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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空间具有人工性、历史性和自然性的多重属性 [1]，
包含丰富的人文景观要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
生态自然要素，展示区域城乡的自然与人文历史特征 [2]。滨

水空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环境人工化 - 经济发展优先 - 可
持续观念”3 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图 1）。近年来，滨水空
间建设更加注重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共存的多元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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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内外耦合的广州碧道建设初探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Ecological Belt Based on Spat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pling

摘要
碧道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复合型廊道，碧道建设不仅是陆域和水域的共建，更是空间内外耦
合营造的典型范例。通过对空间内外耦合模式进行梳理，明晰碧道建设的空间耦合关系。从广州
碧道生态空间与人文空间内外耦合层面出发，归纳得出 3 种耦合手法，探讨其构成要素与耦合机
制：1）打造水生态带，将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与水游憩视为有机整体；2）构建“生态 - 人文”
防洪堤，提升防洪堤的多功能性；3）打造“防洪 - 通航”景观闸桥，实现交通、景观与防洪需求。
分析得到目前仍存在建设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多元融合培育不充分的不足，并提出挖掘水经济、
丰富“碧道 +”模式等建议。
 

Abstract 
Ecological belt is a multifunctional waterfront complex corrid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belt is not only the co-construction of land Ecological belt is a multifunctional 
waterfront complex corrid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elt is not only the co-construction 
of land and water, but also a typical example of spat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pling. The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belt construction is clarified by sorting out the spat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pling modes. Three coupling methods are summarised based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pling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humanistic space of the ecological belt in Guangzhou. 
Their components and coupling mechanisms are explored: 1) to create a water ecological belt and 
to consider the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ecology, water landscape and water recreation as an 
organic whole; 2) to build an 'ecological-humanistic' levee and to enhance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levee; 3) to build a 'flood control-navigation' landscape gate and bridge to achieve 
the traffic, landscape and flood control needs. It analyses the lack of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insufficient cultivation of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It suggests exploring the water 
economy and enriching the mode of 'Ecological belt +'.

文章亮点
1）注重碧道多空间的耦合与协同作用；2）从空间内外耦合视角出发梳理总结碧道的典型建设手法，
为碧道建设融合滨水空间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景观价值与游憩价值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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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道是基于空间融合的思想，实现水、
城、产三者共建，打造生态与社会耦
合的滨水复合廊道，是滨水空间发展
的阶段性产物。目前滨水空间的相关
研究侧重于空间结构与过程的分析，
而对与空间结构、过程、功能密切相
关的空间组织规律的探寻仍不足。生
态弹性、公众参与、滨水经济与可持
续发展是未来滨水空间的研究趋势。

2019 年至今，广州市累计建设碧
道已超 1 000 km，以“碧道 +”模式
实现空间内外耦合，提出综合性解决
方案，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整体提升。例如，海珠湿地碧道为
解决城市湿地水环境污染、生物多样
性降低、生态功能退化和公众体验不
足等现实问题 [3]，以“碧道 + 生态修复”
模式，进行水系修复、湿地洄游通廊
构建及水鸟生物友好场景打造，实现
水质提升、小气候改善、生物种类增

图 1  滨水空间发展历程
Fig.1 Waterfront space development history

的叠加与融合，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在
各个层面上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协
调发展而彼此影响的状态和过程，并
由此逐步产生了多层面的良性互动结
果 [6]，其强调耦合内部各种要素反映
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

关于空间耦合，不少研究集中关注
定量测算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也有研
究关注耦合模式与效应，以求达到不同
空间之间的协调发展。其中，部分研究
聚焦于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耦合 [7~8]，
以及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耦合 [9~10]；
空间耦合的定性研究常从空间构成要素
等出发探索其耦合机制 [9~10]。
1.2 碧道的空间内外耦合模式

