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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涌现了一批河流再生项目，在推动城市发展、优化城市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发

挥着突出的效益。对中国 2000—2020 年的项目进行分析，聚焦于社会经济等背景因素在推动河流再生项目建

设中的作用，针对复杂变量引入多重对应分析（MCA）模型，拓展城市河流再生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筛选中国

52 个河流再生项目，通过多重对应分析法，分析各因子的影响力和对应关系。结果通过时空格局关系、目标价

值认知切入，揭示了以城市事件、雨洪管理、生态治理、景观提升 4 类驱动力为基准的河流再生项目发展趋势。

为中国河流再生项目的规划设计实践和相关项目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风景园林；滨河景观规划与设计；多重对应分析；河流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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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riv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have sprung up since the 1980s. They played 

a remarkable role in promoting c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projec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in promoting the riv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It introduces the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 model for complex variables, which expands the visions and methods of urban 

river regeneration researches. A total of 52 riv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are chosen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background factors through MCA. The result disclo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iv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four driving forces of “city event, stormwater manage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landscape promo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and the target value cogni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domestic river regeneration projects and relat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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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andscap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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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一座座城市因河流而产生、发

展，现代社会中，河流也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滨水空间是城市环境中最为典

型、复杂、集中和活跃的构成要素的总和 [1]，是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空间。河流治理与景

观营建也逐渐成为解决多种城市问题的重要切

入点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

大量的河流再生项目，部分河流作为城市公共

空间资源，在生态环境治理、激活城市公共空

间、带动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在城市河流的规划设计与生

态修复的理论、工程技术等方面都已经有了较

为成熟的研究 [3-6]。然而，一个既能够获得行业

认可，又能被公众喜爱的河流再生建成项目，

不仅需要优秀的规划设计方案，也需要相应的

社会经济要素支撑其实施。国外已有研究着眼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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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背景因素对河流项目实施影响的评估

或回顾分析 [7-8]，但目前中国少有研究聚焦于

河流项目实施与社会背景因素的关联性。探

索基于当今中国国情下这一关系特征及其发

展趋势，能够有效拓展国内河流景观研究的

视野，挖掘当前中国河流景观营造的不足和

机遇。

针对河流再生项目涉及多个背景因素

的复杂性，笔者采用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简 称 MCA） 进 行 研

究。因其特别适用于类别数据的影响模式分

析，可将多变量数据的类别联系可视化，揭

示同一个变量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

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 [9-11]。多重

对应分析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旅游管理 [12-13]、

政府决策 [14] 以及医学 [15] 等领域，这些研究对

象的共同点在于变量多且复杂，且均为定性

描述的数据。

笔者通过对中国近 20 年来河流再生项目

的评价筛选，基于 MCA 进行回顾性分析，挖

掘不同背景因素在城市河流营造中的影响力

和关联性，探究优秀城市河流项目的背景驱

动力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城市规划设计实践

和上位决策提供参考与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思路

研究使用 MCA 的整体分析思路。首先，

在对近 20 年河流再生项目进行筛选的基础

上，转换项目信息的数据形式，将原变量数

据转变为分类数据，在尽可能保留信息的情

况下简化数据，满足模型输入要求。其次，

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数据特征，降低数据

特征维度，用一组较少的综合变量（即主成

分），反映原有项目属性信息。再次，通过

MCA 判别对于项目影响程度较大的因子，以

及相关性较大的因子。最后，结合专业知识

和现实背景，对 MCA 给出的规律进行剖析。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选取的项目主要来源于以下平台：

