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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滨水地区的开发促进城市振兴 
——海河规划经验

通过天津海河两岸地区综合开发改造的规划实践，我们对于滨水

区的规划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不足之处

请给与指正。

一、滨水地区的开发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滨水区一般都是城市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内涵，与居民的社会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开发改造之前，

滨水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业功能已经消失、城市活力严重下

降、环境品质衰败甚至导致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因而，解决滨水区

的复兴问题，其目的绝不仅仅是环境景观层面的，而是着眼于产业

功能的调整、文化精神的复兴、社会活力的再生等更高的追求。所

以，从事滨水区规划设计的规划师们肩上有着更加沉重的责任。

二、滨水区规划设计内容非常综合。

滨水地区的规划要产生综合效益，就必须大大拓展规划内容。

从传统的物质空间形体规划向两端延伸。一端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研

究，充分认识滨水地区开发建设对于城市产业发展、文化品位提

升、历史传统保护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使规划超越简单的景

观环境建设层次，获得更加综合的效益。二是要深入研究规划实施

的资金、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避免脱离实际的“描绘蓝图”。

三、滨水区的规划要更加深入细致。

很多规划设计理念必须结合现状问题和情况具体地进行落实。

很多在理论层面、观念层面正确的内容，在实践中要克服很多障碍

才能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即便是在宏观规划阶段，规划师也必须对

关键方面的关键问题给出示范性的解决方案，避免规划在实施中走

样。

秦川  

天津城市历史介绍

天津地区和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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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海河规划为例，介绍一下我们在规划编制方面的思路和感

受。

海河起源三岔河口，就像一条龙，横卧在天津大地上，下游汇入

渤海，全长约72公里。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伴随着天津的出生、

发展。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认识到：海河在流经天津市的时候已经不

是一条简单的自然河流，对我们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具有多重的宝贵

价值。

海河就象一条龙。海河的开发改造就是要把这条龙舞动起来，发

掘两岸潜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带动城市整体功能全面提升。因

此我们为这个工程起了一个形象化的名字叫“金龙起舞”。海河两

岸综合开发改造的战略目标为：把海河建成国际一流的服务型经济

带、文化带和景观带，弘扬海河文化创建世界名河。

全长72公里的海河从总体上规划为3个段落。上游段规划确定以

现公共设施为核心体现亲水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中游段规划建设

成生态的海河自然风景旅游区和高新技术研发区。下游段规划确定

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形象区。海河在不同的区域体现出了不同的经济

功能，展现出不同的景观形象特色。

海河两岸的综合开发改造是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要的战略

工程。规划要能够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我们把这个规划从土地和空间领域的研究向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

拓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可操作的规划。

规划包括三个层次。统筹化规划、市场化开发和法规化管理。

 秦川

延河至海规划区

滨水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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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统筹化规划。

按照总体发展目标，我们提出了细化的6个主题目标，使海河开

发改造发挥出更全面的效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目标就是展现天津的悠久历史文化。通过保护和恢复沿岸

