流旅游资源管理目前已经

从单一的资源发展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和

视角的思考，这就加速了水资源利用、管理和定价

方法的转变，同时社会的转变已经引起河流管理利

益的多元化趋势，这就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价

值和水资源管理目标体系来应对[20]。

2.4 城市内河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国外现今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研究的理论主要

涉及社区参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形态学

理论等；研究方法众多，主要包括访谈法、问卷调查

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等。

城市内河旅游与城市社区紧密相连，社区环

境、社区居民对旅游的认知、社区的空间容纳力等

都影响着内河旅游的发展，因此，社区参与理论在

城市内河旅游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过去几

十年里，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一直是相关研

究的热点，Pizam等认为理解社区居民对城市内河

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对于维持社区居民与旅游发

展之间的互利双赢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他通过内河

博彩旅游的居民感知对比分析，发现社区居民对旅

游发展的影响具有相似的感知[21]。Perdue等通过调

查社区居民对城市内河船只博彩的态度，发现内河

博彩旅游对社区而言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提供工

作岗位、休闲与文化机会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消

极的影响则是提高了生活成本、交通拥堵、犯罪率

和噪音污染水平[22]。Chen等利用纵向调查法，通过

对访谈和问卷数据的分析，尝试着去评估社区居民

对内河船只博彩旅游所造成影响的认知，归纳出 5

个对社区影响最为重要的方面，即犯罪率、经济影

响、社区形象、社区活动和公共服务，并认为社区居

民对在其社区范围内开展的内河博彩活动的评估

取决于社区的公共服务质量以及居民参加的娱乐、

休闲和文化活动 [23]。Savage 等通过对新加坡河沿

岸社区原住民的调查，指出许多原住民都对河流保

留着美好的记忆，当被问及为什么经常回到河流来

时，他们回答是由于对河流的社会和空间依恋 [5]。

Rice等通过对“什么是河流城市”的概念进行了界

定，认为河流城市不仅要求城市在地理空间上接近

河流，还要求河流要不间断地与社区居民或个人或

集体的体验、态度、记忆和认知相互作用 [4]。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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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等运用讨论法，发现社区对于城市河流和水资

源管理态度的转变，会直接影响到城市河流的发展

方向[20]。

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展是为了改善内河长期作

为“工作性河流”或者排污通道的现状而进行的，因

此，内河旅游活动和旅游管理更应该注重内河沿岸

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这就使得可持

续发展理论在城市内河旅游开发过程中得到了广

泛运用。Butler等考虑到大湄公河流域的地理、人

口和政策环境，认为区域合作是可持续旅游开发的

决定性因素，可持续旅游可满足地区各方的利益诉

求，有效地解决地区频发的旅游暴力事件，反对有

明显不平等的旅游者奢侈消费和当地的贫困 [24]。

Teo运用“相互作用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城市河流旅

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在城市河流旅游的

研究中，对其经济影响过于关注，应该更多的研究

其符合逻辑的、敏感的和有效的政策定位 [25]。

Dobbs认为，新加坡河主题旅游区对于旅游者和新

加坡人来说是一个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

续空间，他认为城市背景下可持续的河流旅游必须

考虑历史景观和遗产的保护，文化、传统和习俗的

生动展示[10]。Hillman运用参与访谈法，认为可持续

内河旅游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内河环境的保护与恢

复，以使之与社会经济目标相平衡，其实现依靠有

效资源配置和决策制定[19]。Hjerpe等通过运用经济

影响分析法和收入—支出模型，得出可持续和非消

耗性的旅游开发是目前内河城市经济发展最优选

择的结论。在河流旅游发展过程中，管理旅游船只

和旅游者的数量对保护区域的生态可持续性和休

闲体验是必要的[26]。Jackson等认为城市社会价值

观转变的一个表现就是城市河流保护和管理的发

展，这与环境可持续的河流保护理念是一致的[20]。

Savage等运用案例分析法探索了可持续旅游的概

念，研究了可持续旅游在像新加坡河这样的城市内

河旅游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环境、经济、社会和文

化方面的旅游可持续性)，他们认为新加坡当局拒

绝原住民保留在新加坡河沿岸的原住地，破环了可

持续旅游的基本原则，否定了社会可持续性的可能

性，同时通过评价新加坡河主题旅游区的可行性来

确保可持续的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展[5]。Thurau等通

过调查巴拿马运河旅游区游艇旅游者的旅游偏好，

为旅游市场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有用的借鉴，这将促

进巴拿马运河旅游区生态旅游和可持续经济的发

展，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7]。Prideaux等认为，在城

市内河旅游开发过程中，内河会承受一系列负面影

响(过度发展、过度拥挤、污染、缺乏管理等)，这就需

要进行可持续旅游的发展，而内河和运河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部分依靠阻止大众旅游的发展，因为大众

