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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水区的发展通过对滨水区的开发活动可以更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建立秩序、营造氛围，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带动

作用，从而使城市形成自己的特色，有利于城市在市场上吸纳资源、推销产品和服务，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关键字：滨水区；城市竞争力；城市发展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iverside Area and Urban Competitive Power/Sun Shiwen,Wang 

Zh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iverside areas can be mad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o as to allocate the 

resources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more properly with new order and new atmosphere.Besides it can also bring along 

the changes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s,form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ity that can make the city different 

from others.In addition,it is also helpful to the city in attracting resources and market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he market,causing a direct effect on the city image and opera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upgrade the management 

power of the city.

[Key words] riverside area,city competitive power,city development

1、引言  

  城市的滨水区是城市独特的资源，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它往往是城市活动空间的核心，也是城市空间结

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滨水地区的重建和再开发成为许多城市应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竞争

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与各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

的，这些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城市的竞争能力。城市竞争力的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和发

展起来的。全球化不仅与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有关，还与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正

如吉登斯指出的，“全球化的后果是深远的，几乎影响着社会世界的所有方面”①。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报告也同

样揭示了这一点—“全球化已经将城市置于一个城市之间的具有高度竞争型的联系与网络的框架之中。这些进入

全球网络的城市在全球力量领域中发挥着能量节点的作用。在不稳定的世界经济中，在所有部门中日益增长的变

化的速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其同样将注意力集中于拥有维持正在进行的竞争所必需的宝贵资源的城市”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吸引新的资源

参与到全球的竞争之中，就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应于全球化条件下复杂的城市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空间结构，城市竞争力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改变了

人们对城市社会和经济的认识—城市的竞争优势已不仅仅依靠于它的生产能力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提升城市竞

争力比提升企业竞争力更为复杂，因为它不仅要提升经济层面的资源管理与效率，而且必须面对非经济层面的挑

战与变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变化，并越来越集聚于那些富有个性和特色

的地区。相对于一些迅速流动的资源要素(如资本、信息)，要在与它们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城市需要创造并

保持、强化自身的个性和特色，这种努力最终要落实到城市中的特定地段，而那些个性与特色集中度较高的地区

就成为资源要素主要的选择。滨水区的重建和再开发成为当代港湾城市发展的关键项目就是这一趋势的重要反

映。  

2、滨水区历史演变过程分析  

  港湾城市滨水区的历史演变过程体现出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管理模式及资源等变量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滨

水区特定的空间和地点条件结合，形成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源要素，因而具有影响城市竞争地位的意义。  

2.1资源经济时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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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源经济时代，贸易能力是直接决定城市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贸易能力在很多方面受到滨水区发展影

响。工业化以前(18世纪中后期以前)，经济的发展以资源利用为主，城市竞争力基本上是从对物质资源的经营控

制中获得，沿海的港口城市在国内长距离贸易和对外贸易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贸易体系的核心。

11世纪～14世纪的西欧工商业城市广泛兴起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滨水区的加速发展，而港口则是提高城市竞

争地位的重要砝码：谁能够控制资源，谁就可以赢得市场，获得发展。全欧洲性的国际集市与港口就在这一时期

形成，这些港湾城市通过滨水区的发展，突破了仅仅作为商人和手工业者社区的局限。当然最初这些滨水区规模

较小，往往呈现一种自发的良性发展态势，且形成港口与城市生活混合的空间形态；它同时作为贸易枢纽、军事

要塞发挥作用，兼具港口功能和公共空间功能。  

  城市核心竞争力在此时也主要表现为它对物质资源的最强势的经营和控制能力。而那些远离河口、海岸的城

市的发展就受到了较多的限制和约束。  

2.2工业化时代  

  工业化时代港口城市的兴起有3个特征。首先，滨水区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由于蒸汽机的使

