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12

碧道设计研究与实践

摘要：滨水绿地兼具多重价值，对其合理规划建设将为河涌密

布、高密度城市建设的广州提供生态宜居的滨水空间。2019年碧

道规划的制定为滨水绿地建设提供契机，厘清广州市滨水绿地的

规划政策管理发展历程可为广州市后续碧道建设提供编制参考与

研究支撑。研究以2000—2020年的滨水绿地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为

研究对象，通过分类统计、阶段划分、文本分析对其指导城市滨

水绿地建设历程进行分析梳理。研究发现，20年间滨水绿地相关

概念逐步完善，建设内容逐步丰富，规划范围拓展至全市河涌，

但实施保障措施有待加强。

关键词：滨水绿地；规划政策管理；发展历程；广州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2）04-0012-07

收稿日期：2021-09-30

修回日期：2021-12-14

Abstract： Waterfront green space has multiple values.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front green space will provide 
an ecological and livable waterfront space in Guangzhou, 
which is densely populated with rivers and high-density urban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belt planning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front green 
space,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waterfront green space in Guangzhou can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and research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elt in Guangzhou. This study takes 
waterfront green space related planning policy documents from 
200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aterfront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through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stage classification 
and text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20 years the 
concept of waterfront green space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has been gradually comprehensive, 
and the planning scope is extended to all rivers in the city, but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measur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Waterfront green space; Planning and policy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cess; Guangzhou

河流的优质景观和宜人气候使

地处南亚热带的广东人具有亲水的

天然属性 [1]，聚集在水系周边2 km范

围内的活动人口数量占全省人口的

80%①。广州江河湖海水系发达，水

域面积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10%②。

作为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共同强烈作

用的载体 [2]，城市滨水空间在城市发

展中具有活动场所、城市形象和生态

服务等功能 [3]，因此在河涌密布的广

州研究城市滨水空间具有重要价值。

而滨水绿地是城市滨水空间的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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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
②数据来源：《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19—2035）》
③2019年《广东省万里碧道总体规划》提出“以水为纽带，以江河湖库及河口海岸带为载体，统筹生态、安全、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的复合性廊道”的

碧道概念

地类型之一，一般是指与水域相接的

一定范围内的绿地 [4]，其宽度与范围

受蓝线（水域保护区的控制线）、绿

线（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两

种城市规划控制线约束 [5]。作为沿河

流水系廊道构建的人工线型开放空

间，滨水绿地具有生态、廊道、景观

美学和休闲游憩等方面价值 [6~9]。

2019 年，“碧道”概念③的提出

和《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
2 0 3 5 ）》《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2035）》的制定为新时期广州

滨水绿地的建设和更新提供契机。因

此，研究先前滨水绿地建设相关政策

规划文件，能够形成编制经验指导新

时期的碧道建设。

本 研 究 通 过 梳 理 2 0 年 间

（2000—2020年）的广州市滨水绿地

相关规划编制及政策文件，以滨水绿

地规划要点与导向发展为切入点开

展对滨水绿地规划政策发展历程的研

究，并研究滨水绿地“是什么”“建

什么”“建哪里”“怎么建”“谁来管”

等一系列问题，以期为构建宜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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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蓝绿空间提供规划经验，为后续碧

道开发建设提供先前编制政策层面的

参考和指引。

1 资料来源及分析

2020年，广东省根据习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为老百姓营造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的自然景观”的指示制定

《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
2035）》。广州市在《广东万里碧道

总体规划（2020—2035）》的指导下

制定《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
2035)》，在衔接相关上位专项规划的

基础上对广州市滨水绿地具体建设措

施进行整合与改进，具有权威性和针

对性。因此，本文搜集《广州市碧道

建设规划 (2020—2035)》中的规划依

据文件，并以包含滨水绿地内容为原

则，对文件进行取舍和增补，共筛选

相关文件27份，包括总体规划 /上位

规划5份、专项规划19份、政府文件

2份、导则1份（表1），文件颁布单

位包括省、市、区各级的水务水利部

门、林业和园林部门、规划部门和环

境保护部门等（图1）。
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

规划为依据，可将上述文件划分为4
个阶段（图2）：

1）2001—2005年：“十五”计

划确立国家发展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为主线。该阶段含滨水绿地内容的

规划文件少，仅有市域级的总体规划

和绿地系统规划。

表 1 2000—2020 年广州市滨水绿地建设相关法规政策文件

序号 规划政策文件 编制 / 颁布单位 文件类型

1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1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总体规划