旅游的发展会导致环境的过度拥挤，而这个环境正

是旅游者寻求用以逃避拥挤的[17]。

3 国内城市内河旅游研究进展

由于河流旅游特别是城市内河旅游在我国尚

处于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此缺乏系统的、整体性的

研究。国内对城市水体的开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

情况略有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滨水区的开发是

在后工业化时期城市河流功能严重衰退基础上的

再开发。而我国城市滨水区的开发是在城市“地价

上升”时期进行的，这时河流功能并没有明显的衰

退，开发的目的主要是改善滨水区环境，提升城市

形象，推动产业转型，为城市居民打造宜居的生活

环境。这就决定了国内城市河流研究具有与国外

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特征。通过相关文献搜索

得知，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城市内河沿岸景观布局研究、城市内河水体旅游

规划设计研究、城市内河旅游国外经验借鉴研究等

方面，从微观角度而言，通过实证研究，国内学者认

为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发与管理需综合化，并且其研

究主要局限于经济较发达城市。

3.1 城市内河沿岸景观布局研究

国内学者首先对内河沿岸景观布局进行了实

证研究。陈玉娟分析了国内外沿河城市再开发的

背景，就河流的整治与功能定位、两岸景观布局、交

通建设、开发与管理等几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在

成立综合管理机构、引进民间资本、吸引公众参与

等方面得出了可供国内借鉴的有益经验[27]。郑伯

红等在对苏州河沿岸的文化景观类型、功能潜力及

其分布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苏州河文化景观带的

分段开发设想与策划[28]。傅桦等实地调查了北京

昆玉河沿岸的景观布局，分析了城市内河旅游与沿

岸景观布局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加强管理、转变功

能、保持生物多样性、建立主题公园、开发与保护并

重等城市内河旅游与沿岸景观布局的发展对策选

择[29]。秦璐等以成都锦江为例，对城市滨河游憩带

的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将锦江作为成都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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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带的开发设想[30]。

3.2 城市内河水体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国内学者对城市内河水体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也相当普遍。张璟等首先阐述了世博会与浦江综

合开发、上海城市形象构建、上海水上旅游发展、邮

船游艇经济、长三角水上旅游圈等 5 个方面的关

系，并建议上海水上旅游产业应该与世博会互动发

展[31]。沈虹等通过对国外文化型城市河流旅游的

成功案例研究，以上海苏州河为例，提出以“近距离

触摸上海脉搏的文化型河流”为核心理念的苏州河

旅游开发设想 [32]。黄泰等结合苏州河水上旅游开

发的案例，阐述了水上旅游开发与设计的原理和方

法，认为水上旅游开发设计应该包括 3方面内容，

即旅游动力系统的培育、景观基础系统的修建、生

态保障系统的维护等 [33]。黄泰等认为城市水上旅

游开发与策划的核心在于对文化空间属性与意义

的解读。通过5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出水上旅游设

计的特征以及水上旅游的动力机制及其组织调控

模式[34]。李亚娟介绍了武汉市滨水旅游的开发现

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城市滨水区旅

游开发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武汉市滨水旅游开发的

若干对策：开发水上旅游项目、构造独特的沿江建

筑、建设流畅的交通航线、打造亲水空间等[35]。秦

晶等首先探讨城市水上旅游景观体系的建构方法，

然后以杭州为例，分析了城市水上旅游规划的成功

经验及理论与方法[36]。

3.3 城市内河旅游国外经验借鉴研究

国内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

特征，就是对国外著名城市内河旅游开发经验的借

鉴研究，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推动国内城市内河

旅游的发展。

首先在滨水城市开发方面进行有益借鉴，徐永

健等回顾了北美城市滨水区再开发的背景与概况，

对其开发过程、开发成果进行了总结，并从开发模

式、规划设计、开发管理等方面，分析了北美城市滨

水区旅游开发经验对我国的启示[37]。李勇介绍了

香港、巴黎和纽约等几个滨水城市的开发现状、特

点及形象定位，并将其与重庆进行比较，从而得出

重庆城市滨水区开发的方向[38]。舒肖明通过分析

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以及鹿特丹等城市为开展

水上旅游而采取的各种举措，为国内滨水城市水上

旅游开发在河道功能、游船类型、船上活动、配套服

务、管理制度和综合效益等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39]。

关于国外城市内河旅游的营销策略，龚媛媛在

4C营销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对欧洲和其他发达地

区的内河旅游营销策略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一些可

供借鉴的有益经验，主要包括市场细分、产品组合、

人性化服务和企划宣传等[40]。宋立中等通过对欧

洲内河游船业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欧洲内河游船业

的接待人数、经营规模和营业收入等持续增长，经

营的重点区域集中在西欧、中欧和北欧，面对激烈

的竞争，各游船公司针对不同细分市场采取差别化

的经营策略，其旅游产品呈现主题化、多元化、组合

化，服务设施个性化，线路设计周密化以及运河遗

产适应性再利用等策略，对我国内河游船业的发展

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41]。

4 评述与展望

4.1 评述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西方发达国家饱受沧桑的城市文化型河流得到了

再度开发，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一系列新的功能空

间在城市滨水区出现。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

研究起步早、发展快，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大洋洲

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

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国内城市内河旅游研究

是近几年在城市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城市化率明

显提高的背景下，在城市滨水区地价快速上升时进

行的，开发的目的主要是改善滨水区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这就决定了国内城市内河研究具有与国