用及工业用水、排污的需要，工业选址于河滨地区不仅可方便取水，还可利用便利的水运条件。交通业本身要占

据相当大的滨水用地，也导致工业区日益向滨水区聚集。其次，滨水区作为交通空间加速了专业化的港口区发

展。为适应现代交通港的发展，港口不再是对货物进行简单地储存、加工或者贸易的地区，而是实现货物快速集

散的中转地，这些都加速了专业化的港口区发展。最后，滨水区在城市空间结构中呈现“边缘化”趋势。对工业

资本的需求使滨水区生活功能受到排斥，而工业化时代城市结构中新的等级性和核心要素的出现(如区域基础设

施、公园系统等)，也使开发活动逐渐偏离滨水区。  

  这3个特征的形成显然与社会对滨水区的需求有关。尤其是这一时期城市致力于产业资本的发展，这一需求极

大地推动了滨水区的发展，也确立了产业资本对滨水空间的控制。在这一时期港湾城市将滨水区产业和运输功能

作为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客观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内河运输④和铁路运输⑤也都服务于主要大城市的港口

区，使得已存在的港口都市及内陆都市快速出现联结，从而使港口区确定其支配的地位(19世纪中期，波士顿由于

未能有效地建立港口与区域运输系统的联结，最终被纽约取代了其对于内陆市场的主导地位⑥)。  

  滨水区成为城市的生产和交通核心，大量的资本要素积聚在滨水地带，带动整个城市进入工业化时代。  

2.3后工业时代  

  工业化时代快速发展的港口城市依托于滨水区，一些超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都依托于滨水空间成长。但产业

发展的影响也可能使这些地区由盛转衰。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

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衰退，导致城市中的工业地区受到很大冲击，滨水工业地带也大量地空

置。此外，随着国际航运船舶的大型化⑦趋势、集装箱业务⑧的发展，以及太平洋沿岸经济的快速发展⑨，运输

网络体系、内陆腹地与海外腹地的分布及其它条件一起影响了航线的分布，进而使港口体系发生剧变，很多城市

的港口运输业受到冲击，从而走向没落。港湾城市开始关注于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逐步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所谓的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后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产品的全面过剩，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由生产转向了消费。滨水区

开发逐步进入创造消费空间的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将向着吸引剩余资本(尤其是商业和服务业资本)的重新注入方

向进行。其目的一是要保证经济的增长始终由超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的带动，二是要使衰败地区沉淀的空间资源

得到新的利用。滨水区开发理念主要在于城市的建设要适应于人和市场的需求，推动人的聚集和有助于企业获

利，这种繁荣将创造出活跃的消费需求和对企业发展有利的环境。而且滨水区开发更强调投资类型的兼容性，对

于地区的、发展的社会属性较为重视，力求使多元化的、可变的空间符合城市建设的需要。  

  从不同的城市来看，滨水区的重建和发展类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巴尔的摩市(Inner Harbor)因城市

开发，创造出节日市场(Festival Marketplace)这一形式，以特别的消费环境吸引人；利物浦码头区以文化休闲

设施的建设为先导，形成了利物浦市的一个文化时尚活动中心；鹿特丹码头区改建则积极顺应当地的文化传统，

以中产阶级的生活居住设施建设为核心，形成功能复合的区域；伦敦码头区的改建则以“再建一个CBD、分解中心

城CBD的压力”为目标，同时体现出对公共空间的尊重。  



  因此，滨水区在当代新的发展趋势下应运而生，从多个层面提供了服务功能，不仅仅创造出更紧凑、更复杂

和更多用途的环境，而且还结合自身的资源(历史的、景观的资源，甚至某一种生活情趣)创造出一定的消费理

念，而成为更吸引人的地方。且这些服务性功能可以依托在该城市某种特定功能上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3、滨水区发展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贡献  

  一般而言，城市竞争力可由各个方面综合加以讨论。从近年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其囊括了政

治、经济、人文、自然等各个方面的要素。本文从抓住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角度立论，以城市核心竞争力概念

