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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江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特殊形式，也是城

市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阶段［1］。许多城市在建城之

初，只是在江河一侧临水布局，经过一段时期的发

展，因城市发展空间制约，老城区出现街区拥挤、道

路狭窄、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的合理举措之一就是突破城市单侧发展的

桎梏为双侧发展。跨江发展是国内外众多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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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成功地实

施了跨江发展战略。这些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为：

城市先单侧滨江发展，当集聚到相当的经济实力和

跨江需求时，再逐渐实现城市跨江双侧发展，从而

达到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的目的［2-3］。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大步推进，许多城市的发展

都面临着空间制约效应，城市原有空间格局日益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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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类现象在滨江城市更为凸显。在此背景下，

滨江城市选择跨江发展不仅是城市用地扩展与空

间结构优化的需要，还是江河两岸一体化发展、缩

小差距的需要，更是岸线资源综合利用、平衡开发

的需要。当前，众多滨江城市在新一轮规划中都将

跨江发展作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与此

同时，城市跨江发展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4-7］。由于受到经济、技术水平的制约，直到

1990年代，以上海为领头羊的我国部分城市才开始

探索实施跨江发展战略，而国外多数城市的跨江河

发展早在工业化阶段就已完成，致使近年国外对城

市跨江发展的研究关注甚少，针对性不强，鲜有专

项学术成果［8-9］。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国内文献资

料，紧扣城市跨江发展的主题，从滨江城市类型、跨

江发展模式、过程阶段、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策略等

方面对中国城市跨江发展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

结，并展望未来研究重点与方向，以期挖掘城市跨

江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为解决中国滨江城市跨

江发展的现实问题，践行健康城市化之路提供

参考。

1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

1.1 滨江城市类型及跨江发展模式

11..11..11 滨江城市类型滨江城市类型

滨江城市即有江河流经或建立在江河附近的

城市，按照河流形态、自然位置、空间布局等，可将

滨江城市划分为多种类型：①按河流形态，可将滨

江城市分为主河道型、多河道型和环水域零星布局

型，其中主河道型指在城市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河

流只有一条，如伦敦——泰晤士河、天津——海河

等；多河道型指有多条河流共同影响城市形态，如

宁波——奉化江、余姚河、甬江；环水域零星布局型

指以水域为主，零星分布陆地岛屿的城市，如斯德

哥尔摩、香港［10］。②按城市自然位置，可将滨江城

市分为内陆滨江型和近海滨江型，其中内陆滨江型

指城市周围用地狭小，腹地多为山地丘陵，如武汉、

重庆等；近海滨江型指城市周边用地相对宽展，腹

地多为近海平原或小盆地，如杭州、广州等［3］。③
按空间布局，可分为沿河单侧集中型、跨河两侧主

辅型和拥河两岸均衡型，其中沿河单侧集中型指城

市在空间发展上沿河的一侧相对集中拓展，如佛罗

伦萨；跨河两侧主辅型指滨河城市在河流两岸进行

发展时，以一侧发展为主，另一侧为辅，如南京；拥

河两岸均衡型是指经过长期建设达到河流两岸均

衡发展的空间形态，如伦敦、武汉［11］。

已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自然地理区位角度进行

类型划分，而滨江城市跨江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涉

及到经济发展和行政区划问题，因此本文基于这两

大视角对滨江城市类型进行划分。基于城市滨江

两岸经济发展程度视角，可将滨江城市分为平衡发

展和非平衡发展两种类型，其中平衡发展型指城市

跨江发展前，两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如武汉、布达

佩斯；非平衡发展型指城市跨江发展前后，两岸经

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我国大部分跨江发展城市

属于这一类型，如杭州、上海等。基于城市跨江后

市区行政区划改变与否的角度，可将滨江城市分为

区划调整型和区划不变型，其中区划调整型指城市

跨江发展前后，该市各区行政管辖范围发生改变，

