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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ty Assessment of Waterfront Public Space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Huangpu River Waterfront
WANG Weiqiang, MA Xiaojiao

Abstract: Green spaces are developed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ngpu River as an im-

portant public space resource in Shanghai, and as a result,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front public spac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Such spaces have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are a hot spot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 attention. Firstly, this paper eval-

uate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waterfront area of the Huangpu River and three typi-

cal spaces, compares public spaces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and summarizes

the design strateg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waterfront renewal. Secondly, a quantita-

tive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soci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nterland area for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waterfront. With

the help of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microblog, aerial imag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facility distribution, the vitality of waterfront public spaces is evaluated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and how it is impa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nterland area is

studie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makes serval proposals including differentiated allo-

cation of facilities,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adjustment of invest-

ment intensity with consideration of hinterland vitality, and other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optimization methodol-

ogy for waterfront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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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滨水地区城市更新致力于推进功能提升和产业转型，同时也在全力推动公共

空间建设和品质提升。2016年底，上海市政府印发《黄浦江两岸地区发展“十三

五”规划》，决定先行开展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45km贯通工程”，实现滨江地区与城

市腹地无缝衔接①。2017年年底，上海中心城区45km滨水岸线基本实现贯通开放，引

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2018年10月发布《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提出核心段45km滨水空间品质提升和空间拓展的战略目标，加强贯

通工程的红利效应②。2019年1月批复《黄浦江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提出

深入挖掘滨水空间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打造贯通可达、景观

优雅、设施完善、绿色低碳的更有活力的滨江公共空间③。因此，提升滨水空间环境品

质，激发城市活力，成为推动黄浦江滨水区建设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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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黄浦江作为上海重要的公共空

间资源，两岸绿道贯通开放后，滨水公

共空间品质大幅提升，起到示范、引领

作用，成为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注的热点。

首先对黄浦江滨水地区总体风貌和三个

典型空间进行评析，比较贯通前后的公

共空间变迁，总结滨水区更新设计策略

和意义。其次，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探

究改造后的滨水公共空间不同区段人口、

社会学的影响差异、与城市腹地开发相

关性等问题。借助微博、航拍图像、人

口分布、设施分布等多源数据，从空间

维度和时间维度评价滨水公共空间活力，

研究城市腹地开发对滨水公共空间活力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差异化配置设

施、协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腹

地活力调整区域投资密度等发展策略，

为滨水区更新设计提供理论支撑和优化

方向。

关键词 多源数据；滨水公共空间；城

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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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贯通工程以滨水公共空间为载

体，一方面通过绿道贯通和景观更新，

成功实现“还江于民”的愿景。另一方

面通过向腹地空间拓展和南北两侧空间

延伸，激发沿线区域的城市活力，为腹

地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基于黄浦江两

岸地区贯通开放的现状，改造后的滨水

公共空间活力如何，不同区段是否存在

活力差异，是否与城市腹地开发有关等

问题受到公众和学界的普遍关注。作为

新一轮更新设计的决策依据，活力评价

及成因的动力机制研究势在必行，有助

于合理引导未来黄浦江滨水地区发展建

设，并对其他地区滨水区更新设计起到

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运用多源

数据进行城市研究已经成为趋势。新浪

微博、无人机航拍、百度POI等多源数

据整合为规划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

手段，有效弥补传统调研数据研究城市

活力的局限性，为滨水公共空间活力评

价的科学化提供支撑。同时运用GIS核

密度分析方法将城市腹地的多重指标如

住区和设施分布、城市肌理、建筑高度

等可视化，并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建立

起滨水公共空间活力与城市腹地开发影

响的关联性，推动规划评价从传统物质

空间评价过渡到环境社会经济综合评价

（席广亮, 甄峰, 2017），具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城市活力理论与研究

1950—1960年代以来，以简·雅各布

斯（J. Jacobs）、扬·盖尔（J. Gehl）、C.