现有研究根据空间的关系对空间耦
合进行分类。彭建等 [11] 认为，生态过
程之间既有近程耦合又有远程耦合。
黄铎等 [12] 提出蓝绿空间耦合效应与模
式，认为蓝、绿空间的叠加与耦合是
在二者生态耦合效应基础上，是实现
人工建成环境与蓝绿空间在自然、社
会及文化等方面的高度耦合；其空间
关系是由内部自然资源和与之相关的
人类活动所构成的，其耦合由内部与
外部两个层面构成。基于上述基础，
本文将碧道空间耦合关系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态空间的内部耦合，另一种
则是生态空间与人文空间的耦合，即
外部耦合。

内部耦合指生态空间内各类要素的
相互作用、影响与制约。文中研究的
生态空间主要指代蓝绿空间。蓝绿空
间是城市生态空间的基本要素和主要

表 1  广州主要碧道建设情况
Tab.1 Major ecological belt in Guangzhou

碧道名称 碧道类型 建设年份 建设长度 “碧道 +”模式

南沙区蕉门河碧道 都市型 2019 年 6.2 km 碧道 + 水上运动

天河区猎德涌碧道 都市型 2020 年 0.9 km 碧道 + 黑臭治理

黄埔区生物岛碧道 都市型 2020 年 6.6 km 碧道 + 海绵河道

海珠区阅江路碧道 都市型 2021 年 2.6 km 碧道 + 全民运动

荔湾区聚龙湾碧道 都市型 2021 年 1.3 km 碧道 + 城市更新

黄埔区长洲岛碧道 都市型 2021 年 13.5 km 碧道 + 文化传承

黄埔区南岗河碧道 都市型 2022 年 2.2 km 碧道 + 幸福河湖

增城区增江画廊碧道 城镇型 2019 年 6.5 km 碧道 + 水岸共治

南沙区凫洲水道碧道 城镇型 2020 年 6.0 km 碧道 + 提防达标

从化区鸭洞河碧道 乡野型 2019 年 1.0 km 碧道 + 乡村振兴

海珠区海珠湿地碧道 自然生态型 2019 年 6.8 km 碧道 + 生态修复

加，为候鸟提供了稳定的生态栖息地，
为公众提供了舒适的人居环境；通过
湿地旅游、研学基地、文化创意基地、
院士工作坊、数字算法园等类型的产
业项目实现湿地区域产业增值提效 [4]。
目前广州已建成阅江路碧道、鸭洞河
碧道、增江画廊碧道等一系列优质碧
道，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表 1）。
基于此，本文从空间内外耦合视角出
发，剖析广州碧道建设的具体手法，
以期为碧道建设与滨水廊道建设提供
参考。

1 空间内外耦合的概念及空间模式
1.1 概述

“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指两个
或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间通过互相
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
是在各个子系统间相互依赖、协调、
促进的动态关系 [5]。空间耦合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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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蓝色空间即水域，包括江、河、
湖、湿地等，绿色空间即山体、林地、
生态廊道、绿地等 [13]。蓝、绿空间存
在叠加性和耦合性，两者虽构成要素
存在差异，但布局和职能具有较强的
关联性、互补性和统一性 [14~15]。两者
在空间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形成
融合的空间形态与景观风貌 [16]，也承
担着改善人居环境、服务人群休闲文
化活动的功能，是不可拆分的“有机
聚合体”。同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蓝绿空间规划属于专项规划 [17]，是引
导蓝绿空间分类细化和建设实施的重
要途径。

外部耦合指生态空间与人文空间内
各类要素的耦合。人文空间意指除了
自然物质空间以外的精神属性。自然
物质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对其进
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才能满足人文活
动需求。自然物质空间与人文空间之
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耦合性。由
于自然物质空间包含生态空间，因此
生态空间与人文空间同样可以达到耦
合效应。例如，绿道作为典型的廊道，
不仅作为生态廊道串联了破碎化的生
态斑块、廊道、人文历史景点，而且
引领了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低碳
出行和居民康体活动。

图 2  碧道空间关系图
Fig.2 Spatial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ecological belt

治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水
生态保护与修复和景观与游憩系统构
建作为碧道建设的核心任务，是碧道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滨水廊
道建设大多关注改善水环境，较少将
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与水游憩四
者系统串联起来。如何在改善水环境
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水生态、水景观
与水游憩，仍有待完善。碧道打造水
生态带有效弥补了滨水廊道建设的整
体性不足，属于碧道空间内部耦合。
2.1.1 构成要素

