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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游憩空间对区域韧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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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韧性城市建设和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国土空间规划城市

设计指南》中要求打造滨水空间等生态宜人的公共空间，同时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中国还提出“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战略目标，以此推动水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在流域空间中，城市滨

水游憩空间是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滨水区域的整体布局，进而影响区域的韧性，而区域韧性反之又会限制

此区域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从而影响区域内的滨水游憩空间。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只有高质量的城

市滨水空间布局，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才能兼顾滨水空间游憩与区域韧性的双重需求，实现流域的人居环境与生

态环境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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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hav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Guidelines for Urban Design in National Land 
Spatial Planning require the creation of ecologically pleasant public spaces such as waterfront spaces, while reducing damage 
to natural eco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proposed the strategic goal of “using water to determine cities, land, 
people, and production” to promot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quatic ecosystems. In the watershed space, urban waterfront 
recreation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atershed, which affects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waterfront area and 
thus affects the resilience of the region. Conversely, regional resilience will limit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residents’ lives 
in	this	area,	thereby	affecting	the	waterfront	recreational	space	within	the	region.	The	two	mutually	constrain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Only high-quality urban waterfront spatial layout and reasonable ec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can meet the dual needs 
of waterfront space recreation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and achiev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atershed.
Keywords: urban waterfront area; recreational space; regional resilience; coupling of activities and space

0 前言

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与自然环境的交汇地带，具有独

特的地理优势和生态优势。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市民休闲、娱乐和社交的重要场所。随着城市滨水

区的功能和价值日益凸显，其人工要素和自然要素的协同关

系也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在此引导下，利用滨水区的资

源与空间优势提供游憩空间，提升特色游憩体验，同时在滨

水区格局中预留潜在韧性空间，保证区域的生态、经济、社

会三者复合系统协调发展，保障区域的安全与良性循环，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空间结构显得尤为必要。

1 城市滨水游憩空间及游憩活动研究

1.1 滨水游憩空间
城市滨水区是指与河流、湖泊、海洋等水体区域相毗

邻的城市土地，如人们所熟悉的城市港口、海滩、湖畔、湿

地公园、小溪等，都属于城市滨水区的范畴。滨水区游憩空

间则是滨水区中开放式的、可以为对象提供游憩活动的空

间，居民通过借助一定的游憩空间及游憩设施来进行以获得

身心健康为目的活动，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城市滨水空间

是城市环境中水陆交接的开放性场所，是自然、社会、文化、

景观、经济多者复合的复杂有机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是韧性城市重要的空间载体之一。

城市滨水空间水域部分包括湖泊、河流、近海部分，

具体的空间范围包括 200~300m 的水域空间及与之相邻的城

市陆域空间，其对人的诱致距离为 1~2km，即相当于步行

15~30min 的距离范围。范围内带状、面状、网状三种滨水

景观组成了城市滨水空间格局，景观由三大要素构成，分别

为自然要素、人工要素以及文化要素。自然要素如土壤、植

被、水体、地形地貌，人工要素则包含建筑、道路、铺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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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要素中，包含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民族风俗等。相较