外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视角和理论方法。

(1) 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

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城市或区域的某一条具

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内河水道，主要研究

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内河功能从以内河运输为主到

以内河休闲观光为主的转变，研究涉及城市内河旅

游活动类型、旅游影响、旅游管理、社区发展、可持

续旅游等。同时，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注

重整体性，对内河水上旅游活动的设置、沿岸景观

布局、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管理部门在旅游中的

作用等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而国内关于城市内

河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有较深历史

文化内涵的东部大都市区相关文化型、遗产型河

流。研究内容主要是微观的、具体到某一条河流的

环境整治、景观布局和管理等方面，研究范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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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内河水道、沿岸腹地等空间布局，多是局部景

观的规划与设计，缺乏对内河旅游整体性的把握。

由于国外在城市内河旅游研究方面比国内研究早、

成果多，所以国内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注重对

国外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借鉴。同时，国内关于城市

内河旅游的研究多是着眼于经济发展视角，多是从

规划角度的旅游开发，对内河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社

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影响没有做详细论述。

(2) 在研究理论上，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

研究注重实际需要，通过整合相关理论，将理论分

析与实证研究融为一体，提升了研究的解释力。目

前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多运用城市形态

学、景观生态学等理论进行城市内河旅游发展的空

间布局与设计；运用社区参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

论、社会冲突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进行城市

内河旅游开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解释与解决，

综合推进城市内河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国内关

于城市内河旅游的研究理论主要涉及反规划理论、

生态位理论等，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持。

(3)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关于城市内河旅游的

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

以及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资料的收集与获

取，运用因子分析、比较分析、线性回归分析、描述

性分析等方法进行相关数据和信息的提取与分析，

同时注重多种方法的交叉渗透。国外相关学者在

研究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

合，运用定量研究进行数据的加工与处理，运用定

性研究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

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国内关于城市内河旅游

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SWOT 分析

法、多目标决策模型、TEP模式等方法，其中定性研

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多是进行目的地的资源描述和

开发对策探讨，缺乏定量研究的数据支持。

4.2 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城市内河旅游发展研究中

存在着差距。国内关于城市内河旅游开发的研究

虽有涉及，但深度不够。城市内河旅游研究要综合

把握内河的游憩资源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要因地制

宜突出内河资源的独特性和不同主体间(游客、居

民等)的差异化需求，注重对城市内河旅游影响的

研究。综合国外研究成果和国内发展实践与现状，

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学界在以下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城市内河旅游研究的内

涵和外延应进一步有所拓展。

(1) 内河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空间，其在

城市生态环境的培育和生态系统的保持中居于重

要地位。城市中的内河其环境承载力和自净能力

均较弱，城市内河旅游的开发要特别注意对内河生

态环境的保护。西方城市内河发展的经验也告诉

我们，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内河旅游的健康发展是

至关重要的。所以，关于未来城市内河旅游环境影

响的研究应该成为重点。

(2) 城市内河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

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沿岸高品质游憩资源丰

富。在文化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以“城市—

内河—文化”为旅游开发的主线，进行内河沿岸文

化遗产和环境资源的整合开发(类似英国的泰晤士

河、法国的塞纳河、加拿大蒙特利尔拉辛运河和新

加坡河那样)应该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3) 城市内河旅游的发展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深远。居民的空间认知、游客的文化认同、基

础设施的建设、税赋的增减等都是亟需研究解决的

问题。其中，城市居民和游客作为城市内河旅游最

主要的两个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内

河旅游发展的成败。随着内河旅游的开发、游客的

进入，社区居民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

休闲空间资源被游客侵占的问题，于是空间争夺成

为必然，并且居民在这场争夺中常常处于弱势。如

何在满足游客旅游休闲需求的基础上保障居民的

休闲利益，应成为国内研究的新趋势。

第二，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国外关于城市

内河旅游研究在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渗透和

融合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值得借鉴。在理论运

用方面，未来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可以综合采用

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理

论，如可持续发展理论、文化空间理论、社区参与理

论、符号互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在研究方

法选择方面，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官

方统计数据搜索法、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应

灵活运用，实现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有机结合。未来

国内城市内河旅游研究要在引进国外先进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发展实践和现状，因时因

地加以改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旅游业发展状况

的研究体系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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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n Tourism Research about Urban Inland Rivers
at Home and Abroad

HU Minjie1, SONG Lizhong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Urban inland rivers have the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carrying cultural heritage, adjusting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urban image, and so on, which have beca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ourism devel-

opment of the urban inland waterway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leisure sites in

people’s daily life. Literature review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f urban inland rivers tourism abroad includes

product types, tourism impacts, tourism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while its domest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landscape layout, tourism plann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abroad, but lacks systematic elabo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ourism research of domestic urban inland rivers.

Key words: home and abroad; urban inland rivers; tourism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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