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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区再开发的生态、社会功能及
文脉三维连接性分析

达 婷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城市滨水区再开发常以提高“连接性”作为规划策略促进城市滨水空间转型，使城市焕发新的活力。根据

系统论观点，通过分析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的建立层次，提出用三维向量来描述城市滨水区的连接维度，即第 1 维

连接于生态、第 2 维连接于社会功能、第 3 维连接于文脉; 给出适合于城市设计角度的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指

标体系及城市滨水区连接度计算方法。以澳大利亚珀斯市滨水区两个典型的再开发案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以

景观修复和以城市开发为导向的两类城市滨水区再开发项目在城市滨水区连接度上的不同，并对它们在发挥功

能和结构连接方面的差异进行了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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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n three-dimensional connectivity of eco-social function-context of
urban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DA Ting

(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As a planning strategy，“connectivity”has been u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to revitalize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systematic theory，by analyzing the hierarchy of the connectivity of
urban waterfront，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vector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nectivity dimensions
of urban waterfront，namely the first dimension associated with ecology，the second one associated with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third one associated with context． 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and connectivity degree of urban waterfront suit-
able for Urban Design category were also proposed． Two typical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n Perth Waterfront were chosen
to be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onnectivity degrees of urban waterfront，the two types of urban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projects which were those for the landscape restoration and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respec-
tively，were analyzed i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aspect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omestic urban water-
front redevelopment project decision．
Key words: urban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connectivity;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project decision

近年来，我国城市滨水区伴随旧城改造、新区开

发进入景观规划设计的新阶段。但与国外城市滨水

区的发展阶段和价值定位相比，我国城市滨水区再

开发多作为一项景观工程，停留于促进生态和谐和

环境美化的阶段。而在城市滨水区再开发中以提高

滨水区“连接性”作为规划策略，实现其景观向系统

化、社会化演化的深刻内涵未得到重视，因而难以创

造富有特色的城市滨水公共景观，以适应城市产业、

社会转型对城市滨水空间提出的新要求。
连接性也称为连通性，20 世纪 80 年代该概念

被引入景观生态学范畴，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整体性的关键因素之一［1］。目

前关于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景观

连通度”指标，从生态学角度评价人类滨水活动对

滨水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2 － 3］。但这一指标仅能

表征人类滨水活动对水域自然环境的扰动程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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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反映人类利用城市滨水区开展社会活动的需

求。而目前作为城市规划策略的“连接性”研究多

停留于对其实现途径的定性描述［4 － 5］，缺少对其实

现效果的一整套规范性的测评方法。为此，笔者从

系统论观点出发提出城市滨水区( 指与城市中心

区相邻的城市滨水空间) 连接性测评方法，并以澳

大利亚珀斯市滨水区再开发的两个典型案例为研

究对象，评测并对比分析以景观修复和以城市开发

为导向的两类城市滨水区再开发项目在改善城市

滨水区连接性上的差异，以期为国内城市滨水区再

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1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特征

分析城市复杂系统认为，大复杂系统由小系统

组成，小系统则是由在某种内在约束力作用下变得

具有黏合性与共同性的一些元素的集合［6］。因

此，城市滨水区作为一种复杂系统，连接是根据某

种内在的共同性发生在两种或多种滨水区景观构

成要素之间。景观生态学中，连接是一种生物间的

物质交换［1］。笔者认为，城市设计范畴的连接本

质是一种功能联系。
Gerald Grane 认为，城市设计是研究城市组织

结构中各要素关系的那一级设计。因此，城市设计

研究可以从要素、结构和相互关系三级展开。遵循

此原则，城市滨水区连接性从构成要素、要素的连

接性和城市滨水区连接性 3 个方面来分析。
1. 1 构成要素

城市滨水区构成要素由组成城市滨水区景观

的各类自然环境要素、景观设施和景观建筑构成。
笔者对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悉尼、伦敦等著名都