亚历山大（C. Alexander）、诺伯舒兹（C.

Norberg-Schulz）、威廉·H·怀特（W.

Whyte）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城市实

践和城市研究中不断反思，围绕城市公

共空间、城市活力、空间与人的行为等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为此后的城市公

共空间活力评价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

与生》里最早提到城市活力的营造，她

认为城市中的“生活”是由人在城市街

道上的活动所组成的 （简·雅各布斯,

2005）。她强调步行活动的重要性，以

及土地混合使用、小尺度街区、新旧建

筑共存、建筑密度、可达性等条件对城

市活力的重要性。威廉·H·怀特在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曾提

到“人们往往最会去那些可以坐坐的地

方”，表明了公共空间中的设施配置对

于人的日常行为活动及城市活力的影响

（威廉·H·怀特, 2016）。城市物质环境

的核心因素是城市的活力，一个地区能

否拥有活力，就意味着能否拥有更多的

吸引力，从而带来人才、资本的聚集

（童明, 2014）。城市活力的核心是城市

空间中活动的人，现有研究多采用人群

活动强度反映城市活力的高低。

1.2 滨水公共空间更新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滨水公共空间再开

发原因、模式、规划策略和建设实践方

面均有一定探讨，并对很多滨水再开发项

目进行分析和反思。此外，国外滨水公

共空间更新开发实践较早，国外学者较

关注开发背后的影响研究和价值评价，

多项研究结果均反映出滨水公共空间开

发对城市腹地的辐射影响，对此国内学

者则涉及较少，还未进行实证研究。

R. Sairinen 等运用社会影响评价

（SIA）方法，对赫尔辛基的三个新建滨

水公共空间进行建成后评价，从社会地

位、资源与认同、滨水空间体验、可达

与活动4个分析角度，探讨城市滨水空

间再生的社会影响 （R. Sairinen, 等 ,

2006）。S.Oliva的研究衡量了滨水再开

发如何影响巴尔的摩市中心东南部居民

区的住房价格，研究发现住房价格呈现

空间不均衡的增长模式，且对价格的积

极影响在距离该地区很近的房产价格上

更为明显 （Oliva, 2006）。R. P. Dahal

等运用HPM定量分析方法，通过美国沿

海城市Mobile和Daphne的房地产销售数

据来评价滨水公共空间开发价值，结果

表明靠近滨水公共空间是沿海居民购买

房屋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愿意为海

滨类型的房屋支付更高的价格 （R. P.