多为城市市区范围的扩大，如重庆、杭州；区划不变

型即城市跨江发展前后，该市各区行政管辖范围并

未因此发生变化，如首尔、南京。

11..11..22 跨江发展模式跨江发展模式

跨江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特殊形式，依据城

市拓展方式的不同，跨江发展模式可被分为跨越

式、组合式、协同式、兼并式等多种类型［6，12-14］，其中

王兴平［3］指出中心市区兼并型更符合我国城市的

跨江发展，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地方主体的先发积极

性，进展快，易形成网络化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规模。

基于行政区划角度，以典型城市为代表，可分为武

汉模式、杭州模式、南京模式、江阴模式等类

型［15-16］，其中武汉和杭州发生了行政区划改变，而

南京、江阴行政区划维持不变。

本文在滨江城市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将城市跨

江发展模式分为区划调整兼并型、区划调整联合

型、区划不变跨越型和区划不变联合型。区划调整

兼并型即城市在实施跨江发展时，将对岸的区域通

过行政区划手段兼并，使其成为城市的一个区，然

后在该区的基础上扩张形成城市新的功能区，最终

实现跨江发展，如杭州；区划调整联合型即两个或

多个城市联合形成新的城市，如通过重新组合实现

跨江发展的武汉；区划不变跨越型即城市对岸本就

为该城市所辖区域，待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开始

跨越发展，推动对岸的城市化进程，如南京；区划不

变联合型即城市对岸为其他城市所辖区域，但两岸

城市具有较大的互补性，通过协商合作联合发展，

如江阴—靖江，江阴有机制与资本优势，靖江有沿

江土地与劳动力优势，两市跨江联动、整合资源，由

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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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过程阶段

城市空间扩展可视为一个空间非平稳过程，不

同城市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特征各不相同，

空间结构差异显著，滨江城市具有滨江沿岸的自然

地貌特征，其城市发展过程将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城

市的特征与规律［17-18］。目前，对于滨江城市跨江发

展过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依据学者研究角

度的不同，可大致分为时序分析与空间分析，时序

分析即按时间顺序对城市跨江发展进行阶段划分，

注重时间特征；空间分析则是依据城市空间形态及

产业布局进行阶段划分，更为注重空间特征。

11..22..11 时序分析时序分析

我国城市与河流众多，基于供水和航运等的需

要，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都因河而起。在古代，受

到水文条件和桥梁技术的制约，城市跨河发展的现

象较少。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的

提高，出现了不同类型、规模，以不同模式实现跨江

河发展的城市，按时间顺序及不同推动力［19-20］整体

上可将我国城市的跨江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1840—1949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

和工商物流、交通运输的兴起以及战争影响等对城

市跨江河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出现了一些

以商埠、交通枢纽为代表的跨河形态，如广州、重

庆；第二阶段（1949—1990年），由于国家对中西部

城市发展的战略倾斜，一些内陆城市如西宁、兰州，

经过对自身地理条件及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权衡，

将工业项目设置在江河对岸，带动了人口、产业的

转移，从而促进了城市跨江河发展；第三阶段（1990
年至今），我国城市进入大规模跨江河发展时期，城

市进行跨江河发展的动力相对多元，如城市经济实

力提升、土地需求增大、政府政策扶持、行政区划调

整等，其中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城市建设用地不足

是城市跨江河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11..22..22 空间分析空间分析

城市跨江发展过程一般分为初始、生长、加速

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各阶段城市跨江发展呈

现的规律有所差异，空间分析更加注重各阶段城市

跨江发展的空间特征，研究地域主要为东、中部地

区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长沙等。依据长沙跨江

发展的时空特征，可将长沙的跨江发展过程分为沿

湘江呈带状发展的沿江期、微弱而断续发展的萌芽

期、道路网呈放射状的初始发展期、向多中心模式

迈进的缓慢发展期、“一主、两次、四组团”的加速发

展期和“一城双心”协调发展的全面加速推进期等

六个阶段［21］。上海的跨江发展过程则可划分为呈

散点状和不连续带状布局的萌芽段、呈带状布局的

发育段、呈网络化发展格局的加速发展段、呈网络

化及面状发展格局的稳定发展等四个阶段［22］，而其

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多中心集群式—“一轴三带”