来考察滨水区的发展，突出其作为城市独具的竞争力要素。  

3.1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与特点  

  借鉴企业核心竞争力，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被城市研究引入，以突出不同城市独具的竞争力要素及抓住城

市发展的主要矛盾⑩。  

  “核心竞争力是把综合竞争力所包含的诸如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精神文明、信息、价值观、知

识体系的作用力归纳，抽象到诸如人才这样的主要子系统中”。  

  本文认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是长时期形成的，蕴涵于城市内部特征中，为城市所独具的、支撑城市竞争的优

势，并能使城市长期在竞争环境中能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而城市的一般竞争力，如经济实力竞争力、市场竞争

力、市民素质和人才竞争力、科技和文化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等，只是城市

某一方面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包括：①价值性，即能够在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②独特性，即

核心竞争力是独自拥有的，难以被模仿和替代的；③延展性，即核心竞争力是向更有生命力的新事业领域延伸的

有力支持。研究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基于城市现有各项资源优势和经济结构特点的生长主线，该

主线本身必须有很大的成长性，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延展性和驱动性，即能够带动城市一系列的相关领域的迅速成

长，并衍生或催生新的发展领域，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内在联系密切、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区域经济功能体。  

3.2滨水区发展对形成城市竞争优势的积极贡献  

  滨水区的开发和再开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重复，被自觉和不自觉地反复应用。滨水区发展是城市应对社会经

济变迁的关键因素，用以提升城市竞争地位。以下，从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进一步探讨滨水区发展对城市竞争优

势的贡献。  

3.2.1市场价值  

  西方国家当代的社会与空间出现了诸多名词，如后工业、后现代等，其出现的背后是以资本积累和控制模式

的转变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即所谓的“后福特制”。这种后福特制表现为“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

和消费模式的弹性。它以出现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组织

创新速率的极大强化为特征”，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缩短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周期。

在后福特制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城市空间特色在竞争中的资源意义得到极大地增强，世界城市空间的分化、流

动、易变现象，以及生产、生活的弹性和可选择性趋势日益明显，这就产生对多用途的、复合性的、空间的需

求。而有含义的、多元的、复合的空间因为具有了稀缺性，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市场价值。  

  20世纪70年代起城市滨水区的规划出现了以下趋势：  

  (1)规划以新的公共空间原型为特色，提供符合现代生活的设施，同时又充分尊重传统城市的空间。例如在美

国传统上，滨水区是城市非正式的中心，从空间上讲，滨水区也一直是城市中的特殊地带，是塑造公共空间的重

要地段。  

  (2)将超大规模建筑的建设经验(如迪斯尼乐园、洛克菲勒中心，实际是一种实现了所谓公共空间的大尺度的

房地产项目)引入城市后，滨水区的区位(历史中心或邻近市中心且拥有便利的交通)是大尺度房地产项目取得成功

的最好条件。  



  (3)创造新型的公共空间和私人投资之间的联系，并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投资。由于滨水区在公共目的和开发商

的利润追求中表现出的优势，而很容易成为二者的结合点。  

  因为地理条件和城市形态的特殊性，滨水区在功能上有机会增加城市生活的多样性。除了水运交通功能外，

滨水区还孕育了与水有关的文化和生活形态，滨水区的土地利用、空间形态是最具人性和城市生活经验的元素。

滨水区的这个特点在当代又重新被人们认同，使滨水区在提供服务及满足现代生活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相对而

言，当代滨水区的再开发是在产生新的空间：滨水区既是物质空间，容纳了新的功能(比如一些新兴产业倾向于在

滨水区选择它们的办公地，城市生活空间返回滨水区并加入新内容)，同时又是象征空间(塑造了城市的新形象，

并且是体验和消费的空间，对市民和游客来讲都很有吸引力)。  

3.2.2独特性  

  滨水地区一直是城市空间中的特殊类型。差异性促使滨水区逐渐形成与其它地域不同的发展历史，其往往具

有特殊的优势和劣势。与其它城市相比，港湾城市发展的独特性和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滨水区所决定。  