Dahal, 等, 2019）。

国内学者则更关注滨水公共空间景

观资源评价、美学价值、精神价值评价

等，对影响滨水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

较多关注物质空间要素。廖嘉元运用层

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框架，从设施与空间

环境的协调性、艺术文化性以及设施的

功能性3个层面，评价黄浦江中心段公

共绿地休憩设施的综合质量并提出优化

策略（廖嘉元, 汤晓敏, 2018）。杨春侠

以上海徐汇滨江和浦东滨江公园为例，

采用行为地图法收集数据，探讨基面、

岸线、设施和功能四类空间要素对滨水

驻 留 活 动 的 影 响 （杨 春 侠 , 邵 彬 ,

2018）。对比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本

研究创新点是借助多源大数据建立滨水

公共空间活力与城市腹地开发的关联

性，具有一定创新价值。

1.3 研究技术路线

研究以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为实

证，首先对黄浦江滨水地区总体风貌和

三个典型空间进行评析，比较贯通前后

的公共空间变迁，总结滨水区更新设计

策略和意义。其次，借助微博④、航拍

图像⑤、人口分布、房价分布⑥、设施分

布⑦、建筑高度、城市道路网⑧等多源数

据，运用大数据分析⑨、行为地图法⑩、
GIS核密度分析⑪和SPSS相关性分析⑫等
多个研究方法，与实地调研、观测相结

合，以滨水公共空间人群分布密度作为

活力评价指标，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

度、整体层面和重点区段层面，评价滨

水公共空间活力，研究城市腹地开发对

滨水公共空间活力的影响。研究分析了

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的积极地带、消极

地带，总结了三个高活力区段贯通前后

的变化及设计策略，探讨了黄浦江贯通

的积极作用以及滨水空间生产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新一轮滨水区更新

设计提供决策依据和优化方向。

2 浦江两岸滨水公共空间实证研究

2.1 总体风貌解析

黄浦江作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

城市”的代表性空间和标志性载体，依

据滨江两岸现有资源禀赋和发展趋势，

沿岸形成“三段两中心”的功能结构，

即核心段、上游段、核心段，以及“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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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嘴——外滩——北外滩”金融贸易区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总部商务等

全球城市功能） 和“世博——徐汇滨

江”文化功能核心区两个中心。

其中，核心段于2017年底全线贯

通，借助“三线贯通”提升滨水建成环

境品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45km

滨水公共活动空间。功能及产业布局

上，45km滨水地区腹地集中承载城市金

融、文化、创新等核心功能，徐汇滨江

侧重文化传媒产业，世博会地区重视文

化博览、创意办公、总部商务等功能，

杨浦滨江则侧重宜居生活功能，注重工

业遗产整体性保护和再利用。

2.2 典型空间评析

2.2.1 徐汇滨江北段——龙美术馆片区

改造项目

徐汇滨江北段位于黄浦江核心区南

段，是上海黄浦江两岸可成片开发面积

最大的区域，也是两岸贯通的先行先试

区域。它曾经是上海重要的物流仓储、

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基地，滨水空间与

城市生活长期隔离，滨水风貌亟需改

善。作为西岸开发的先导实施项目，徐

汇滨江公共空间在世博会期间基本完成

并对市民开放，两岸全线贯通后，作为

重要节点段，为市民提供了绿色宜人、

多元活动和多样的滨水休闲环境。其

中，龙美术馆片区位于“西岸文化走

廊”的核心位置，过去曾是装卸煤炭的

北票码头。2009年，为迎接世博会的到

来，北票码头搬离浦江之滨，改造成为

龙美术馆西岸馆。作为徐汇滨江的高活

力区段之一，龙美术馆定期举办文化艺

术展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本地市

民前来观展，是徐汇滨江重要的文化消

费空间。片区设施多样，满足了各个年

龄段群体的活动需求，增进了社会交

往，也体现了公共空间的包容性。

一直以来，西岸文化走廊凭借着构

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新建

或改造了很多地标性文化建筑，大部分

运营良好，展览频次较高，但也存在一

些场馆空置，运营不佳的状况。随着人

工智能新兴产业的发展，未来徐汇滨江

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重点布局西

岸智慧谷和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致

力于打造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和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国际总部基地。

2.2.2 世博滨江段——M2游船码头片

区改造项目

世博滨江段作为黄浦江东岸沿线生

图1 黄浦江沿岸整体功能结构、功能定位、核心段45km示意图
Fig.1 45km schematic, functional positioning,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ore section of the Huangpu River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2019③.

图2 “三线贯通”——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
Fig.2 "Three-line through" walking path, jogging path, cycling path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3 徐汇滨江北段龙美术馆片区——贯通前后照片
Fig.3 The Long Art Museum Area of Xuhui waterfront area——historical photos and contemporary photos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浦江45km岸线百年魅力”系列报道徐汇滨江篇, 2018-01-18.