于其他的城市空间，城市滨水空间常作为城市文化甚至区域

文化的发源地，居民在此散步休闲、娱乐交往，游客在此享

受自然资源、感受人文历史，是城市较高品质的游憩空间。

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中的各项游憩空间要素，如景点、

餐饮、休憩、酒店设施、公共交通等能否满足游憩者需求，

空间结构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游憩者及其活动；相

反，游憩人群的活动与滨水游憩空间布局耦合程度又会引导

空间要素的规模与布局，从而影响区域韧性，两者相互制

约，相互影响。因此，要想优化滨水区生态安全格局，增强

区域的韧性系统，游憩者及其活动应作为空间优化的主体。

城市滨水空间的位置、规模、功能和类型与滨水空间实际使

用中的游憩活动类型应紧密关联，以提升游憩空间质量提升

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前提，以游憩者充分获得空间并使用

为目的，与区域韧性契合为目标，才能实现滨水空间高质量 

发展。

1.2 游憩活动
研究城市滨水区休憩活动，深入理解市民的休闲需求

和行为模式，以此探寻滨水区游憩空间韧性的关键要素，构

建滨水韧性空间，更好的为进一步滨水空间实现城水耦合提

供策略与实施路径。

1.2.1 游憩类型
城市滨水游憩空间可容纳丰富多样的休憩活动，包括

散步、跑步、骑行、垂钓、观景等。不同类型的滨水空间，

游人游憩缘由有所区别，普遍选择风景优美、距离较近、有

适宜活动场地的滨水空间。

1.2.2 出行方式
出行方式与滨水区规模和类型有关。通过调查发现，

规模较小的滨水区提供的游憩空间有限，主要使用者为附近

居民，步行居多。但规模较大的滨水区，如湿地公园，主要

服务对象服务为全市居民，私家车出行方式居多。

1.2.3 利用空间
通过对滨水区空间的梳理以及对滨水区功能类型的分

析，以及参考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协同优化目标，

论文将城市滨水游憩空间划分三个大类，分别为景观型游憩

空间，生活型游憩空间和生态型游憩空间，韧性空间识别将

基于这三类滨水空间展开。

2 韧性的关键要素识别

2.1 韧性要素识别
传统韧性的研究一般可分为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经

济韧性和工程韧性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匹配与之相关的

韧性指标，如图 1 所示。

传统韧性研究主要停留在城市宏观层面的韧性体系，

论文从中观视角出发，根据景观型游憩空间，生活型游憩空

间和生态型游憩空间三类空间土地类型的不同，核心功能的

不同，识别三者所包含的韧性要素。根据三类游憩空间不同

的功能偏向性，其所包含的韧性要素梳理如表 1 所示。

景观型游憩空间主要强调景观功能，根据游憩者的兴

趣点及观光特性总结出主要要素分别为亲水空间，景观植

物，护岸，历史文化。生活型游憩空间主要强调游憩者使用

过程的便捷与可得性，韧性要素主要体现为地面、道路、公

共交通、建筑、物价。生态型游憩空间主要研究生态系统对

外抵抗外界破坏力和自身调节和恢复能力，通过蓄水量，过

渡区植被，水体水位变化区动植被，滩涂及岛屿进行识别。

2.2 关键变量识别
根据不同类型城市滨水区的游憩功能不同，展开进一

步的关键变量研究，根据阈值判定韧性要素及其发生量变后

产生的表征，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

图 1 韧性指标组成

表 1 游憩空间韧性要素（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游憩空间类型 核心功能 韧性要素

景观型 休闲、观光，美化环境 亲水空间，景观植物，护岸，历史文化

生活型 娱乐、消费，提供生活服务 地面，道路，公共交通、建筑、物价

生态型 提供生态环境 蓄水量，过渡区植被，水体水位变化区动植被，滩涂及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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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种类型的游憩空间进行分析，虽然不同类型