2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2007)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4 《广州市总体城市设计 (2017—2035)》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5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8—2035)》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6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01—201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专项规划

7 《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8 《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深化》(2006) 广州市水务局

9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0—202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10 《广州市流域综合规划 (2010—2030)》 广州市水务局

11 《珠三角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2010)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2 《广州市绿道网建设规划 (201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3 《广州市水系岸线总体规划 (2010—202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4 《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 (2012—202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5 《广州市环境总体规划 (2013—2030)》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16 《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2014—2030)》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17
《广州市都会区生态廊道总体规划与东部生态

廊道概念规划》 (2015)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8 《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 (2016—2030)》 广州市水务局

19 《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 (2017—2035)》 广州市水务局

20
《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

(2018—2025)》
广东省林业局

21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6—203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2 《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 (2020—2035)》 广东省水利厅

23 《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2035)》 广州市水务局

24 《海珠区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 海珠区水务局

25 《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2017) 广东省水利厅
政府文件

26 《广州市河更美大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广州市水务局

27
《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 (三个十公里 )城市设计

与景观详细规划导则》(2018)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导则

注：各类型文件按颁布时间排序

图1  各部门发布的法规政策数量统计 图2  各阶段的法规政策文件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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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6—2010年：“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环境友

好型社会，同时加强空间规划以协调区域发展 [10]，珠三

角于2009年在全国率先展开绿道规划建设，广州市借亚

运契机展开治水复涌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11]。该阶

段规划文件对空间落实的要求逐渐上升，多项水系流域

专项规划颁布。

3）2011—2015年：“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珠三角于2012年底完成省级绿道的建设。

该阶段相继颁布多项生态及环境专项规划。

4）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并创新提出

图3  各规划政策文件中“滨水绿地”词频统计

表 2 广州市滨水绿地建设文件用词发展历程

规划政策文件 文件内用词 文件类型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 两岸沿线绿化、两岸防护绿地、防护林、绿化带 总体规划

《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滨水绿带 专项规划

《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深化》（2006） 滨水绿地、河涌两岸控制用地、水绿景观带 专项规划

《珠三角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2010） 滨河绿道、滨河绿地、滨江绿地 专项规划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0—2020）》 滨水绿化带、文化休闲带、“两轴多带”规划结构 专项规划

《广州市绿道网建设规划（2010）》 滨江绿化带 专项规划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河流沿线防护绿地 总体规划

《广州市水系岸线总体规划（2010—2020）》（2013）
生态绿化廊道、滨水绿地、滨水绿带、滨水绿道、

河涌沿岸防护绿地
专项规划

《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2012—2020）》 “六廊多带”生态安全格局 专项规划

《广州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 滨海湿地 专项规划

《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4—2030）》 滨水绿地 专项规划

《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河道护岸、护堤林 专项规划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 滨河绿带、植被缓冲带 专项规划

《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2017—2035）》 滨水绿地 专项规划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滨水绿地 总体规划

《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三个十公里）城市设计与景观详细规划导则》（2018） 滨江绿带、滨江绿地、滨江公园 导则

《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 滨水公共空间带、水岸公园带、临江绿地 专项规划

注：各类型文件按颁布时间排序

“碧道”概念以指导河流综合治理。该阶段有关滨水绿地

建设相关文件数量和种类最多。

2 “滨水绿地”及其相关概念的生成及发展历程

研究首先从滨水绿地“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在

这个问题的认知和概念界定方面，对各文件进行“滨水

绿地”的词频统计，发现各文件用词频率总体呈上升趋

势（图3）。
各文件中的具体名词使用体现了滨水绿地在定位、

功能等方面的内涵（表2）。“十一五”前期“两岸沿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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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防护林”“河涌两岸控制用地”