市的城市滨水区再开发案进行归纳，总结其城市滨

水区景观构成的物质要素，并根据其在滨水景观功

能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分为: 水体( S1 ) ，绿地( S2 ) ，

广场( S3) ，步行道 /自行车道( S4) ，体育、运动场馆

( S5 ) ，缆 车、观 光 车 站 ( S6 ) ，码 头 /公 车 换 乘 站

( S7) ，住宅、办公楼、旅馆 ( S8 ) ，商业、餐饮设施

( S9 ) ，会 议、展 览 建 筑 ( S10 ) ，景 观 建、构 筑 物

( S11) ，水族馆( S12) 等 12 类。
1. 2 要素的连接性

1. 2. 1 连接的层次性
( 1) 生态连接。从生态学角度看，城市滨水区

应被视为一种位于河流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群落

耦合地带的河岸生态系统［8］。城市滨水区的生态

连接与物种和水流特性相联系，不仅涉及传统滨水

区规划设计中所强调的绿地斑块与城市绿地系统

的连接［9］，也涉及滨水区的水文连接。考虑到城

市滨水区是自然与城市共同作用的地带［10］，笔者

认为城市滨水区生态连接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水体

和绿地建立滨水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应包

含它们与各类景观建筑、设施组合后产生的生态环

境效应。
( 2) 社会功能连接。在社会功能层面，城市滨

水区再开发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城市滨水开放空间

疏解人们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压力，发挥城市滨

水区的游憩功能、组织市民的城市公共生活。市民

对城市滨水区的游憩需求由景观化、生态化向人文

化、社会化转变［11］。城市滨水区再开发也形成了

一套成熟的混合开发模式，即集购物、展示、会议、
休闲、娱乐、旅游与局部办公、住宅、旅馆等功能为

一体［4］，通过滨水功能类型多样化实现城市滨水区

游憩方式的多样化。城市滨水休闲活动也由偶然性

社交游憩( 集会、演出、滨水比赛、水上运动等) 、日常

性运动游憩( 自行车运动、户外健身运动等) 向稳定

性社交游憩( 商业、商务休闲活动等) 转变。
( 3) 文脉连接。城市滨水区文脉连接关注隐

藏在滨水区各种建设现象之下，城市居民与水体之

间的文化互动过程。因此，从文脉角度看，城市滨

水区文脉连接的建立是为了体现城市滨水区发展

的连续性和演替性［12］，增加场所感。于是体现滨

水区历史和自然演替过程，建立高层次的认知连

接［5］成为滨水区再开发景观环境塑造的一种方

式。城市滨水区文脉连接与滨水历史风貌再现和

文化意义传达有关。笔者认为具有水生态启示意

义和文化启示功能的各类景观恢复和改造设计是

建立文脉连接的方式。
1. 2. 2 连接的整合性

城市滨水区再开发作为一种多目标规划［13］，

就是要建立起以恢复生态连接为基础、实现社会功

能连接为主导、达到文脉连接为最高目标的城市滨

水空间组织结构。生态连接要求突出城市滨水区

的自然生态特点，减少人类滨水活动对滨水区生态

功能的扰动; 社会功能连接强调城市滨水区的市民

生活参与，城市休闲生活利用滨水环境展开; 文脉

连接要求在滨水区体现时间发展脉络，滨水景观应

反映人类滨水活动的过程。因此，城市滨水区的连

接维度是三维的，并且 3 个维度间不相关。
根据以上对于城市滨水区各构成要素间连接

的层次性分析，可以用三维向量来描述城市滨水区

的连接维性，即第 1 维连接于生态( X1 ) 、第 2 维连

接于社会功能( X2 ) 、第 3 维连接于文脉( X3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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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市滨水区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是 3 个连接

维度的向量整合 X = ( X1，X2，X3 ) T。
1. 3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

城市滨水区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体现为三维

向量关系［7］，并且滨水景观构成要素可划分为 12 类

( S1—S12) 。考察两两要素间的连接性，第 i 个与第

j 个要素之间的连接性 Xij = ( X1
ij，X

2
ij，X

3
ij )