  更重要的是，滨水区还有一些特殊的、有“制度”意义的因素，比如与滨水区公共活动有关的行为习惯、组

织规则等，也被内化于这个过程。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港口城市中，码头容纳了公共市场。按照Philip Langdon的

研究，这些市场是城市社区的组织者。时至今日，很多市场仍服务于城市，纽约的South Street市场一直运营到

1980年，西雅图的Pick place市场和the letter's Broadway市场至今仍在运行。市民已形成到这里来消费的习

惯，同时也存在对历史环境很深的依恋。在荷兰的港口城市，港口设施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叠合是一大特色，最重

要的港埠同时也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区域：港区不仅是交易区及重要的休闲娱乐地，还是富商们的居住地首要选

择。例如，在文化传统上，鹿特丹市的中产阶级就致力于将港口发展成为独特的城市景观。  

  可以看出，在城市滨水区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滨水区在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体系方面都有独特的积淀，对

于没有滨水区的城市而言，这是一种难以仿效的、历史性的集合，即使是滨水城市之间，由于条件的不同，那些

内化于城市整个组织体系、建立在系统学习经验基础之上的制度、组织和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比建立

在个别发展项目或某个出色的政策设计或产业基础之上的竞争能力，具有更好的独特性。  

  无疑，这种独特性有助于城市在全球化中凸显它的位置和更好地参与竞争。  

3.3.3延展性  

  滨水区的发展在功能、空间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显示，它可以帮助城市在多个市场中发挥作用。以滨水区

开发形成的优势为依托，城市可以以更多的产业形态进行拓展。  

  城市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居住空间和对产业空间的需求。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通过具体的产业

载体的分布来实现。便捷的和低成本的运输，是古典区位理论中最基本的要素和许多产业集聚的基本动力，而港

口区是沿河产业带的“成长核”，甚至是该城市的起源。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互为

因果、循环积累的机制，并带来了人口和产业的集聚。  

  此外，滨水区发展的业务涉及商业、运输仓储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不动产业及工商服务业等，涵盖内容相

当广泛。这些行业对于城市拓展功能有极大的帮助，它们的服务品质，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品

质与成本。有不少城市，港口功能虽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但随着滨水区发展而产生的行业继续壮大，港口功能

作为新的城市中心功能而凸显。如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斯特拉斯堡、海牙、波恩等成为了行政中心，科隆

成为了著名商都，埃森、多特蒙德、卡尔斯鲁厄、弗莱堡、康斯坦茨成为了大学城等。  

  可见，滨水区开发活动延伸出的相关产业可以增强城市在更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形成经济增长，刺激并推

动市场生产的核心动力，而不仅仅是实现本地区的发展需要，这对城市的长远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3.3滨水区发展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滨水区的发展首先对城市形象和经营有直接作用，形成与其它城市相区别的特色，有利于在市场上吸纳资

源、推销产品和提供服务；其次，通过滨水区的发展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管理能力，通过对滨水区的开发活动

以战略性地配置资源、建立秩序、营造氛围，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带动作用。  



  在城市竞争力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经济转型、产业结构的演变其实是一个从自然资本主导到金融资本主导再

到人力资本主导的过程。各个城市资源和能力各不相同，资源差异性和城市运用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城市竞争

优势的来源。因此，从战略角度看，培植城市对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及对这种资源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竞争

力，是至关重要的。滨水区恰恰从内涵上满足了建立独特资源和能力的需要。  

  同时，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总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管理模式及资源等的变量高度相关。随着彼此相关的变

化，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发展演变是客观必然的。滨水区的历史演变过程显示，滨水区良好的延展性能胜任一次次

的变迁过程。  

  尤其在当代，消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的社会需求已从基本需求发展到多种文化需求的迅速增