打造水生态带，即通过“四水”统筹，
将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与水游憩
四者系统地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白云
湖碧道通过调水引水、生态补水工程，
保障湖区水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在
湖区内打造“水下森林”、雨水花园
等构建水生态系统，实现造景与水技
术深度融合。同时，将现有岛屿打造
为生境岛，并建设水文化、水利工程
科普区，进一步丰富了白云湖的水生
态、水景观与水游憩功能。这一手法
主要由水利 / 再生水设施、游憩设施、
水生态设施、生境岛① 4 种关键要素组
成，要素之间通过互连互通达成耦合（图
5）。其中，碧道常见游憩设施主要有
4 类，水生态设施有 5 类（表 2）。
2.1.2 耦合机制

打造水生态带是通过消纳碧道建
设范围内的雨水，经层层净化，将再
生水与雨水收集回用，同时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手法。该手法的耦合机制如
下（图 6）：

1）设置水利设施进行生态补水。
典型做法如白云湖碧道，通过建设一
系列水利设施，由泵站从珠江取水口
提水，经引水渠到达湖区实现生态补
水。广州国际生物岛则在岛上建设全
地埋式再生水厂，污水收集处理达到
回用水标准后，用于岛上的生态补水，
再生水厂上部则为水处理海绵花园，
通过设置科普装置寓教于乐，起到了
良好的生态、景观与社会效益。乌涌
碧道则以流域截污管网完善工程、排
水单元达标治理工程为手段，并利用
上游黄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优于城镇
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排放标准的尾水，

从碧道空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内部
耦合是蓝绿空间两类自然要素的耦合，
形成蓝绿空间内部生态协同与提升，
并实现供给服务效应与调节和支持服
务效应。外部耦合则是蓝绿空间和与
之相关的人类活动空间的耦合（图 2），
从而实现文化服务、经济与社会效应
的协同与提升。因此，碧道空间内外
耦合效应是蓝、绿空间和与之相关的
人类活动空间协调组织，达成超越单
一蓝绿空间或人类活动空间原有功能
的多元叠加效应。

2 碧道空间内外耦合手法
通过实地考察广州市内都市型、城

镇型、乡野型和自然生态型 4 类碧道，
并对 2019—2022 年广州 4 类碧道评估
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图 3），分析得到
构建水生态带、“生态 - 人文”防洪堤、
“防洪 - 通航”景观闸桥 3 种空间内外
耦合手法及其空间构成要素与耦合机
制（图 4）。其中，水生态带属于内部
耦合，其余两者均属于外部耦合。在碧
道建设中，打造水生态带与构建“生态 -
人文”防洪堤的空间耦合手法较常见。
2.1 打造水生态带

水环境改善是碧道建设的底线任
务，推进水环境治理与入河排污口整

①生境岛（habitat island）：也叫栖息地岛屿，概念源于生物地理学，指岛屿与其所在的景观基底之间存在较少但不可

忽略的差异，使得某些岛屿上的物种能够在景观基底内移居或栖息，这种岛屿称为生境岛 [18]。广义的生境岛指大部分自

然生境，如溪流、山洞、林中的沼泽、被沙漠围绕的高山、湖泊、池塘以及其他边界明显的生态系统；狭义的生境岛指由

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自然景观片断化而形成的片块，如被农田或其他异质景观所包围的斑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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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态补水，治理后水质由劣质提升为Ⅳ类水。
2）再生水、初雨通过与城市雨水管渠和超标雨水径流

排放系统有效衔接，进入碧道水生态设施进行预处理与净化。
其中，水生态设施与海绵设施处可设置标识系统并配置游憩
设施，如：在休闲健身类场所设置透水铺装，并在场所雨水
汇流处设转输与蓄存类水生态设施，在增加公众停留时间的
同时，以标识系统、文化景墙等为途径科普了水文化。生物
岛碧道范围内全段采用透水铺装，雨水通过下渗汇集到水生
态设施处自然存积、渗透与净化。