T，i =1，2，

…，12。由于要素之间连接是相互的，所以0 ＜ j ＜ i，
它们如城市滨水区三维连接性分析矩阵所示( 图

1) ，且这种连接具有传递性。由图 1 不难得到分析

矩阵中的元素共有 12 ×11 /2 =66 个，城市滨水区连

接性就是各组成要素连接性的总体。总之，城市滨

水区连接性通过城市滨水景观构成要素间的多重功

能联系实现，是一种功能联系综合作用的体现。

图 1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分析矩阵

Fig． 1 Analysis matrix of urban waterfront connectivity

2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

2. 1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的一级指标由前述滨

水区 3 个连接维度组成。考虑到城市滨水区的多

功能性已经得到城市规划和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

广泛关注，可以归纳为生态效应、环境美化、体育运

动、休闲游憩、文化娱乐、商业、商务及居住、交通和

文化启示等 9 类［4，9 － 12］。因此，将生态效应和文化

启示分别作为一级评价指标生态连接( X1 ) 和文脉

连接( X3 ) 的评价依据，而其余 7 项功能作为一级

评价指标社会功能连接( X2 ) 的二级评价指标。
关于生态效应的评价，主要参照《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技术规定》( HJ /T 192—2006 ) 的相关规定

作为评价依据，确定生态环境和滨水环境安全性为

生态连接的二级评价指标。关于社会功能连接评

价，主要以城市规划相关行业规范和城市滨水地区

建设原则［14］ 作为评价依据。考虑到文化启示功

能，在城市滨水区规划设计中主要反映在人类对滨

水区土地的眷恋与回归、滨水区历史发展与自然过

程是否可见［15］以及是否解释清楚该过程，因此将历

史发展脉络和滨水文化认知作为评价文脉连接的两

个二级指标。综上，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指标体

系由 3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二级指标组成( 表 1) 。

表 1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urban waterfront connectivity

一级指标
first grade index

一级指标权重
first grade
index weight

二级指标
second

grade index

二级指标涵义
meaning of second grade index

二级指标权重
second grade
index weight

生态连接 X1 w1 ( 0. 3)
生态环境 X11 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率和水网密度的程度 w11 ( 0. 5)

滨水环境安全性 X12 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土地退化的程度 w12 ( 0. 5)

社会功能连接
X2 w2 ( 0. 5)

环境美化 X21 有利于美化滨水环境的程度 w21 ( 0. 2)

体育运动 X22 有利于开展体育、健身等户外运动的程度 w22 ( 0. 1)

休闲游憩 X23 有利于游览、观光活动的程度 w23 ( 0. 2)

文化娱乐 X24 有利于开展演出、集会活动的程度 w24 ( 0. 1)

商业 X25 有利于改善商业活动功能的程度 w25 ( 0. 1)

商务及居住 X26 有利于改善居住、商务功能的程度 w26 ( 0. 1)

交通 X27 有利于提高交通可达性和连续性的程度 w27 ( 0. 2)

文脉连接
X3 w3 ( 0. 2)

历史发展脉络 X31 历史发展与自然演化过程的可见程度 w31 ( 0. 5)

滨水文化认知 X32 历史发展与自然演化过程解释系统的完善程度 w32 ( 0. 5)

( 1) 指标度量。根据各个指标的涵义，不难看

出它们均为定性指标，为了进行定量评价需根据专

家判断的定性评语对它们量化。专家评语与得分

对应情况为{ 优，良，中，较差，差，无联系} { 10，

8，6，4，2，0}。指标 X11的专家评价的标准如下( 因

篇幅限制其余不再给出) : 优． 植被覆盖度高，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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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丰富，水网密度大，生态环境效益高，最适宜人

类滨水休闲游憩活动; 良． 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种

类较丰富，水网密度较大，生态环境效益较高，比较

适合人类滨水休闲游憩活动; 中． 植被覆盖度中等，

生物种类较丰富，水网密度一般，生态环境效益一

般，但有不适宜滨水休闲游憩活动的因素出现; 较

差． 植被覆盖较少，生物种类较少，枯水期较长，植

被退化，存在明显限制人类滨水休闲游憩活动的因

素; 差． 环境污染，条件恶劣，人类滨水活动环境差;

无联系． 不能利用滨水区的绿地、水体开展人类滨

水休闲游憩活动。
( 2) 指标权重的确定。釆用专家法确定指标

权重。用 wl表示一级指标 Xl的权重，用 wlk表示二

级指标 Xlk 相对于一级指标 Xl 的权重。通过专家

评议得到权重值( 表 1) 。
2. 2 要素连接性评价

使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滨水区的两个

构成要素进行连接性评价，设指标 Xlk 的得分为

xlk，则一级指标 Xl的得分 xl 为

xl = ∑
k
wlkxlk， l = 1，2，3。 ( 1)