50



2020年第1期 总第255期

态环境的最佳区段，致力于“还江于

民”的发展诉求，通过慢行系统三线贯

通、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生态修复，

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部分岸线与腹地

生态用地破碎，缺乏有效联系，无法发

挥线性廊道对腹地的生态辐射作用（干

靓，邓雪湲，郭光普，2018）。如M2游

船码头片区，作为黄浦江两岸码头体系

中的一环，也是滨江贯通工程其中一个

断点，所在区域曾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

核心地带。改造前作为码头空间使用，

缺乏与江景、两侧公园以及城市腹地的

衔接。因此在两岸贯通改造设计上，一

方面需要衔接东侧白莲泾公园和西侧亩

中山水园，承担起滨水公共空间休憩功

能，另一方面强调面江的景观视线通

廊，加强码头与城市腹地的联系，增强

码头的亲水性、开放性和共享性，成为

滨水地区码头空间设计的典范 （张洁,

章明, 孙嘉龙, 2019）。

2.2.3 杨浦滨江段——杨树浦工业片区

改造项目

“杨浦滨江示范段”作为杨浦滨江

公共空间的启动段，也是两岸贯通的重

中之重，为后续杨浦滨江5.5km的公共

空间整体设计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曾经废旧工厂遍及，市民趋之若鹜的滨

水地区，在黄浦江两岸贯通工程的大力

开展下，成功实现从老工业区到“共

享、开放、绿色”的滨水公共空间的华

丽蜕变，将杨浦区的百年工业文化以全

新的面貌呈现给市民，城市历史文脉得

以传承和延续。保留下来的工业遗存规

模宏大、分布集中，具有较高的历史保

护价值，如杨树浦水厂、毛麻纺织仓

库、烟草仓库等，作为滨水文化的空间

载体，亟需通过更新改造赋予新的功能

（章明, 张姿, 张洁, 等, 2019）。改造后

的滨江休憩座椅、照明设施、环卫设

施、滨江构筑物等物质空间，共同呈现

出“工业风”的杨浦滨江风貌。一些建

筑如旧时烟草仓库改造为“绿之丘”艺

术中心后，迅速成为杨浦滨江网红打卡

新地标。此外，2019城市空间艺术季的

成功举办也有效提升了杨浦滨江的人气

和知名度，已成为滨水地区通过城市公

共空间营销提升滨水形象的典范。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

段，对杨浦区科学改造滨江空间、打造

群众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的做法表示肯

定。浦江两岸滨水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的

重要性，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具有鲜

明的引领意义。

2.3 活力地段评价

2.3.1 基于微博数据的滨水全段活力评价

浦江两岸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区段

活力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东西岸最南端

活力指数最低，即耀华段、前滩段、三

林段以及徐汇滨江南段，目前处于施工

建设之中，滨江设施尚不完备，活力明

显不足；活力指数最高的依次是外滩

段、十六铺段和世博会段，受旅游消费

经济的影响，这三个区段知名度最高，

使用人群多为游客，活力相对较高。此

外，部分区段还未充分利用空间潜力，

图4 徐汇滨江北段龙美术馆片区——平面图
Fig.4 North section of the Xuhui riverside-floor plan

资料来源：李正平, 2013.

图5 M2游船码头改造策略——东西连接、南北打通江景
Fig.5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M2 cruise ship pier-east-west connection, north-south connection

资料来源：张洁, 章明, 孙嘉龙, 2019.

图6 世博会滨江段M2游船码头——航拍图像
Fig.6 M2 cruise terminal at the riverside section of the World Expo-aerial photos

资料来源：张洁, 章明, 孙嘉龙,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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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配置有待调整和完善。

时间维度上，近五年滨江码头空间和

餐饮空间的活跃度几乎无明显变化，滨

江开放空间（广场、绿地空间等）的活跃

度却大幅提升，表明滨水再开发主要对

滨江开放空间活力产生影响，对码头空间

和餐饮空间影响不大。徐汇滨江微博用

户逐月图像数据表明，徐汇滨江活跃度呈

波动增加，2017年底滨江全线正式贯通

后，活跃度出现短时间大幅度增长，之

后继续呈波动趋势。从微博用户评价来

看，针对徐汇滨江的大部分评价是积极

的，市民对徐汇滨江开放持认可态度。

2.3.2 基于航拍数据的重点区段活力

评价

浦江两岸在空间维度上，高活力区

段依次是十六铺段、徐汇滨江北段和世

博会段，低活力区段是杨浦滨江段，与

基于微博数据的活力评价结果基本相

同。杨浦滨江段中东方渔人码头活力最

高，滨江一期建设完成时间早于二期，

整体活力稍高一些；小陆家嘴段活力分

布差异较大，船厂1862和星巴克附近活

图7 杨浦滨江建议保留建筑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proposed buildings at the Yangpu Binjiang