1）中国风景园林核心期刊，包括《风景园林》

《中国园林》《景观设计学》；2）国内外权威的

风景园林学协会举办的风景园林项目竞赛及

评奖，包括 IFLA APR 专业奖、IFLA AAPME

专业奖、ASLA 专业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

计奖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项目奖；3）风

景园林相关知名网络媒体与项目网站，包括

Archdaily、Landezine、谷德设计网、中国景观

网、风景园林网等。用于后续分析的项目详

细资料，除源自以上平台外，还源自各景观

事务所官网和作品集、政府招标和中标公示、

项目实施和建成新闻等。

在以上平台初步选取出 83 个河流项目。

研究爬取了这些项目的公众反馈评价数据，

数据来源为大众点评评价文本，缺少大众点

评文本数据的项目则通过微博关键词检索文

本补充，微博文本仅保留使用评价文本（人为

筛除广告、政府宣传微博等）。

1.3  筛选标准

研究对优质景观项目的评价筛选基于以

下 3 个标准：1）在期刊、协会奖项、项目

网站至少刊登 1 次；2）公众评价结果大于

0.6 ；3）有公开、准确且较为完整的项目背景

信息。其中，公众评价结果是基于自然语言

处理与信息检索共享平台（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Sharing 

Platform）[16-17]，对数据源文本进行情感词的自

动识别与权重自动计算，以正面情绪占比作

为公众反馈评价的指标。

最终，研究筛选确定 52 个已建成的河流

再生代表性项目。通过借鉴相关研究，并结

合国内项目可获取的公开信息内容，系统性

地提取项目基本信息（建成时间、项目区位、

项目河流长度、项目投资、公众结果）和旨在

解决的城市诉求（河道疏解、生态治理、雨洪

管理、景观优化、城市事件）等因子（项目原

始数据详见本文 OSID）。其中，“河道疏解”

指腾退、疏解河道被其他用地侵占的空间；

“生态治理”指对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处理；

“雨洪管理”指解决城市内涝、雨水调蓄等问

题；“景观优化”指提升滨河空间功能和景观

品质；“城市事件”指该项目基于大型城市事

件或项目（如大型赛事、展会、城市绿道等大

型公共空间改造项目）而开展。

1.4  数据处理

基于数据特点和分布，首先将 10 个维

度的因子属性数据转变为 24 个类别因子数据

（表 1），并使用 R 语言 FactoMineR 语言包进行

运算 [18]。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类别因子数

据进行降维，获取主要的综合影响因素。由

于数据公开的限制导致“项目投资”难有十分

准确全面的数据，因此笔者将数据分为 2 组进

行主成分分析及对比。其中 A 组为全部 52 个

项目（不含资金属性），B 组为含有资金因子

的 35 个项目（图 1）。

左侧为 A 组的结果，维度 1~4 累计解释

了原有总体类别因子数据 50.8% 的信息，可

将其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考维度。反观 B 组，

虽在维度 1~4 累计 51.9% 的数据可变性，能

较好解释模型，但前 4 个主成分中，“项目投

资”因子的贡献值处于末尾（图 2），可以认

为这个变量所包含的信息过少，即对总体趋

表 1  多重对应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数据整理

Tab. 1  Data compilation of main variables in MCA

维度 类别

建成时间 / 年

2000—2009

2010—2014

2015—2020

项目河流长度 /km
＜ 5

≥ 5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人口 / 万人）

超大城市（＞ 1 000）

特大城市（500 ~ 1 000）

大城市（100 ~ 500）

中小型城市（＜ 100）

项目区位

城市中心区

城市建成区

城市新区

项目投资 / 亿元
＜ 1

≥ 1

河道疏解
是

否

生态治理
是

否

雨洪管理
是

否

景观优化
是

否

城市事件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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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影响小。因此后续不再讨论资金因子属性，