的风貌建筑和历史街区，以海河为主线向人们展现着城市发展的如

歌岁月，海河成为一条魅力之河。

第二个目标是发展滨河服务产业。规划调整两岸地区的用地结

构，在这里要创建以商业、贸易、服务、文化、娱乐和金融公共设

施为主的滨河经济开发带，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使海河成为促进城

市经济腾飞的动力之河。

第三个目标是突出亲水城市形象。规划通过控制海河两岸建筑形

象、开敞空间系统结构以及环境品质，构建具有滨水特色的高品质

的活动带。最终使海河和城市成为一个整体，使海河成为天津的标

志之河

规划的第四个目标是建设城市生态依托。规划以海河为主干沟通

支流与二级河道，在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循环的活的水系。依托网络

状的河道系统，在两岸建设绿化带，形成网络状绿化系统，给城市

增加更多的自然气息。城市浸润在绿色之中，海河成为自然之河。

规划的第五个目标是改善这一地区的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建设滨

河交通主通道、新增跨河桥梁。在这一地区强调公交和步行优先的

交通策略。通过对道路交通系统的改善使海河成为能够整合两岸的

凝聚之河。

规划的第六个目标是开发旅游、休闲资源。使海河两岸成为人民

共享的活力之河。

按照六个目标，规划把海河上游段划分四个分区。1、传统文化

商贸区。规划依托传统的风貌区形成天津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区。2、

都市消费娱乐区。规划商业、休闲和娱乐设施，建设市民休闲活动

的中心3、中心商务区。规划发展金融、商贸、办公、展览为主的现

代化经济活动设施，作为吸引国际化企业的指挥机构的高层次的商

务活动区。4、智慧城。以智能技术和高新技术、网络技术为支撑，

展现生态城市形象。

19公里长的河流两岸展现出不同的景观形象，蕴含着不同的经济

活力，整体上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带和景观带的丰富的层次。

通过海河开发改造将在海河两岸形成众多经济中心。这些经济区

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通过这些经济区的开发和建设，可以为市

内各个区开发出极具拉动力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海河的开发改造也

就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工程。

第二部分

规划的第二部分即市场化开发部分对于关系到工程实施的资金筹

措、组织机构具体问题，作了全面的考虑。

规划确定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整体改造。我们按照规划，把

秦川  

今后在河上要举办业余时间的体育运动

通过灯光策划为各个小区增添不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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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先期实施的基础工程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十大基础工程。首先

通过贷款完成十大工程的建设，通过这十大工程改善海河两岸的投

资环境，使土地增值，进而吸引市场力量进行投资建设，在完成开

发过程中通过对土地统一收购、整理和拍卖，可以获得收益。我们

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了细致的测算，在经济上保证海河开发改造是可

行的。

十大工程分别是：

1、 水体治理工程。通过提出海河常年水位的要求，使海河通

航、旅游有好的条件。然后切断海河两岸的排污，保证海河

的水质。

2、 堤岸改造工程。改造堤岸既要满足亲水观景活动和道路交通

要求，同时还要考虑防洪进行综合处理，对不同地区的做了

具体方案。

3、 道路工程。此次规划对滨河道路、跨河道路、和交通枢纽进

行整体改造。使海河沿岸的道路系统与城市更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

4、 桥梁工程。规划新增一定数量的桥梁，改善两岸沟通条件。

桥梁还是海河上重要的景观，我们强调要把桥梁作为艺术品

和旅游景点来进行设计，做到 “一桥一景”。

5、 通航工程。规划确定旅游航线，建设旅游码头。同时对海河

航道标准进行控制，通行游船观赏两岸的景色，提升旅游水

准。

6、 绿化广场工程。海河两岸不仅有带状绿地，同时还选择不同

节点建设大规模的公园，为海河沿岸各个地段确立了标志性

空间。

7、 环境建设工程。主要包括环境艺术设施和标识系统的建设。

8、 灯光夜景工程。按照规划确定的四个分区，通过灯光的色

彩、亮度、设置位置等因素的变化，烘托出不同主题区的不

同气氛。

9、 公共建筑工程。规划在沿岸重要节点安排了公益性的文化设

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提高海河的文化品位。

10、 整修置换工程。对于风貌建筑进行整修，再现万国建筑博

览会的风貌。同时对钢厂、棉纺厂的大厂房保留结构主体，

置换功能，使它重新焕发生命力。

第三部分

规划的第三部分是法规化管理。在规划中我们初步尝试搭建一个

法规化管理体系，包括设计管理法规、建设管理法规、运营维护管

理法规等，今后对海河两岸绿化带的建设要有明确的规定、对建筑

的高度与海河的关系通过坡度线进行管理，对建成后广告设置制定

明确的规范等等，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通过近两年多的实施情况，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国内外众多投

资者纷纷来到海河两岸进行建设，市民从一期建设的成果中已经受

益，海河开发全面带动了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大大提高了

天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海河两岸的开发改造已经成为了天津市城

市又一次跨越发展的引擎。

秦川：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师、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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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滨河风景，各种交通工具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