而两要素连接性的综合得分 x 为

x = ∑
l
wlxl。 ( 2)

显然，xl和 x 的满分均为 10。将连接性得分除

以满分分值 10，即可得到要素的综合连接度 ρ 、生
态连接度 ρ1、社会功能连接度 ρ2和文脉连接度 ρ3，

它们取值均在［0，1］之内，即

ρ = x /10; ρl = xl /10， l = 1，2，3。 ( 3)

2. 3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评价

按照滨水区连接维度的结构逐个对要素 i 与

要素 j 的连接性进行评价，利用公式( 1 ) 和( 2 ) 可

得到其每一维度得分 xl
ij ( l = 1，2，3 ) 和综合得分

xij，则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综合得分 珋x 即为全部要素

对连接性综合得分之和，每一维度的分值 珋xl也同理

可得，即

珋xl = ∑
12

i = 1
∑
0 ＜ j ＜ i

xl
ij， l = 1，2，3; ( 4)

珋x = ∑
12

i = 1
∑
0 ＜ j ＜ i

xij = ∑
l
珋xl。 ( 5)

如前述城市滨水区 12 个要素之间共计有 66
个不同的两两组合，于是滨水区综合连接度 珋ρ 为所

有不同要素对连接度的平均值，即

珋ρ = ∑
12

i = 1
∑
0 ＜ j ＜ i

ρij /66。 ( 6)

同理可计算得到城市滨水区的生态连接度

珋ρ1、社会功能连接度 珋ρ2和文脉连接度 珋ρ3。

3 城市滨水区连接性分析的典型运用

3. 1 研究区域及对象

珀斯市( Perth) 为西澳大利亚洲首府，位于澳

大利亚大陆西南部天鹅河平原上，西临印度洋、东
接达令山脉( Darling Range) ，拥有地中海式气候、
低密度城市空间和高质量的城市环境，是世界最宜

居的城 市 之 一。珀 斯 滨 水 区 位 于 天 鹅 河 ( Swan
River) 和坎宁河( Canning River) 交汇处北岸，水道

转折、水面开阔处( 图 2) 。
受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19 世纪末珀斯

利用城市垃圾填埋滨水湿地建设了城市滨水区，以

改善滨水区蚊蝇滋生的卫生状况，满足市民对公共

游憩空间的需求。虽然珀斯滨水区从形成开始便

是具有游憩功能的绿色滨水空间，但其实质是将水

域与城市隔离开来的一种带状空间。因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针对如何提高珀斯滨水区的

“连接性”开展过一系列项目研究和开发实践，具

有典型性。

图 2 珀斯滨水区景观现状及 Google 总平面图

Fig． 2 Landscape status of Perth Waterfront and its master plan from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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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珀斯滨水区已建成的弗雷泽滨水公园

( Point Fraser Park) 和即将建设的珀斯滨水区城市

设计 2011 方案( Perth Waterfront 2011 ) 为研究对

象。弗雷泽滨水公园是通过滨水景观改造方式实

现再开发的项目，而珀斯滨水区城市设计 2011 是

通过城市开发方式实现再开发的项目，这两个项目

都以提高滨水区连接性为目标。分析其在城市滨

水区连接度上的差异，可以解释长久以来困扰珀斯

滨水区再开发的问题，即以何种方式实现城市滨水

区再开发才是可以提高城市滨水区连接性的最佳

方式，为城市滨水区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 1) 弗雷泽滨水公园。2003 年珀斯市重新整