的游憩空间虽然具有不同的韧性要素，但部分要素都与传统

生态韧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和经济韧性有关，在此基础

上结合核心功能，对韧性要素进行延伸并得出跨越阈值后质

性的表征。在后期研究中，可根据所识别到的变量特性和表

征，进一步地对表征所产生的变量进行进一步的量性研究，

可获得相应滨水游憩空间韧性评价指标，以此进行对象区域

韧性评价指标的构建。

3 滨水区域韧性规划路径探究

3.1 预留韧性空间，提升生物多样性
在滨水区空间规划中，倘若只以“观光”“旅游”作

为滨水区域规划重点，则难以避免大量景观建设破坏原生环

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

具备收放功能、安全持续的城市滨水区是韧性城市建设的中

观体现，在生态格局优化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韧性

空间层面考虑预留多层次、多功能、多时效结合的韧性空间，

为可能发生量变的韧性要素，尤其是为生态要素预留缓冲区

域，避免变量跨越阈值，以此提升生态系统对外界扰乱的抗

干扰能力。划定自然保护区范围，为动植物提供自然栖息地，

确保生态廊道中预留动植物迁徙通道，提升生物多样性。

3.2 蓝绿空间结合，提升城水耦合
滨水区中的蓝绿空间是游憩空间的分布基质，而绿色

空间又作为陆地与水体的过渡区域同时影响着“水域”与“城

市”。紧邻水体的陆地绿色空间在洪水时期水位上涨则会形

成泛洪区域，传统对抗城市内涝及洪灾的方法主要是修建堤

坝、护岸等，以完全隔离和抵抗的方式把水或者洪水完全隔

绝在陆地之外。从韧性视角出发，水和陆地即蓝绿空间都应

具有收缩和伸展的能力，水体往陆地延伸应“有地可去”，

允许绿色空间在洪水期被局部淹没，实现蓝绿空间此消彼

长。因此，蓝绿空间结合的区域应预留生态廊道，设置用于

缓冲的过渡区，如湿地、草地及林地等作为承洪区域，以植

物配置和组合的方式形成泄洪廊道，改变地表径流。另外，

调整游憩空间位置、大小及场地形式，如架空临水游憩步道，

设置可渗透亲水平台，使平时的亲水游憩空间在洪水期作为

分流和泄洪的通道和广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均要

求较强的后期管理以保证游憩空间的安全与通畅。

3.3 市场引导游憩要素
客源地、收入、游憩动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游憩者会

选择不同类型、区位与特色的游憩空间。知名的旅游景点、

游憩空间要素的交通便捷性、酒店位置和餐饮场所等空间要

素更受外地游憩者关注，因此休息日和工作日游憩需求差别

较大。本地游憩者则对娱乐、购物等空间要素有更多的需求。

投资者为获得更多市场，通常选择游憩空间较为集中区域，

以游憩者需求为导向投入以此获得最大回报。这样一来，部

分游憩活动集中的区域游憩空间要素高度集聚，而在其他区

域由于游憩者减少，游憩空间要素随之减少，甚至缺失。游

憩要素高度集中区域面临环境和土地的高承载力需求，道路

通行、公共交通等也面临过载。另外，游憩空间要素高度集

中引起区域内部激烈竞争，同质化严重，投资者通常以低质

量产品或打价格战方式获得一时回报而走上萧条，致使区域

内部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循环受阻。政府政策与制度应对滨

水区游憩空间发展与游憩者行为起到引导与监管的作用，优

化业态，优化游憩要素分布，促进游憩者有序流动。

4 结语与启示

滨水区游憩空间要素影响着游憩者的活动，游憩活动

引导空间布局从而影响区域韧性。区域韧性反之限制区域活

动流量，从而影响游憩活动和游憩空间。识别滨水游憩空间

关键韧性要素，研究其变量特性及临界值的变量表征，对研

究滨水游憩空间的延展性及提升区域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中观层面的滨水区域韧性研究，对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具有实践意义。借助城市更新机遇，增强城

表 2 主要要素跨越阈值的关键变量及表征（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类型 韧性要素 韧性要素变量特性及速度 跨越阈值表征

景

观

型

亲水空间 水陆连续性与亲水性差，快 空间割裂

景观植配 植物单一，与场地功能不符，快 无人观光

护岸 泥沙冲刷，水体侵蚀，慢 崩堤

历史文化 开发模式不符，快 历史风貌遗失

生

活

型

地面 铺装不当，地面施工，慢 通行性差，地面塌陷

道路 道路等级低，交通组织差，慢 车辆拥堵，可达性差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单一，慢 便捷性与可达性差

建筑 建筑密度高，快 水陆过渡差，地表径流改变

消费 非正式小商业缺失，慢 经济流通、循环不畅

生

态

型

蓄水量 水位上升，快 发生内涝或洪灾

过渡区植被 土地利用被改变 水体与陆地无缓冲，空间断裂

水体水位变化区动植被 水体污染，慢 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受损

滩涂及岛屿 泥沙堆积，植被退化 生物多样性降低，退化为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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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韧性，合理开发城市滨水区游憩空间，利用滨水区资源与

空间优势为游憩活动提升品质与体验，优化滨水区域布局，

提升区域韧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文化引领休憩，共建多

元游憩空间，构建“天人合一”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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