资料来源：上观新闻凭栏望江| 杨浦滨江：每幢厂房、每根栓船桩，都有故事,
2017-05-13.

图8 杨浦滨江5.5km平面图、航拍图像
Fig.8 Yangpu riverside section-floor plan, aerial photo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官网http://www.yangpuriverside.com/

图9 滨水全段活力分布图
Fig.9 Map of waterfront vitalit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0 微博用户滨江（西岸）签到逐年活跃度
Fig.10 Annual sign-in statistics of Weibo users among the West Bank waterfront visitor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1 微博用户徐汇滨江签到逐月活跃度
Fig.11 Monthly sign-in statistics of Weibo user among the Xuhui waterfront visitor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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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高；东昌段靠近文化场馆以及活动

设施的岸线空间活力相对较高。研究认

为，合理配置滨水休憩设施、运动设

施、文化设施和餐饮设施有助于提升滨

水公共空间活力，目前仍有部分岸线设

施配置不完善，差异化不明显，有待在

新一轮更新设计中补充调整。

时间维度上，徐汇龙美术馆不同时

段滨水公共空间活力波动幅度较大，呈

现下午高、早中晚低的趋势，餐饮设施

配置缺乏、夜晚照明设施少且能见度

低、周边住区少是主要原因。杨浦东方

渔人码头以及杨浦滨江二期呈现活力持

续增长的趋势，白天活力低，夜晚活力

高。夜晚照明设施完善，吸引不少附近

居民夜跑和散步。两者不同的是，东方

渔人码头紧邻商场，餐饮设施配置充

足，因此活力持续高于杨浦滨江二期。

此外，位于杨浦滨江二期的“绿之丘”

艺术中心对外开放后，岸线滨水公共空

间活力明显提高，也表明了地标性文化

建筑对于滨水空间活力提升的促进

作用。

2.4 相关因子分析

研究运用SPSS中Pearson相关性分

析建立起滨水公共空间活力与城市腹地

开发影响的关联性，探讨影响滨水地区活

力的腹地因素。自变量为腹地特征，指

标如表1所示；因变量为滨水公共空间

活力，以人群活动线密度作为量化

指标。

2.4.1 周边住区影响

研究依据腹地特征，将32段滨水岸

线分为居住型和非居住型，分别探究滨

水活力与周边住区人口的关联性。SPSS

相关性结果表明，居住型滨水空间活力

图12 滨水重点区段活力评价数据
Fig.12 Vitality assessment data of key waterfront section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东昌段航拍图像、鸟瞰照片
Fig.13 Aerial and aerial photos of the Dongchang sec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4 滨水重点区段活力空间分布
Fig.1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tality in the

key section of the waterfron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5 分时段人群分布密度
Fig.15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people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1 腹地活力指标一览表
Tab.1 List of hinterland vitality indicators

腹地

特征

周边

住区

周边

设施

开发

强度

腹地活力

指标

住区人口

总量

住区人口

密度

住区房价

消费类设

施总量

消费类设

施密度

全部消费

设施总量

全部消费

设施密度

设施

混合度

建筑基底

总面积

建筑密度

总建筑面积

容积率

计算方式

户数*2.5人/户⑬

住区人口总量/腹地服务区面积

购物、娱乐、餐饮、文化、住宿五

类设施

消费类设施总量/腹地服务区

面积

购物、娱乐、餐饮、文化、住宿、金

融保险、科教、生活服务、医疗、

政府十类设施

设施总量/腹地服务区面积

信息熵测度土地混合度(李苗裔,
马妍,孙小明,等,2018)（也称香农-
维纳多样性指数）

建筑基底总面积/腹地服务区面积

总建筑面积/腹地服务区面积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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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腹地住区人口总量、人口密度显著相