长。从符号和文化消费的角度来看，积淀在滨水区中的历史价值和超越社会阶层的普遍的认同感强化并延伸了它

的价值。成功的滨水区开发延伸出的服务功能与城市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紧密结合，强化城市形象修饰成

分，使其符号功能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并保持与其它开发相区别的某种特性，以致于竞争对手无法得到且难以

替换、难以模仿，从而形成新的战略性资源。  

  滨水区的发展决定城市竞争力主要的和深层次的因素，因而可以作为一种有目的、系统的塑造港湾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方式和途径来实施。  

4、结论与思考  

  (1)滨水区的发展具有城市竞争所需要的独特价值。历史经验证明，滨水区对于城市发展长期的主导地位来源

于它在执行城市发展战略中表现出的独特价值、弹性和适应能力。在不同的时代，滨水区的发展都为城市竞争地

位的形成做出独特的、重大的贡献。当滨水区再开发的良性发展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往往有助于该城市其它协调

系统的确定，由此形成城市的竞争优势。  

  (2)滨水区发展形成的特色和战略性资源往往能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共享和转移，而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在

强化已有特色的同时，又开发出新的对城市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特色和战略性资源。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城

市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正是这种在立足于追求市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向外部提供优于竞争对手并且不易被竞争

对手所模仿的、为市场所看重的价值的能力。  

  (3)当代滨水区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后工业时代，滨水区的发展打破了行业企业发展的界

限，帮助城市进入多个市场。城市竞争战略的谋划将不再只限于对既定的行业内市场份额或产品、服务的竞争，

而更多的是在滨水区的开发过程中对商业机会的竞争。  

  (4)当城市面临全球竞争时，对外界变化要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在城市内部可能还会有意识地选择有影响

力、有特色的地区来突出城市竞争力。巴尔的摩内港等滨水区的成功开发，也使滨水区的再开发成为一种“竞争

规则”或“竞争标准”，进而促使一些城市通过对这一标准或规则的掌握来确定自己的优势地位。  

  (5)由于每个城市的资源条件不同，一些独具特色的滨水区发展轨迹并不完全适合其它城市，真正的转机须从

转变观念开始，并通过对本地核心资源、核心能力的挖掘和培育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滨水区的发展项目在经

营管理、技术、产品、销售、服务等诸多方面逐步形成与竞争者有所差别的特色。在发展自己与其它项目上诸多

方面的特色中，就可能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特殊效用的技术、方式、方法等，而这些就是今

后极有可能构成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注 释]  

[1]赵旭东，等．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司 然，等．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全球人类住区报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在本文中用以指工业化以前(18世纪中后期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这个阶段自给性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特

性，生产方式处于简单加工阶段，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等主要受到资源的制约，经济的发展以资源利用为

主，因此相对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本文采用“资源经济”作为对这一发展阶段的描述，同时便于“通

过贸易能力”等相关概念与港湾城市的发展直接联系。 

[4]1755年英国Lancashire郡开凿了第一条有影响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3540.46km。法国开挖了

3218.6km的运河(1800年～1847年)；美国开通了至关重要的Erie Canal、Chesapeake和俄亥俄间的运河等水路。  

[5]1830年以后，铁路开始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6]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船舶大型化的趋势加快，导致能够接纳干线船舶的港口数目越来越少。  

[8]由于集装箱班轮运输是定线、定港、定班、定时服务，不允许乘潮进港，因此，对港口水深条件的要求越来越

高。  

[9]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在

美国，经济发展重心亦加快了从传统的东北部向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转移。洛杉矶港、新奥尔良港的

兴起与纽约港的衰落，就是这些“转移”的重要反映。 

[10]仇保兴．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J]．城市规划，2002，(7)．  

[11]仇保兴．当前城市经营的误区与对策选择[OB/EL]．学习时报网“社会综合·特别专题”．  

[12]一般而言，“制度”(institution)意味着“组织机构”(organization)、“行为规则”(rule)和“风俗习

惯”(convention)。  

[13]Han Meyer．City and Port”[M]．International Book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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