等用词体现滨水绿地在河流系统中

的附属地位。《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

水系规划深化（2006）》中最早出现

“滨水绿地”，指出其“有利于生物迁

徙，提高物种多样化，改善生态环

境”的生态功能①。“十一五”阶段，

滨水绿地作为“廊”“带”具有规划

结构和生态格局层面的意义。“十二

五”“十三五”中“文化休闲带”“公

共空间带”等丰富滨水绿地在宜居空

间建设层面的功能内涵。

在不断发展中，规划政策文本使

用“滨水绿地”的频率上升，对滨水

绿地在生态、规划结构、景观游憩层

面的功能及内涵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

3 滨水绿地建设内容的发展历程

针对滨水绿地“建什么”这一问

题，各文件中滨水绿地建设内容经归

纳可总结为3方面（表3）：植物选择

（乔木、草本植物配置规划）、横向结

构（临水边界线、河 /湖道岸带控制

线范围之间的滨水结构）、宽度控制

（具体宽度数值规划）。其中植物选择

与景观生态建设有关；横向结构、宽

度控制属于空间上的水岸横断面建

设，且在涉及滨水绿地建设内容的文

件中出现频率较高，是建设内容中的

规划重点。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
2010）》（下称“2001版总规”）首次

出现对滨水绿地的宽度控制②，是

近 20年中最早出现的滨水绿地建设

内容，同时也是唯一一份总体规划

文件。其后滨水绿地建设内容更加

丰富，大多数文件包含两方面建设

内容，但散见于各专项规划及导则

中。《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
2035）》衔接“十二五”“十三五”各

规划文件，对植物选择、横向结构和

宽度控制3方面建设内容进行全面规

划，建设内容与以往相比最丰富。

总体来说，在文件类型方面，负

责编制滨水绿地建设内容的文件转变

为专项规划；在文本内容方面，《广

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
衔接并整合往期规划，涵盖最丰富的

滨水绿地建设内容。

3.1滨水绿地宽度控制发展历程

宽度控制是滨水绿地建设内容中

对单侧绿地宽度数值上的详细控制，

能够统筹协调滨水功能的实现和城市

用地的限定。

从编制单位来看，“十五”“十一

五”时期，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下称“规划局”）、水务局、林业和

园林局分别对滨水绿地的宽度进行控

制，“十二五”后该内容主要由规划

局负责。从文件类型来看，除 2001
版总规外相关内容在专项规划内进

行编制。在具体的宽度控制中（表

4），6 m、10 m、30 m和100 m这4个
数值出现频率较高，宽度数值与河流

等级、绿地用途关联性强；其中，在

早期规划局和水务局之间尚有对滨水

绿地宽度是否应在 30 m以内的不统

一。在控制形式上，“十二五”后期

及“十三五”出现了对滨水绿地的分

级宽度控制，如《广州市都会区生态

廊道总体规划与东部生态廊道概念规

划（2015）》中首次出现分级宽度控

制，《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
2035）》对最小宽度限制和建议宽度

区间进行控制。

滨水绿地单侧宽度目前由规划局

和水务局负责在专项规划中予以规划

控制，在规划政策发展中通过分级控

制的形式形成宽度至少6 m，珠江等

重点河道绿地的需 30 m以上，生态

廊道的可在100 m以上的规划控制。

3.2 滨水绿地横向结构发展历程

横向结构是滨水绿地建设内容

中所包括的水岸带结构。对横向结

构范围来说，因城市蓝线划定方式

多样不一 [12]，所以本研究中使用王

世福等 [12]提出的“三线两区”蓝线体

系中的河（湖）道岸带控制线和水利

部颁布的《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编制指南》[13]中的临水边界线，将两

线之间的岸域空间结构定义为滨水绿

地的横向结构（图4）。

①《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深化》（2006）第64～65页 水景观构成要素

②《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第36页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布局

表 3 广州市滨水绿地建设文件建设内容一览

规划政策文件 文件类型
是否含植物选

择内容
是否含横向结

构内容
是否含宽度控

制内容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 总体规划 — — √

《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深化》（2006）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0—2020）》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2012—2020）》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水系岸线总体规划（2010—2020）》（2013）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都会区生态廊道总体规划与东部生态廊道概念规划》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2017—2035）》 专项规划 √ √ —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专项规划 — — √

《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三个十公里）城市设计与景观详细规划导则》（2018） 导则 — √ √

《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 专项规划 √ √ √

《海珠区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 专项规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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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十一五”，堤岸、护

坡的建设属于河涌整治中的工程措

施 [12]，2001版总规引入“堤岸工程

生态化” [14]，水系规划深化提出河

涌堤岸整治“与两岸绿化林带相结

合”①。堤岸、护坡在该阶段属于河

流整治内容。

“十三五”《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

（2017—2035）》明确水景观空间“水

面—护岸—绿带—滨水用地”②的横

向结构，堤岸、护坡被纳入滨水绿地

建设。《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
2035）》提出“水岸一体”③的理念

以及“在大于 10 m的岸边带进行岸

边带绿化—岸边路径—低冲击岸边绿

化—滨水步道—生态护坡”的多级堤

建设，并明确碧道建设范围内“岸、

堤、路、径、林”的滨水绿地横向结

构范围；《海珠区碧道建设总体规划》

落实《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
2035）》要求，建设任务中明确水岸带

控制线外“河滩地、护岸及堤防、护

表 4 广州市主要法规政策对滨水绿地宽度控制要求

规划政策文件 编制 / 颁布单位 控制内容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1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在珠江两岸、市区内的河、湖等水体及铁路两旁设绿化带，宽度不少于30 m。流溪河两岸防护绿地宽