关，非居住型滨水空间活力与腹地住区

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相关性不显著。周

边居民和外来游客是滨江两岸公共空间

的主要使用人群，对于居住型滨水空间

来说，腹地住区人口密度高，社会活力

高，居民可通过步行方式在15min内到

达滨水岸线空间进行体力活动，提升了

滨水空间活力。

研究还探究了滨水活力与腹地住区

房价的关联性，结果并不显著。为了进

一步探究腹地经济价值的发展规律，运

用GIS统计了距滨水岸线不同距离的住

区房价均价。结果表明，滨水地区经济

价值随距离滨水岸线距离的增加而递

减，滨水区300m圈层成为高价值地区，

房价均值持续高于其他圈层。滨江两岸

公共空间作为人群活动集聚地，提升了

滨水区开发价值，拉开了滨水区300m

圈层与其他腹地圈层的经济价值差距。

伴随着城市发展从生产型向消费型

的过渡和转变，滨水空间成为政府和开

发商眼中的“限量版”商品 （宋伟轩,

朱喜钢, 吴启焰, 2009）。过去30多年滨

水区建设往往只关注经济效益，忽视了

滨水空间的公共属性，出现了很多以高

额利益为导向的滨水区高档住宅，造成

滨水区周边高强度开发、高强度人群活

动与滨水空间公共属性的矛盾。黄浦江

贯通项目强调滨水公共空间的共享性、

开放性，成功实现“还江于民”的愿

景，建设重点从住宅开发转为滨水公共

空间品质提升和向腹地空间拓展，从而

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更新和功能重塑，

初步实现了环境效益提升以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2.4.2 腹地设施影响

腹地消费类设施密度反映了腹地的

经济活力，相关性结果表明，滨水公共

空间活力与腹地消费类设施总量、设施

密度、全部设施总量显著相关，原因在

于腹地消费设施总量和密度高的地区，

经济活力高，而完善的配套设施往往会

吸引人群聚集，因此到达滨水岸线地区

活动的市民相对也比较多，滨水空间活

力较高。

此外，滨水公共空间活力分别与购

物设施总量、密度、娱乐设施总量、餐

饮设施总量、文化设施总量、密度、科

教设施总量、医疗设施总量、密度等显

著相关，可见购物、娱乐、餐饮、文

化、科教和医疗设施对人群聚集有较强

的吸引力，这类设施配套的建设可以有

效提升腹地经济活力，从而提升滨水公

共空间活力。

2.4.3 开发强度影响

腹地开发强度反映了城市建设的完

善程度，高强度开发对人群活动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相关性研究表明，滨水公

共空间活力与建筑基底总面积、建筑密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总建筑面

积和容积率相关性不显著，表明腹地建

筑高度对于滨江公共空间活力的影响不

大，建筑密度是影响滨江公共空间活力

的关键。高建筑密度地区人群聚集程度

高，吸引更多周边居民和游客群体到滨

江岸线活动，滨水公共空间活力因此

较高。

2.5 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得到以下几点

结论：

（1）滨水公共空间设计需注重历史

工业遗存的保护和再利用，强调滨水景

观风貌的视线通廊设计，打通与城市腹

地的空间阻隔，强化滨水横线空间和纵

向空间的整体性设计。

图18 滨水再开发地区三年房价平均变化趋势
Fig.18 Average trend of three-year house prices in the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are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6-17 腹地住区人口（左）、住区房价（右）核密度图
Fig.16-17 GIS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the hinterland (left) and housing price (righ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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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岸绿道贯通开放后滨水公共