3）通过水生态设施净化后的水流入河滩地、浅滩及湿
地等生态缓冲区域，涵养水源，提升水质。南岗河碧道通过
敷设再生水管道，将萝岗水质净化厂的再生水引入上游生态
湿地，净化后的再生水作为河涌生态补水，水质由Ⅳ类水提
升为Ⅲ类水。

4）在水域中的生境岛借助自然力量，以“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的作用优化了碧道生态环境。海珠湿地碧道将原有
游人岛打造为鸟类栖居的无人生境岛，且通过加密绿植、加
种果树、增设鸟桩与环岛浮排等手段创造生物友好空间。据
统计，海珠湿地鸟类种类增加超过 100 种，鱼类种类增加超
20 种，昆虫种类增加超 400 种，植物种类增加超 500 种 [4]。
2.2 构建“生态 - 人文”防洪堤

水安全提升是万里碧道“5+1”重点建设任务中的底线
任务。其中，完善防洪工程、加固海堤江堤更是提升碧道水
安全的重要工作。一直以来，水安全提升更多侧重于防洪堤
工程建设本身，对于如何发挥其在生态与人文方面的综合效
应上较为欠缺。以碧道建设为引领推动构建“生态 - 人文”
防洪堤，有效弥补了该方面不足，属于典型的外部耦合手法。
2.2.1 构成要素

“生态 - 人文”防洪堤指在建设防洪堤时既考虑生态功
能，也关注人文精神，体现人文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和谐统一。
其主要要素包括护堤、活动场地、景观设施（表 3），护堤
形式有“X”种，活动场地与景观设施要素之间可形成“N”
种组合与搭配方式。
2.2.2 耦合机制

“X”种护堤作为碧道的防洪基础设施，与滨水生态、人
文空间相结合，而生态与人文要素根据环境条件与场地特征，
对“N”种可能性进行筛选、叠加与适应后，达到趋于稳定
的状态（即耦合），形成具有层次性与多样化的“X+N”滨
水耦合空间。其中“X”不仅具有基础的防洪功能，更起到
维护生态、营建生境的作用，使“水 - 堤”成为一个连贯的“生
态体”，有利于水中的动植物、微生物生存与栖居，避免了
水工设施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N”则是在满足防洪要求下，
在堤顶叠加文化科普、自然教育、游憩活动等相关设施。滨
水生态与人文的“N”种可能性与多元化，有利于完善“X”
种护堤欠缺的功能与效应，进而更好地提升防洪堤的生态、
人文与景观价值，促进碧道建设高质量发展（图 7）。

常见的“X+N”耦合机制有以下 4 种：
1）石笼护堤、多孔穴人工鱼巢是生物友好设施与防洪

图 3  2019—2022 年广州市碧道评估统计
Fig.3 Statistical of ecological bel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2019—2022

图 5  “四水”与水生态带构成要素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waters and the 
components of the  water ecological belt

图 6  水生态带的耦合机制
Fig.6 Diagram of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water 
ecological belt

图 4  2019—2022 年广州市碧道评估较高标准及以上的空间内外耦
合手法统计
Fig.4 Statistics of spat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pling 
maneuvers of higher standards and above in the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belt in Guangzhou, 201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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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格式建筑、水闸与闸桥：在闸
桥建设的基础上，在桥柱间设置水闸
闸门，桥面结合区域风格式建筑，桥
体中部为活动桥，留出船体通行空间。
黄埔区长洲岛的新担涌闸桥是廊桥与
水闸结合的佳例（图 9），上部人行桥
为岭南风格建筑，中间是活动桥，桥
墩之间设有水闸闸门，既兼顾了景观
与防洪（潮）、通航功能，也凸显了
岭南特色。在闸桥的管理上，同时考
虑游人的游览与船只的通行需求，按
需限时开放。
2.3.2 启示