—圈层状向外拓展的演变过程［23-24］。

因跨江河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及研究者的主观

性，不同学者对同一滨江城市发展的过程分段也不

尽相同，如在南京的跨江发展研究中，孟祥婉等将

跨江发展过程分为以浦口三镇为主体的发展时期、

江北工业呈连绵布局的缓慢停滞发展阶段和江北

用地连绵成片式的加速推进发展阶段［25］；韩兵等依

据产业发展及城镇空间布局，将南京跨江发展过程

概括为空间拓展处于自身调整状态的划江而治时

期、城市空间外溢式拓展的跨江发展初期、产业调

整升级的跨江发展成熟期、多心开敞轴向组团的拥

江发展期等［26］；夏非则依据行政区划、环境地貌、交

通运输及工业发展等历史变迁，将南京的跨江发展

分为沿江发展时期、跨江发展萌芽期、跨江发展初

期和跨江发展全面与加速推进期等［5］。

1.3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

跨江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特殊形式，探究其

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挖掘城市跨江发展的

内在规律与特征，可为城市跨江扩展预测以及管理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城市跨江发展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共同影响，按因素作用方式可将其划分为两大

类型：一是驱动因素，如经济水平的提高，产业发展

的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国

家政策的扶持等；二是制约因素，如河流宽度与水

体稳定性等自然条件约束，封闭落后的文化思想约

束，水利设施、过江交通的技术条件约束及城市经

济水平的制约等。依据学者研究尺度的不同，可分

为整体分析与个案分析。

11..33..11 整体分析整体分析

整体分析即对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性影响因

素进行总结。通过对我国跨江城市的实践案例进

行分析，可将城市跨江发展的主动力、加速器、内迫

力、催化剂依次概括为城市腹地发展、交通运输系

统的完善、城市CBD发展、产业结构转换和类型拓

宽［27］，而制约城市跨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江河宽度、技术设施、行政建制、地形

等［20］。胡俊峰认为跨江发展的动因在于各利益主

体在沿江两岸存在资源禀赋差异和对自身利益及

区域共同利益的追求，包括区域辐射、产业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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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济发展梯度差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等内部

驱动力和政府行政指令、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区域

要素资源互补等外部驱动力［28-29］。

跨江通道是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的加速器［27］，其

建设对城市跨江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地方

政府通常借助跨江通道建设契机来构建城市空间

骨架和引导城市未来空间发展，跨江通道一方面通

过集聚、扩散效应，实现资源在城市中心区的集约

高效利用和在城市外围区的辐射扩散，使人口、产

业重新分布，进而改变城市空间；另一方面是通过

改善交通可达性和区位条件，打破自然环境对江河

对岸空间发展的限制，并使城市沿江地区成为城市

的重要景观带［30］。因此，有部分学者针对跨江通道

建设这一影响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2，31-33］，

如包考国［31］指出，跨江交通是跨江发展的主要影响

因素之一，在城市跨江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诱

导作用，只有建成跨江通道，突破江河的门槛，城市

才可能跨越其它门槛，从而实现跨江发展，将对岸

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

11..33..22 个案分析个案分析

个案分析即对特定的区域或城市进行深入研

究，总结不同城市区域跨江发展过程的主要影响因

素。已有研究对长江沿线城市关注甚多，通过梳理

总结发现，长江沿线城市若想实现跨江发展，除了

要具备足够多的跨江通道，沿江城市还必须勇于突

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实施体制创新。以江苏省

为例，行政体制的束缚是其跨江发展面临的最大难

题，其次为缺乏统一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滞

后［34］；对南京、芜湖、马鞍山等城市而言，其跨江发

展不仅受到城市发展历史、综合经济实力、城市经

济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制

约，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同样也是其实现跨江发展

的最大阻碍［35-38］；安庆与池州隔江相望，曾属同一

个行政区，便于协调，其跨江发展有助于推动跨江

大桥、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东至

县等区域经济发展，这些先天条件与利益均推动着

安庆的跨江发展［39］。

非长江沿线城市跨江发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如王静提出西安跨河发展首先需要经济为支撑条

件，用以克服城市跨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门槛

限制，其次要有一定数量的跨河通道如桥梁、隧道

等，完善跨江发展的交通体系，最后河流两岸区域

要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满足人们跨河发展的心理诉

求［14］；吕斌、张翼等首先对济南城市现状及空间演

变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随后提出城市经济增长及

产业功能结构调整等促进了济南的跨江发展，而黄

河的空间阻隔、建设开发的投入、煤矿开采收益的

损失、耕地保护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等制约着济

南的跨河发展［40-41］。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长

沙［42］、南昌［43-44］等跨江型城市用地扩展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发现在城市跨江扩展初期，江