选取 A 组进行结果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相关性解读及关键因子识别

运用 MCA 分析得到的结果主要以散点图

的方式呈现，以上一步所确定的前 4 个主成

分作为分析维度，即图 3 与图 4 中对应的 X

与 Y 轴。各因子类别 cos2 值越高，离原点越

远，表示该因子的贡献度越大，越能解释相

关维度及整体的项目属性信息。同时，若多

个因子同时贡献明显，且处于同一象限，则

说明因子之间对某一维度存在同方向的影响

关系，其因子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维度 1 显示城市事件与超大城市的河流

项目实施联系紧密，且集中于 2010—2015 年、

城市中心区这一时空区段，相反城市事件则

鲜有成为大城市、城市新区的河流项目驱动

力（图 3）。维度 2 强调了雨洪管理多作为特

大城市河流再生项目的驱动力，这一趋势在

2015—2020 年尤为突出。

维度 3 展示在 2000—2010 年，生态恶化

是河流改造项目的重要驱动力，但这一关系

在 2015—2020 年发生了转变，生态恶化已不

再是主要驱动力（图 4）。此外，城市新区往

往并不以生态治理作为项目的推动力。维度 4

显示，中小型城市相较于大城市，更多地把

景观提升作为河流改造项目的推动力。除此

之外，笔者还观察到河道侵占虽然特征明显，

但是与其他要素相关性较弱。

总体来看，MCA 的结果表明，城市事

件、雨洪管理、生态治理、景观提升 4 个因

子（cos2 ＞ 0.4）贡献度相对较高，且与其他

背景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研究以此

为出发点，结合专业知识、现实背景和部分

项目数据，探讨中国河流景观项目的背景驱

动力特征和发展趋势。

2.2  关键因子解读

2.2.1 城市事件对河流项目影响的时空关系

研究表明，城市事件更多地与超大城市

紧密联系。回顾原数据可以看到，2009 年亚

运会时期的广州东濠涌景观绿化项目、2010 年

上海世博会所建的上海后滩公园、2012 年亚

洲沙滩排球会于山东海阳所建设的“海阳湿

地公园”、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积极推进的城市

绿道项目等，均对场所周边河流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强力的推动作用。

超大城市发展领先、资源集中，在 2010—

2015 年间有明显多于其他城市的城市事件举

办，且这些项目显著分布在城市中心区，是

城市中心滨河公共空间更新的重要机遇。与

其他因素相比，城市事件对河流再生项目的

促成最为显著，这是由于城市重大事件在多

数情况下代表了国家或城市的意志，其着眼

点不仅局限于场地本身，而是基于区域、城

市等更高层级提出来的建设项目，通常会集

中更多资源推进实施。

2015 年以后，超大城市借助城市事件进

行更新的河流项目减少，更多的城市事件逐

渐向其他等级城市转移，这意味着其他城市

有更多的机会借助城市事件推动河流再生项

目的开展实施。但从图中可看出，大城市、

中小城市与这些城市事件难以有较直接的联

系，而特大城市则具有巨大的潜力，能通过

加强与城市事件的结合，整合多元绿色空间，

推动河流再生以及公共空间更新。

2.2.2 河流雨洪管理的认知演变

研究表明，雨洪管理作为驱动力因子显

著作用于特大城市，且这一关系在近 5 年来

最为突出。近年来特大城市扩张迅速，极大

的人口密度与高度城市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

风险。行业和社会也逐渐聚焦于河流泄洪和

调蓄的弹性价值。随着 2013 年“海绵城市”、

2015 年“城市双修”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更

多的城市开始将河流再生项目作为韧性地应

对城市雨洪的切入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防治洪水危害一直

是河流建设的重要方面，但 20 世纪 90 年代

前后，河道防洪主要采取直化渠化、拦水建

坝、边坡硬化等水利措施 [19]，过度工程化的

治理方式使得河流的生态、景观功能被破坏。

而近年来的雨洪管理更注重河流生态系统服

务的综合功能和景观功能。例如，美舍河凤

1 分析结果各维度数据可变性
Data variability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analysis results

2 B 组各变量在维度 1~4 的总贡献值
Total contribution value of each variable in group B in 

dimension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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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公园生态设计项目为了应对场地因过度渠