空间活力大幅提升，得到市民和游客普

遍认可。目前不同区段活力差异性明

显，部分区段设施配置不完善、供给不

足，需要在新一轮更新实践中优化滨水

资源空间配置。

（3）黄浦江滨水区开发不仅提升了

临近滨水区腹地的经济价值，还注重滨

水空间的公共属性，满足了不同利益主

体和公共群体的诉求，促进环境效益提

升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平衡。

（4）不同区段腹地特征差异明显，

社会活力、经济活力各不相同。实证研

究表明，滨水公共空间活力与腹地住区

人口、设施分布密度、建筑密度等存在

关联性，也就是说，城市腹地开发影响

是活力差异性的主要动力机制，这一结

论是本次评价研究的重要发现。

3 滨水区促进活力提升的策略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黄浦江不同区

段公共空间活力差异明显，成因不仅在

于滨水空间设施配置等物质空间要素，

同时腹地住区人口分布差异、设施分布

差异和开发强度差异也会影响滨水公共

空间活力。近年滨水公共空间问题作为

城市更新关注热点，探讨如何在滨水区

开发中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对新一轮更新

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1 合理利用滨江岸线现状资源，挖掘

文化属性

黄浦滨江沿岸历史文化遗存和

景观风貌资源禀赋丰富，滨水区更新设

计过程中，需充分挖掘各个区段的文化

属性，彰显滨水文化特征。如徐汇滨江

段通过对历史遗存保留和再利用，借助

文化创意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的植入，

成功实现“工厂变公园、废墟变艺术、

旧区变新城”的转变。世博滨江段对旧

码头的改造体现了功能复合和整体性设

计，充分与江景、两侧公园、城市腹地

相互衔接。杨浦滨江段通过工业遗存改

造、工业景观再塑造、低影响开发、实

施过程有限介入等设计策略，传承杨浦

区百年工业文化。

3.2 注重滨江设施的差异化配置，强调

主题特色

黄浦江滨水区开发综合考虑区段发

展定位、腹地特征差异、滨江空间特

质、使用人群需求等因素，确定滨江公

共空间不同区段的主题，从而依据主题

差异化配置设施，形成整体协调又各具

特色的滨江景观（杨伊萌, 2017）。如徐

汇滨江段、浦东新民洋段注重文化设施

配置，通过城市空间艺术季活动提升影

响力和活跃度；小陆家嘴段通过强化商

业设施配置，凸显城市地标形象；前滩

段针对不同年龄群体配置滨江设施，强

化滨江公园的人性化设计。此外，部分

区段也存在设施配置不完善、供给不足

的问题，因此滨江设计一方面要注重整

体层面设施的差异化配置，也要注重微

观层面高、中、低档设施配置的均衡

性，综合考虑不同人群的消费诉求，体

现出滨水空间的共享性、开放性，从而

进一步提升滨水区活力。

3.3 协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平

衡共赢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从生产型向消费

型转变，滨水空间成为“限量版商品”。

过去几年滨水区开发项目往往优先考虑

经济效益，忽视市民的社会空间权益，

从而出现了开发商为满足高消费群体需

求，将滨水区私有化的社会现象。黄浦

江贯通项目注重滨水空间生产的长效运

行，较好地实现了环境效益提升，以及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一方面，滨

水区开发提升了临近滨水区腹地的经济

价值，开发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另一

方面，实现了滨水公共空间的共享，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良好的滨水游憩地，

推动滨水区可持续发展和活力提升。

3.4 结合腹地活力调整区域投资密度，

优化空间格局

实证结果显示，腹地活力会影响滨

水公共空间的活力，因此未来滨水区开

发可以结合腹地活力调整区段投资密

度，确定重点投资和优先发展区段，有

利于滨水空间优化。以杨浦滨江段为

例，尽管岸线设计运用了很多优秀的设

计理念，如工业遗存、历史建筑的改造

等，最终施工建设也非常完善，但杨浦

滨江段白天使用人群较于其他区段仍然

比较少，滨水活力相对偏低，表明好的

设计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该区段

活力的提升，但腹地条件先天不足依然

会影响和限制滨水区的活力。实地调研

还发现，杨浦滨江段夜间活力高，照明

设施较好以及周边有不少住区是重要

原因。

4 结语

滨水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作为对上一

轮建设实践的总结和反馈，是未来滨水

区更新设计的重要支撑。黄浦江贯通开

放后，滨水公共空间实现了全民共享，

满足了市民休闲锻炼、社会交往的需