打造“防洪 - 通航”景观闸桥这一
手法虽在现有碧道建设中较为少见，
但其所倡导的具体做法与耦合思路无
疑是未来新建闸桥发展的方向，具备
相当高的借鉴价值。该手法强调了碧
道与其他基础设施的协同建设，将碧
道与水利、交通等相关项目进行整合
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需
要注意的是，在规划设计阶段要充分
考虑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和依赖性，确
保各项工程能够顺利展开。

其次，在耦合思路方面，该手法注
重了多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与应用。
例如，在新建闸桥时引入智慧化技术、
生态友好等相关概念，结合土木工程、
电子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
运用。如此不仅可以提高水闸的效率
和安全性，还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舒适
度和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的需求。

3 广州碧道建设的再思考
3.1 存在不足

虽然目前广州碧道建设已形成了一
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做法，但现阶段仍
存在以下不足：1）碧道建设整体性与
系统性不够。由于现阶段广州碧道大
部分采取分区分段分年度建设，且河
涌水系的基础条件各不相同，碧道建
设在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方面有所欠
缺，造成部分碧道左右岸不协调、上
下游不衔接，无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并且，在具体工程中存在未能将区域
生态资源和内部生态系统视为统一整
体来考虑，仅仅是出于完成任务的目
的进行建设的情况，导致碧道内部生

表 2  常见游憩设施与水生态设施
Tab.2 Common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aquatic ecological facilities

关键要素 要素分类 常见设施

游憩设施

文化科普类 标识系统、科普展示栏、文化科普景墙

运动康体类 健康步道、户外健身器材

休闲玩乐类 户外多功能娱乐场地、儿童游戏场

社交聚集类 广场、亭子、廊架、座椅、长凳

水生态设施

渗透设施类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

储存设施类 湿塘、雨水湿地

调节设施类 调节塘、调节池

转输设施类 植草沟、旱溪

净化设施类 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表 3  构建“生态 - 人文”防洪堤主要要素
Tab.3 Major elements for building an ecological-humanitarian levee

关键要素 要素分类 常见设施

护堤
生态修复类 石笼护堤、“多孔穴”人工鱼巢、立体绿化、种植槽

文化科普类 石雕式文化科普栏杆、刻字耐候钢板、文化彩绘墙体

活动场地（广场、台地）

生态修复类 海绵台地、海绵铺装、草阶

休闲玩乐类 亲水平台

社交聚集类 阶梯看台、活动广场

景观设施
生态修复类 生物滞留带、生态树池、植草沟

文化科普类 标识系统、文化科普挡墙

堤的结合，为水生动植物打造栖息条
件，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在此基础
上采用岸边种植净化植物、堤上护栏
增设种植槽的方式，助推良好的动物、
植物、微生物循环的形成。同时，在
不影响工程基础的前提下，在堤顶以
海绵铺装结合小海绵设施的方式，使
雨水有效下渗与转输。护堤上部与标
识系统结合，以达到文化展示与自然
科普教育的作用。

2）墙式护堤结合文化科普栏杆、
文化彩绘矮墙，有效展示了碧道水文
化，将原有灰色基础设施变为有温度
的安全设施。文化科普栏杆的形式有
石雕、刻字耐候钢板、雕刻栏杆等。
阅江路碧道是“生态 - 人文”防洪堤的
典型做法（图 8），利用高差打造了两
侧观景平台，并以文化科普墙为载体，
以铜板雕刻的方式讲述海珠治水故事
与区域历史文化。

3）对防洪堤作后退处理，用台地
化解岸线与防洪墙之间过渡区域的高
差，结合休闲游乐功能，将防洪堤本
身转化为亲水平台、阶梯看台等公共
活动空间。实践证明，阅江路碧道以
后退的防洪堤打造林荫海绵台地和草
阶，使原本功能单一的场所成为适合
多群体活动的生态弹性空间。

4）结合现有场地高差设置两道护
堤：第一道为任意的“X”护堤，第二
道则为后退式。第二道护堤的介入，
有效提高了堤身的防洪功能，且后退
空间可改造为阶梯式亲水广场、活动
广场等活动场所，并可在墙身原有基
础上通过雕刻、彩绘等方式，把地域
文化与水文化融入其中，展示碧道的
地域特色与人文情怀。长洲岛碧道借
此手法打造了兼具防洪与休闲活动功
能的滨水空间。
2.3 打造“防洪 - 通航”景观闸桥