度控制在100～300 m。黄埔港滨水区通过整治建设宽20 m的滨江绿带。

《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
水系规划深化》(2006)

广州市水务局 规划河涌两岸的用于绿地控制用地宽度为6～30 m。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 (2010—2020)》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河涌两侧水系防护绿地各不少于5 m，江河两侧各不少于30 m，珠江绿化景观带每侧各不少于30 m。

水源涵养林两侧各不少于100 m，流溪河两侧各为100～300 m。

《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
(2012—202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城市内河、湖泊的防护林带宽度不小于30 m。对于湿地和水体间的廊道，规划在河流两旁栽种
5～10 m或10 m以上的防护林。珠江西航道－洪奇沥水道生态廊道等5条高速河流型生态廊道

100～1 000 m，东濠涌廊道等7条主干河流型生态廊道60～200 m。

《广州市水系岸线总
体规划 (2010—2020)》

(2013)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珠江前后航道、流溪河两侧控制 100～300 m绿化带。在都会区次干河涌两侧控制30～50 m的绿化带。
郊县生态廊道、水道防护林单侧控制绿带宽度为100～300 m。

《广州市都会区生态
廊道总体规划与东部
生态廊道概念规划》 

(2015年 )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组团生态廊道范围的河涌规划岸线以外宽度控制如下：
一类河涌老城区10 m，规划建设区20 m，农田区30 m。
二类河涌老城区8 m，规划建设区15 m，农田区25 m。
三类河涌老城区6 m，规划建设区10 m，农田区20 m。

区域生态廊道范围的河涌规划岸线以外宽度应不低于30 m。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 (2016—203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对各级水系廊道两侧植被缓冲带宽度控制如下：
一级水系廊道宽80～100 m。
二级水系廊道宽60～80 m。
三级水系廊道宽30～60 m。

《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2035)》

广州市水务局

对各级河道生态廊道单侧划定宽度控制如下：
省级主要河道最小宽度30 m，建议宽度100～200 m。
市级主要河道最小宽度20 m，建议宽度30～50 m。

其他河道最小宽度6 m，建议宽度12～30 m。

①《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深化》（2006）第37页 河涌堤岸整治

②《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2017—2035）》第88页 滨水空间横向布局

③《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在第46页总体理念中提出“将防洪、防污、防涝等被动应对转变为亲水、玩水、用水的主动利用，把设计范围

从蓝线内部拓展到蓝线以外的水岸空间，对河道两岸2 km以内的空间内容进行整体统筹”的“水岸一体”理念

堤地”的滨水绿地横向结构。

在规划政策发展中，滨水绿地横

向结构纳入原属工程措施的护坡、堤

岸等结构，同时对于滨水绿地横向结

构“建什么”有了明确的答案。

4 滨水绿地规划范围的发展历程

规划文件中的规划范围和建设位

置明确滨水绿地“建哪里”的问题

（图5）。

图4  滨水绿地横向结构范围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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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001版总规对珠江及流溪河（图5a）绿化进

行规划，着重明确珠江各段的绿化建设形式①。在“十

一五”水系整治的背景下，《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

划深化》将中心城区主要河涌作为规划范围（图5b），《广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划定中心城区各河流

防护绿地绿线②。其后河流规划范围拓展至全市的重点河

流，诸如《广州市流域综合规划（2010—2030）》《广州

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0—2020）》，其中《广州市水

系岸线总体规划（2010—2020）》控制规划221条骨干河

涌和38座骨干水库（图5c）。“十三五”后河涌规划范围

进一步扩充至全市河涌，《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2017—
2035）》《广州市总体城市设计（2017—2035年）》《广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对全市1 368条河涌

水系（图5d）进行保护。

在20年的发展中，河流与滨水绿地的规划范围由区

及市，从重点河流延伸至全市河涌。

5 滨水绿地实施保障措施的发展历程

规划政策文件针对滨水绿地“怎么建”“谁来管”这

一问题提出相关实施保障措施。

在政策和财政保障上，“十二五”《广州市水系岸线总

体规划（2010—2020）》才出现对滨水区开发土地政策和

资金开发机制的建议。“十三五”规划文件纳入法律支

持、土地政策及财政方面的措施。《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2035）》形成规划实施传导、政策保障、项目审