求，并对此后的滨水区更新设计起到较

强的示范作用。尽管存在部分区段建设

未完成以及公共空间后续维护问题，但

基本实现了环境效益提升以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研究认为，未来滨

水公共空间的布局建设、投资开发可以

依据腹地活力的高低确定重点投资和优

先发展区段，确保社会资源的有效利

用，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针对活力较

低的滨水空间，需强化腹地开发建设和

设施完善，充分考虑滨水空间的整体发

展，打破滨水公共空间与城市腹地的阻

隔，实现两者经济协同发展，是滨水区

更新设计的重要实践方向，也是推动上

海实现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发展目

标的重要举措。

注释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浦江两岸

地区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② 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印发《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

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

年）》的通知。

③ 2019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黄浦江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

年） 》《苏 州 河 沿 岸 地 区 建 设 规 划

（2018—2035年）》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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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东西岸45km分为16个研究区段，统计

微博签到用户上传照片总量；采集并统

计黄浦江西岸2015—2019年微博用户逐

年上传照片总量，对滨水区逐年活跃度

进行评价。

⑤ 整体层面，选择休息日下午2点到5点，

收集32个岸线样本航拍图像数据；个案

层面，收集徐汇龙美术馆、杨浦东方渔

人码头、杨浦滨江二期北段8:00、9:30、

11:00、13:00、15:30、17:30、19:00共 7

个时间段的航拍图像数据。

⑥ 借助Python爬取安居客住区人口和房价

数据。

⑦ 借助八爪鱼平台爬取百度地图POI设施

分布数据。

⑧ 借助 Python 爬取 OSM 建筑轮廓、层数

和城市道路网数据。

⑨ 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东西岸16个研

究区段的微博签到图像数据进行地理学

的归纳统计和分析，计算照片总量面密

度，从整体层面评价黄浦江两岸滨水公

共空间活力。数据筛选过程中过滤掉画

面不清晰、自拍以及与地理信息错误的

图像数据。

⑩ 运用无人机航拍技术，采用行为地图法，

采集32个滨水岸线航拍图像数据，从重

点区段层面评价滨水公共空间活力，探

讨城市腹地开发对滨水公共空间活力的

影响；收集徐汇龙美术馆、杨浦东方渔

人码头以及杨浦滨江二期北段，休息日

7个时间段的航拍图像数据，分析不同

时段人群活动分布特征，评价滨水地区

重点区段全天活力情况。

⑪ 运用GIS核密度分析方法将城市腹地指

标可视化，研究腹地住区人口、房价、

消费设施及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规律，

初步探讨城市腹地开发与滨水公共空间

活力的关联性。

⑫ 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建立起滨水公共

空间活力与城市腹地开发影响的关联性，

探讨影响滨水地区活力的腹地因素。上

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2016年8月

发布“关于印发《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规划导则（试行）的通知》”，由于

学术界对城市设计尺度的腹地研究范围

没有明确界定，因此本研究参照 15min

步行可达距离，并考虑到道路网络对步

行活动的影响，将腹地研究范围界定为

1kmGIS服务区范围，且只统计黄浦江岸

线陆路一侧。

⑬上海市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家庭户规模缩减至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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