化导致的内涝频发的问题，设计将灰色防洪

堤退还给水域及绿地空间，通过集水区计算、

生态驳岸、梯级净化湿地形成绿色海绵系统，

系统性地治理内涝问题。

与其他因素的发展趋势相比，城市河流

雨洪管理的诉求在近 5 年最为突出（其他因

子多在 2015 年以前与项目背景有较高的关联

度），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和社会对河流

在城市发展中功能和价值认知的演变趋势。

2.2.3 单一生态治理目标向多元价值转变

研究显示，生态治理除了与时间有较强

的相关性外，与其他因子相关性较弱。河流

生态恶化问题是 20 世纪初面临的全国性问题，

无论项目尺度、城市发展状况，生态污染都

是一个河流治理的普遍性问题。生态治理在

早年（2000—2010 年）有着很强的主导性，但

在近 5 年（2015—2020 年）却显示出明显的

非主导性，对此笔者提出 2 种可能的解释。

1）随着“中小河流治理”等政策出台，全国

2010 年前后大范围开展的河流生态治理具有

一定的成效，生态治理作为城市问题不再如

以往那么突出；2）随着社会对河流功能价值

的认知变化，多样复合的河流景观效益诉求

逐渐取代了单一的城市河流改造目标。

单一生态治理目标的转变也是近几十

年来国际行业发展的趋势，除了河流自身良

好的自然生态状况，更强调对人类的利用价 

值 [20]。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近自然河道治

理工程、日本“多自然型河川”工程等对国

内生态修复方式带来了很多启发。近年来，

行业对河道弹性和其复合功能的挖掘愈发深

入，新加坡 ABC 水计划（2006 年）、荷兰“给

河流以空间”（2007 年）等国家战略项目强调

河流的社区功能性、雨洪应对能力的规划理

念，推动多元价值引导下的河流复兴实践 [21]。

回顾中国项目也可以发现，2010 年以前的项

目如浙江黄岩永宁公园生态设计、秦皇岛汤

河公园等项目聚焦河流生态修复，项目驱动

力均在 1~2 个之间，其中包含生态修复的占

62.5% ；近年来，常德市穿紫河、三亚丰兴隆

生态公园等项目多由 3 个及以上多目标驱动，

其中包含生态修复的项目降至 54.5%，生态

修复作为驱动力逐渐与景观提升、城市发展、

雨洪管理等多目标融合。

同时，生态治理还与项目区位有较弱的

关联，这体现在城市新区鲜有以生态治理为

驱动力的项目，说明相对城区和城市中心区

等老城区往往河流污染较重，新兴的城市建

设区仍然保有原址较好的生态环境。

2.2.4 河流景观提升对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格局

的影响

景观提升与时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与

城市规模有较强的对应性，说明其长久以来

一直是城市河流景观建设的驱动力之一，同

时，“景观提升”需求在中小城市河流再生项

目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回顾中国中小型城

市的河流项目，包含景观提升需求的占 63%。

这是由于中小型城市规模小，河流通常是城

市最主要的公共空间骨架和发展轴线，因此

中小城市河流的景观优化对于整体空间品质

的提升具有更大效益，往往能作为城市整体

提升的核心推动力。

纵观大城市与其他驱动力的关系，多以

无关或相反为主，可见在当前大多数大城市

的建设中，河流景观的提升对其城市发展的

3 维度 1~2 各因子离散点分布图
Factor discrete point distribution diagram in dimensions 1-2

4 维度 3~4 各因子离散点分布图
Factor discrete point distribution diagram in dimension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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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这可能与城市

发展的阶段有关，现代大城市空间分布更多

地受到区域路网交通体系影响，河流空间孤

立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景观趋同、

地方特色消失等城市问题。特大城市已经实

施了一些引领性的项目，如上海黄浦江两岸

滨江开放空间贯通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颁

布了多个管理办法规范滨江地区的建设技术

指标，推动滨江地带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

和仓储码头等生产性功能区域转变为综合服

务型的魅力水岸空间，也使其成为上海城市

功能更新提升的核心支撑区域，滨江空间的

优化提升了上海城市能级与影响力，推动世

界一流水岸城市的崛起 [22-23]。同时，笔者也观

察到有少数大城市开展了以“传承文脉、展

示地方特色”为目标的河流再生项目，如绍

兴运河园、镇江古运河中段景观提升设计等，

这些项目提升了城市竞争力，为城市带来了

文化旅游等新的发展机遇，推动城市产业升

级。这也意味着在更多的大型城市中，河流

再生项目的营建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能依

托区域水系调整城市空间架构，推动城市变

革，塑造城市独特名片。

3  结语
研究通过对优选的景观项目进行回顾性

分析，揭示了驱动力（城市事件、雨洪管理、

生态治理、景观提升）在所有因子中呈现较

强的主导性和显著的差异性，由此总结出中

国河流近 20 年的 4 类发展特征与趋势。从近 

20 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河流再生项目的

营建呈现出由以生态为主的单一目标发展转

变为景观、生态、雨洪、协同城市发展（主要

指城市事件）等多目标综合发展的显著趋势。

从城市的发展差异来看，超大城市河流项目

具有引领性，特大城市、大城市则具有突出

的发展潜力，中小城市已经十分重视河流的

发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景观风貌层面。河

流的空间分布、项目尺度、资金投入等属性

仅与个别的驱动因子有相关性，对河流再生

项目营建的影响差异并不显著。

研究对社会背景因素在河流营建中的潜

在影响进行了挖掘，然而，受到数据公开等

限制，获取相关项目数据尤其是资金存在一

定的困难，对于经济等相关要素影响挖掘的

研究还具有很大空间。总体来说，以行业视

角为基础，对河流 – 社会背景这一复杂关系

的相关研究仍然有很大潜力，也是未来城市

河流景观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对过往案例

的分析将启示和激励我们走向城水共荣、城

河共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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