河的存在极大限制了城市用地扩展的连续性，使其

不能像其他平原城市一样以“摊大饼式”的形态进

行扩展；在城市跨江扩展中期，随着城市规划的牵

引及跨江交通的不断完善，河流的阻碍作用逐渐减

弱；在城市跨江扩展后期，江河升级成为城市发展

轴，是城市景观的重要依托。

1.4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策略

城市发展策略是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现状及区

域地位，关注城市整体和长远发展影响因素，对城

市的未来发展所做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

相对稳定的、决定全局的谋划。滨江城市跨江发展

并不是单纯的主城区空间扩散与功能产业疏散，而

是系统的地域开发活动，对城市的经济水平、所跨

江河的宽度、跨江通道数量、两岸人口密度及地质

条件等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城市在制定跨江发展

战略时，应当在借鉴国内外跨江发展成功案例的基

础上，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分析总结国内外跨江发展

的成功案例，其可供借鉴的策略经验大致可归纳为

以下方面：①实现体制创新，提供政策支持；②建设

高效、便捷的跨江通道；③优化空间布局，发展重点

产业；④对滨江两岸的功能分区进行合理规划；⑤
加强区域协作与双向联动，共同促进城市跨江

发展。

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各个城市由于自然地理条

件存在差异，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不尽相同，

因此在未来的跨江发展规划中，各自执行的发展策

略也有所差异。如上海应注重完善跨江交通体系，

发挥跨江桥隧主体功能［45］；南京应吸收杭州的经

验，变中心市区扩张型的跨江开发为兼并型的开

发，明确江北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合理的跨江交

通格局，建设城乡一体的新市区，重视沿江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整治［3，38］；长沙不仅需要构建多元多环

的密集型快速过江交通，持续提供政策支持，还要

注重实施滨水区域的合理开发，实现“山、水、洲、

城”的有机融合［21］；芜湖应当将行政辖区扩展到长

江对岸无为县全境及和县南部诸乡镇，合理利用岸



线资源、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提升文化软实力、

发展旅游业，构建和完善交通体系［35］；通过济南和6
个案例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近期济南市不宜在北