水闸是用于调节水位和控制流量的
重要水工建筑物，具有挡水和泄水功
能。闸桥更是实现了闸与桥的合二为
一。构建“防洪 - 通航”景观闸桥即能
实现在城市通行航道内发挥调节与控
制流量的功能，属于空间外部耦合。
2.3.1 构成要素与耦合机制

景观闸桥的主要构成要素为传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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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内部耦合不足，
整体连贯性不强。2）碧道融合多元功能培育不足。现阶段
的碧道建设更多侧重于建设范围，即河道管理范围，对于碧
道协调范围和延伸范围内的各类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城市
功能要素整合还不够，对于地域文化和特色资源的挖掘有待
进一步深入。碧道空间外部耦合不充分，通过碧道串联的“碧
道 + 旅游”大格局尚未成型，“碧道 + 经济”的综合效益还

未充分释放。
3.2 建议

广州碧道建设可对标其他地市的碧道建设，汲取优秀经
验以作参考。在内部耦合方面，可参考云浮市统筹南江碧道
建设重点任务，全面补齐流域短板的做法。在外部耦合方面，
可参考以下建设模式：1）挖掘水经济，打造水利风景区。
深圳市以水利风景区整合周边资源，打造大景区，通过旅游

图 7  “生态 - 人文”防洪堤“X+N”耦合机制
Fig.7 Ecological-humanitarian levee “X+N” coupling mechanism

图 8  阅江路碧道西侧防洪堤
Fig.8 Flood control levee on the west side of Yuejiang 
Ecological belt

图 9  长洲岛新担涌闸桥
Fig.9 The lock and bridge at Santan River on Changzhou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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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给促进水旅、文旅、农旅融合发展，同时营造科研教
育基地，通过研学课程，启发公众思源护水情怀，带动经济
辐射作用。2）深挖本土故事，塑造特色碧道。佛山市在疏
浚水道的基础上深挖沿线文史资源，串联沿线的多样文化元
素，积极打造历史文化名人碧道。3）丰富“碧道 +”模式，
推动价值转换。江门市以“碧道 + 城市更新”“碧道 + 乡村
振兴”“碧道 + 文旅”等模式焕发新活力，有效综合整治休
闲娱乐、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满足公众多元需求，使得生
态产品价值转变，实现“以道养道”的良性循环；珠海市则
依托海岸资源优势，引入水上运动、游轮游艇等产业，形成
“碧道 + 水经济”产业群落，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4 结语
碧道是蓝绿空间耦合营造的典型范例，其建设不仅要考

虑单一空间的效应，更要注重多空间的耦合与协同作用。本
文尝试从空间内外耦合视角出发，梳理总结 3 种典型的建设
手法——打造水生态带、构建“生态 - 人文”防洪堤、打造“防
洪 - 通航”景观闸桥，以期为碧道建设融合滨水空间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景观价值与游憩价值的研究提供参考，探索构建
出适应发展要求的滨水复合型廊道。

当前广州碧道正处于高质量发展时期，但其系统性还不
够，综合效益还未彻底释放，如何以“碧道 +”模式实现沿
线产业群落的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索 [20]。因此，笔者认为，
开展碧道建设与发展空间一体化研究，充分利用各方优势，
固强补弱，应是此后碧道研究的热点之一。若能以广东省
范围内的碧道作为研究对象，或对省内各市碧道进行横向对
比研究，将能够提高相关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研究中要注
重整合资源，形成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加强与相关
部门和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注重社会公众参与，听
取、收集民意。同时将生态环境导向（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 EOD）、“幸福河湖”“滨水 + 文旅”“滨
水 + 水上运动”等相关模式融入，探索碧道运营机制，打造
碧道品牌，致力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高
质量现代化城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来的碧道建
设应鼓励步行、骑行及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结合智能
交通系统及清洁能源技术，减少污染排放并提升效率，以实
现城市绿色出行目标并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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