治滨水区东部地段，建设了弗雷泽滨水公园。该公

园以空间折叠为设计理念: 一方面重塑滨水区地

形，开挖滨水人工湿地，净化城市部分地表径流、改
善酸性硫酸盐土壤; 另一方面引入澳洲土著湿地文

化展示、生态教育、适当的游憩活动等新功能，为市

民创造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动的机会。虽然公园面

积只有 6. 7 hm2，但因成功地创造滨水生态、社会

功能和文脉层次的连接，改变了滨水绿地使用方式

并有效地治理了环境，成为过去 50 年来珀斯滨水

区再开发案中卓有成效的项目［16］。
( 2) 珀 斯 滨 水 区 城 市 设 计 2011。珀 斯 市 于

2011 年通过了滨水区城市设计法案，开发与 CBD
相邻的 19. 75 hm2 原滨河广场( Esplanade) 的游憩

和基础设施储备用地，以满足城市产业、经济发展

的需要［17］。城市设计的核心是在滨水区建设水广

场，围绕其周边安排城市休闲游憩设施，建设商业、
居住、办公等建筑群实现滨水区的再开发。该设计

方案通过修建水中人工岛和喷泉模拟滨水区的历

史风貌，修建滨水步行栈道串联餐店、咖啡馆、滨水

综合游憩设施、土著文化广场和“贝尔塔”( Bell
Tower) 等商业、景观设施，改变滨水区原先以欣赏

自然风光为主的休闲游憩方式。由于实施该城市

设计方案后，滨水区的绿地面积将大幅减少，延续

了 1 个世纪多的城市滨水带状空间结构将被改变。
因此，在官方所做的调查中虽然有 49% 的市民表

示支持该项再开发案，但仍有 14% 的市民表示反

对以及 13%的市民表示该方案需要改进。
3. 2 两个不同类型的滨水区再开发连接度计算

虽然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滨水区再开发方案从

规模到设计类型以及构成要素类型都有明显的差

异( 图 3) ，但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它们的 珋ρ 、珋ρ1、珋ρ2 和

珋ρ3均在合理范围之内。这说明城市滨水区连接性

分析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

图 3 弗雷泽滨水公园和珀斯滨水区城市设计

2011 连接性分析矩阵

Fig． 3 Analysis matrix of connectivity for Point
Fraser Park and Perth Waterfront 2011

表 2 滨水区连接度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connectivity degree of waterfront

项目名称 name 珋ρ 珋ρ1 珋ρ2 珋ρ3

弗雷泽滨水公园 0. 194 0. 043 0. 116 0. 035

珀斯滨水区城市设计 2011 0. 202 0. 041 0. 127 0. 033

从表 2 可以看出，两种方案的 珋ρ 、珋ρ1、珋ρ2和 珋ρ3都

相差不大。这说明珀斯滨水区城市设计 2011 方案

在提高滨水区连接性上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两种方案的 珋ρ2 基本持平。

这说明，首先城市开发方案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好滨

水生态环境效应、组织好滨水区的绿地和水系与主

要功能建筑、广场、步道之间关系的话，虽然绿地面

积有所减少，其生态连接功能仍然可以达到与滨水

区公园设计相近的效果。此外，文脉连接建立的方

式也是多样的，通过弗雷泽滨水公园以生态示范方

式为主和通过滨水区城市设计 2011 以建设纪念物

性景观建筑和广场为主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建立

文脉连接的目的。此外，社会功能连接度 珔ρ2 在两

种方案的 3 个连接维度中都是最高的。这说明城

市滨水区社会功能连接的建立是滨水区再开发的

主要目的。因此，不论是以景观改造为主的公园规

划设计，还是以开发建设为主的城市设计，合理组

织滨水区的社会功能是提高滨水区社会功能连接

的主要方式。

4 结 语

该研究建立了一套相对规范的测评城市滨水

区连接性的方法和标准，将城市滨水区再开发中如

何提高其“连接性”这样一个非结构化问题转化为

一种结构化问题来解决。它是基于传统专家评价

滨水区规划设计方案基础之上、对各分项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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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综合量化，为提高城市滨水区功能与结构连

接提供一种较为系统的分析方法。该方法采用定

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较直观地分析了传统滨水

区规划设计方案评价中以定性方法描述其提高连

接性途径，却无法解释该连接的建立是否有效的问

题，三维连接度的评价结果可以为进一步方案优化

和决策提供依据。当然，笔者建立的城市滨水区三

维连接性评测方法尚属初步，如三维连接度的阈值

达到多少才认为城市滨水区连接性高的标准尚有

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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