批、资金保障等多层次实施保障机制。

在组织保障上，“十一五”《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

规划深化》明确广州市水利局（2008年改为水务局）管

理“河涌两岸绿化带、景观公园”，这与负责建设管理公

园的园林管理部门 [15]形成空间及权责上的管理重叠。其

后通过《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2012—2020）》《广州市水

系岸线总体规划（2010—2020）》，林业和园林部门逐渐

被明确为滨水绿地建设管理角色。

监督保障多出现在“十三五”时期，《广州市河更美

大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规定市河长办对属地河

流的监督职责；《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2017）》通过

河长制评分表的形式细化碧道建设21项考核目标。

总体来说，滨水绿地建设的实施保障和监督机制不

断丰富，但均存在滞后性，且多出现在规划文件中，政

策文件较少，其中文件措辞多用“鼓励”“建议”“尝试”，

控制力度有限。

6 结语

根据《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中的规

划依据文件，以文件中包含滨水绿地规划建设相关内容

为筛选原则，共筛选整理近20年间的规划及政策文件共

27份，文件类型包括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政府文件、

导则，文件颁布单位包括省、市或区级的规划部门、水

务水利部门、林业和园林部门等，以五年计划 /规划为依

据将文件划分为4个阶段，并对文件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和

梳理总结。

研究发现：1）对滨水绿地“是什么”这一问题，规

划政策逐渐完善滨水绿地在生态、规划结构、景观层面

的功能内涵，“滨水绿地”词频使用增高。2）对滨水绿

地“建什么”这一问题，建设内容在规划政策发展中逐

步丰富，并在《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2020—2035）》中

①《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10)》第18页 珠江两岸总体规划布局

②《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第54页 绿地系统和水系

图5  各文件河涌及滨水绿地规划范围发展历程

a.《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10）》规划范围

b.《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

规划深化》（2006）规划范围

c.《广州市水系岸线总体规划

（2010—2020）》规划范围

d.《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

（2017—2035）》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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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植物选择、宽度控制、横向

结构 3 项建设内容的全面规划；宽

度控制和横向结构是建设内容的重

点，目前形成全市滨水绿地单侧宽

度最低6 m，珠江等重点河道30 m以

上，生态廊道可在100 m以上的宽度

规划控制以及分级控制形式，同时明

确“岸”“堤”“路”“径”“林”的滨

水绿地横向结构范围。3）对滨水绿

地“建哪里”而言，其所属河涌水系

的规划范围已拓展至全市河涌水系。 
4）规划政策对滨水绿地“怎么建”

这一问题在政策、财政、组织和监督

方面上提出实施保障措施，但存在滞

后性，管控力度有待提高。5）规划

逐渐明确林业和园林部门负责对滨水

绿地建设管理，回答了滨水绿地“谁

来管”这一问题。

城市建设离不开规划政策的支

持，通过分析规划政策文件，总结滨

水绿地建设的规划重点，形成编制参

考和方向指引，对建设高效有序的蓝

绿滨水宜居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对以

上研究结果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厘

清滨水绿地“是什么”的问题将为

滨水绿地“建什么”注入更丰富的内

涵，明确滨水绿地“建哪里”将指导

滨水绿地“建什么”的建设位置和规

模，而明晰滨水绿地“怎么建”“谁

来管”能为滨水绿地“建什么”提供

机制保障。由此可见，滨水绿地建

设内容（对滨水绿地“建什么”的回

答）作为规划重点，在指导滨水绿地

建设中具有核心作用。

对新时期碧道建设而言，对滨水

绿地建设内容的落实实施应吸收多

元内涵、明确建设任务、遵循保障

机制。例如，《广州市碧道建设规划

（2020—2035）》拓展滨水空间在产业

联动、三旧改造等方面的功能意义，

在功能内涵方面为滨水绿地建设提供

新思路，碧道建设中可以在生态、景

观提升的基础上将滨水绿地耦合城市

更新、经济转型，通过“治岸”联

动“治水”“治产”“治城”。在建设任

务与目标上，碧道建设应衔接规划范

围与建设内容中的分级宽度控制，对

尚待建设的滨水绿地进行建设任务和

规模上的明确，并可通过导则的形式

具体要求相关建设内容。《广州市碧

道建设规划（2020—2035）》提出的

“水岸一体”理念建议碧道建设不再

拘泥于规划蓝线的限定，在统筹滨水

绿地水岸空间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主动

利用的形式优化护坡、堤岸等横向结

构，丰富滨水活动及形式。

注：图片、表格为作者自绘，图5数

据来源自各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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