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而应以加强跨河交

通、防洪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为下一阶段城市向

北发展及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打下坚实的基

础［19，38-39］。

2 研究评述

本文紧扣城市跨江发展的主题，为挖掘城市跨

江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及解决中国滨江城市跨

江发展的现实问题，对已有中国城市跨江发展研究

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研究发现：①滨江城市的跨江

发展必然会涉及到经济发展和行政区划问题，而已

有研究主要基于城市自然地理区位视角对滨江城

市类型及跨江发展模式进行类型划分，并未综合考

虑经济和区划这两类重要因素。②在滨江城市跨

江发展过程阶段研究中，按研究维度可划分为时序

分析与空间分析，时序分析基于宏观区域视角，对

我国城市的跨江发展过程进行整体划分，注重时间

及推动力特征；空间分析基于个案城市微观视角，

对具体城市的跨江发展过程进行阶段划分，注重个

案城市的空间布局与演变特征。③在滨江城市跨

江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中，按地理尺度可划分为整体

分析与个案分析，整体分析注重研究滨江城市跨江

发展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是对城市跨江发展共性因

素的总结概括；个案分析则重点关注单个城市的具

体影响因素，是对不同城市跨江发展特性因素的归

纳总结。④在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策略研究方面，已

有研究对城市跨江发展前的策略研究关注甚多，忽

视了实现跨江发展后的策略研究，造成城市跨江发

展后土地粗放开发及功能结构模糊等一系列问题。

概括而言，我国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起步较

晚，存在研究价值认识不足，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

加强；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定量研究方法不足等问题。

2.1 研究价值认识不足，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

已有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价值认识不足，成

果相对较少，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滨江城市类

型、跨江发展模式、过程阶段、影响因素及发展策略

等方面，忽略了滨江城市跨越江河前、后产生的共

性问题研究。跨江发展是城市越过江河阻隔实现

自我的扩张，是包含发展思想、配套设施、产业布

局、资源要素、政策措施、职能权属等的全面跨江，

是一项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久、耗费资源多的复

杂工程。因此，确定哪些城市可以跨江发展，城市

在哪个阶段跨江既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又要尊

重客观事实，深入分析跨越前能量的积蓄和跨越后

能力的补给情况，科学地制定城市跨江发展的目

标。此外，即便城市实现了江河的跨越，也并不代

表城市跨江发展过程的结束，相反是滨江副城跨越

式发展的开始，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部署，合理

规划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与空间布局，避免城市土

地的粗放开发及城市跨越江河后发展空间结构模

糊不清等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充分认

识到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的社会经济等多重价

值，树立正确的跨越式发展观念，拓宽与加深滨江

城市跨江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2 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滨江城市具有滨江沿岸的自然地貌特征，在特

定阶段其要通过跨江发展构筑合理的城市空间布

局、优化城市的空间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不同于一

般城市的特征与规律，开展其研究可为我国跨江型

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发展决策提供有益借鉴。纵观

目前滨江城市发展研究动态，已有文献对其城镇用

地扩展的实证研究较为普遍，但对滨江城市跨江发

展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相对较弱，与我国当前迈入跨

江发展的现实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且研究视角多是

从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交通学的角度探

讨城市跨江发展的类型模式、过程阶段、影响因素

及发展策略等，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滨江城市跨江

发展研究需要汲取更多学科的营养，从地理学、经

济学、管理与决策科学等学科交叉的视角，结合遥

感与GIS空间分析技术，注重多学科交叉，丰富和

深化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的空间过程、动力机制及其

调控对策的研究。

2.3 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定量研究方法不足

方法研究对应用性学科的发展往往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及

相关图件资料，提取历史时期城市空间格局分布信

息，阐述滨江城市发展过程与阶段特征，多属于描

述性定性研究，较少运用到数理统计和模型方法，

且受研究者主观判断影响，研究结论多以推断性为

主，缺乏有力的科学支撑。对已有研究梳理发现，

受主观因素影响，针对特定滨江城市不同学者从不

同视角得出的研究结论有所差异，即使是同一视

角，其研究结论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在未来的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中，应更多地探讨与应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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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方法，尤其在判断城市跨江发展阶段及确定

主要影响因素方面，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借助客观

数据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探讨城市跨江发展

背后的动因。

3 研究启示与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国家层面加快了大型交通、水利、港口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国内各滨江城市纷纷做出

“两岸联动、跨江发展”的重要决策，跨江发展日益

成为滨江城市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可预计滨

江城市的跨江发展仍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概括的基础上，本文对跨江

发展提出以下研究重点与方向。

3.1 关注发展指标，增强定量分析研究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比一般城市的空间扩展问题要复杂许多，因各城市

的发展条件不同，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程度也不尽

相同，现有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分析。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加强对滨江城市发展过程

中各指标数据的关注，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

标，如经济、交通、科技、地形、河宽等，探索合适的

定量分析方法，如Logistic、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

城市跨江发展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探索其发展

过程中主要影响因子的演变过程；也可选取增长面

积、速率、强度等建设用地层面的指标，对城市跨江

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分析。

3.2 注重学科交叉，预测跨江重点区域

跨江发展是城市拓展生长空间、优化内部结

构、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角度与内

容较为单一，很少运用数据和模型，对城市未来跨

江发展空间过程进行模拟预测。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尝试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与决策科学等学科

交叉的视角，结合遥感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城市

跨江发展的空间过程、动力机制及其调控对策进行

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构建适用于跨江型城市的元

胞自动机模型，识别滨江城市未来跨江发展重点区

域，整合城市自然、社会、产业等资源要素从而实现

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

3.3 注重生态环境，加强城市对比分析

目前土地利用的加速开发，是影响生态环境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滨江城市跨江发展是系统的地

域开发活动，必然会使土地性质与结构发生变化，

改变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更易引发

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加强城市

间的对比分析，借鉴成功实现跨江发展战略城市的

经验，扬长避短，探索城市跨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作用机制，加强跨江发展的生态环境效应研

究，制定适用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跨江发展战略，

实现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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