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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是人民城市的概念首次在国

家文件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上海考察再次强调“城

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迎来了以人民为中心、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关注百姓生活环

境休闲健康、宜居宜业的时代。

与此并行，自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来，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强调“生态

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河岸空间成为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

2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解读
2.1 人民：城市的核心

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聚居地，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占比 63.89%，更加锚定人作为城市

的核心角色，各城市纷纷开展抢人大战。相较于以往提及的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和中

国温度 [1]，核心要实现人本精神、人文情怀和人居理想，即

尊重人的位置、关注人的精神情感、探寻人民梦想的生活 

环境 [2]，要为人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现状发展之间的矛盾提

出一系列思想和举措。

2.2 城市：向人民为中心发展转变
人民城市应以人民最关心的需求为导向，增强安全和幸

福感，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环境、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充

满人文关怀、文化活力和生活新鲜感等 [3]。以中国北京、上海、

深圳为代表的领先城市正在为全国作出示范，北京 2035 目

标提出“要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上海 2035 目

标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下向往的创新之城、人

文之城、生态之城”，深圳 2035 目标提出“创新创业创意

之都，和美宜居幸福家园”。

3 河岸的重要性与存在的问题
水、岸、人、城关系是人与自然相处的重要锚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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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理念、以“产业”功能主导的规划方式一定程度限

制了滨河空间价值的发挥，进而一段时间内滨河地区成为拆

迁量少的“易操作”地带，临河空间开辟快速路、高压走廊

等基础设施和封闭的住区，使得人、水、城联系困难，河岸

空间使用率降低，生态问题也令人堪忧。

新形势下，强烈意识到河岸是城市唯一能提供连续公共

空间的场所，该城市资源能够发挥生态织布串联作用，为人

民提供生态产品和宜居舒适环境，提升景观品质，提高城市

魅力、带来活力。建设提升河岸空间不仅关乎城市的生态、

品质和文明，更能生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 河岸建设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经验
4.1 以中国北京、上海为代表的河道规划设计导则
编制

上海、北京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

人民城市核心思想，响应总体规划中提出的生态、宜居的具

体要求背景下，先后编制了《上海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与

《北京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

两本导则在思路、目标和引导要素方面共性较强。编制

思路基本以厘清河道水系现状、河岸等级与类型划分、建设

目标与引导、实施与保障为框架，结合城市自身特点建立了

“生态、安全、宜居、文化、创新”五大目标，以目标、导引、

策略为主线对大目标提出分目标和设计要点，最终采用通则

为主，配合模式示意图的方式表达指引要求，以创新性框架

和形式为滨河设计建设提供引导。

4.2 以广东为代表的万里碧道总体规划编制
广东创新提出“建设水碧岸美的万里碧道”，编制了《广

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纲领性文件，生动落

地生态文明思想、城市高质量发展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应对广东本土问题。

万里碧道是以水为纽带、以岸带为载体，统筹生态、安

全、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建立的复合型廊道。核心围绕“水

资源保障、水安全提升、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生态活力滨水经济带”的重点任务提

出要求，构建总体格局，塑造特色廊道，目标形成行洪廊道、

自然生态廊道、文化休闲漫道、滨水经济带的“三道一带”。

比较北京、上海的设计导则，万里碧道偏向宏观层面对规划

总量指标、总体格局、特色建设、蓝图愿景的统筹安排。

4.3 其他国家河岸建设导则案例
芝加哥《滨水走廊设计导则与标准》是早在 1999 年颁

布的关于河岸建设的导则，应对河水污染、环境质量日益下

降的问题，利用河岸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吸引力。导责

引导芝加哥河两岸 30 米范围，包括河岸、绿带、临河建设区，

及重污染的泡泡谷地区。以四类空间为架构分别提出具体要

求，包括要素、尺度、结构、允许或禁止建设内容。导则含

五大目标：建设连续的绿道；创建俯瞰地和公园，增加河岸

公共性；恢复保护沿河景观和自然栖息地；完善滨河设施、

娱乐设施，提高城市吸引力；鼓励发展与河流协调的功能。

形式以条文为主，配以少量的示意图。

5 人民需求导向下的河岸建设引导策略
5.1 策略一：兼顾生态文明和人民为心建设双目标

河岸建设目标至少要兼顾生态文明和人民需求，落实生

态安全、环境治理、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生存保障、

民生改善、人居特色的公共服务供给，“生态为先、人民为本、

文化为魂”以保障城市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福

祉。可以针对城市本土问题或特点，因地制宜增加特色目标，

在补短板、提价值的基础上增强特色，如阿布扎比导则为应

对炎热气候列出了“遮阴”专题。

5.2 策略二：基于目标与问题双导向引领的思路框架
不同于像芝加哥导则的按照“空间类别 + 全要素”的引

导思路，近期国内关于河岸建设的编制思路更具有目标操作

优势，适用于围绕目标型的规划项目。采用“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两手抓，找差距、制策略”的编制框架，找准建设目

标、摸清具体问题，从二者差距的角度制定针对性策略，形

成“目标 + 问题 + 策略 + 具体设计要点内容”的引导逻辑，

保障建设引导意图接近、回归总体目标设定。

5.3 策略三：与目标策略相契合且层次递进的要点
体系

基于城市更新治理视角，河岸提升的策略侧重在物质环

境改善、调节人居环境、落实公共利益，提供多样的公共设

施、休闲体验和文化感知 [4]。河岸空间的设计引导应涉及到

近水驳岸、临河道路与临河建筑空间。紧密围绕核心目标，

分别提出下一层次策略和设计要求：改善生态基底、水质和

韧性；营造公共开放、可达联通、便捷舒适、多元复合，完

善服务设施，提高景观和建筑风貌；融入文化展示，丰富水

岸活动，增进文化体验。

6 结语
城市更新是当前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方面，提升公共空

间品质、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是其重要内容，是人

民城市核心思想的重要体现。论文整理了中国及其他国家典

型河岸建设引导的编制思路、构建逻辑、管控要素，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和以人民为心建设，对近水驳岸空间与邻岸城市

空间提出相关要求，编制以通则为主，配以相应的模式示意

图和案例示意的引导指南。

参考文献
[1] 刘士林 .人民城市 :理论渊源和当代发展 [ J ] .南京社会科

学,2020(8):66-72.

[2] 吴晨,郑天.迈向人民城市的复兴[J].北京规划建设,2018(4):174-183.

[3] DT财经.2019中国青年理想城报告[R].

[4] 司马晓,岳隽,杜雁,等.深圳城市更新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