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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分析“流域空间”“地方空间”和“流空间”三者关系的演进作为理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

省流域生态与河流健康快速恶化的问题进行剖析。对流域城乡发展过程进行回顾，指出早期传统“地方空间”

与“流域空间”（space of watershed）长期耦合发展，而至改革开放后，受到全球化“流空间”支配的新型“地

方空间”与“流域空间”相分离，“流空间”使珠三角社会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密切，却冲击了人与流域的关系，

人地关系由依附、依赖转向凌驾式利用，是造成流域与河流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由此，提出从两

方面推动区域空间治理的创新：1）从“地方空间”的建构方式的调整入手，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机制，

把“流域分区”作为制定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和前提性考虑因素；2）充分发挥“河湖长制”的制度

作用，通过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河流治理的目标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元复合功能。

关键词：风景园林；流域空间；地方空间；流空间；河流健康；区域空间治理

Abstract: Taking the evolu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space of watershed”, “space of places” and “space of flows”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ecology and river heal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review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along the 

river basins, it reveals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local space” and “space of watershed” in 

the early stage. However, the new-type “space of places” dominated by the global “space of flows”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space of watersh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is process, the “space of flows” 

has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world, but it has also 

damaged the ties between people and the river basins where they’re living. As a result,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has shifted from dependence to overriding utilization, which is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iver basins and rive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reg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from two aspects: First, optimize the “dual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the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by changing the ways of building the “space of places”, taking “watershed zoning” as the prerequisite in 

making a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econd, take full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river 

and lake chief system” to promote multiple-goal river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pace of watershed; space of places; space of flows; river health; reg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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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协

同进化是人类文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其中河流在孕育人类早期聚落文明方面起

着决定性作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关键性的

生产和生活资源，同时也约束着人们的活动疆

域和聚居规模，并塑造着观念、习俗、文化乃

至制度。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聚落与其所在

流域形成了稳定的依存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在

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地关系，

一直以来都是地理学者和人类学者关注的核心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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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随着人类文化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不

断提高，以及利用和保护地理环境能力的逐

渐增强，人们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也不断

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2-8]。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网络和交

通运输网络的建立，强烈改变着各地区的经

济模式和生态环境结构，引发了一系列生态

恶化甚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9]，由此也迫使人

们更加关注人居环境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议

题 [10-11]。中国在经历了全球化带动下的 40 年

高速经济增长后，也提出了世界可持续发展

的中国方案：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对于当代人地关系的紧张化问题，学者

通常从人类活动扩张导致对自然空间侵蚀的

角度进行讨论。然而这背后更本质的动因，

则是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基于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对传统基

于河流等自然要素形成的地理空间造成冲击，

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从早期对自然的依

赖，到逐步摆脱自然束缚并与自然相分离的

过程。

“流空间”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 Manuel 

Castells 于 1989 年首次提出，用于表述全球信

息网络的物质或非物质组成部分 [12]。“流空

间”网络中的各类节点附着于地理空间所形

成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凝聚了人

类历史、文化和物质 [13]，以经济效率为导向

的现代网络，越来越超脱于传统的地理和文

化因素的束缚。传统的“地方空间”被“流 

空间”所取代 [14]，而依附于前者的自然环境

意识与历史文脉也在新网络中被边缘化，甚

至被丢弃 [15]。

广东省所处的珠江流域诸水系孕育出了

特色鲜明的岭南诸文化，然而自改革开放以

来，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上述“流空间”与传

统“地方空间”相分离的过程，也注意到正是

在这一剧变过程中，珠江流域的水体污染问

题凸显，流域健康迅速恶化。因此，笔者试

图从流域与河流健康的视角，来审视当代区

域发展中存在的新型“地方空间”与传统“流

域空间”相分离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为河流健

康视角下的区域空间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1 “流域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关

系演变
1.1  早期“地方空间”与“流域空间”的

耦合发展

流域在自然意义上是指由分水线围合的

河流集水区，具有生态完整性 [16]，同时也是

一个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相互影响的综合系

统，上、中、下游在自然特性、经济分工、

文化特征、城乡形态等方面既有差异又有关

联，共同构成了多维度的区域单元 [17]。以近

代以前的广东诸流域为例，在长期农业经济

主导下，居民的生产生活与河流息息相关，

流域综合承载着广东各地经济、社会、文化

等多方面要素。人们在构建自己生活的“地

方空间”时，遵循自然法则，“流域空间”则

对“地方空间”产生关键性影响。

1.1.1 流域塑造区域的经济地理结构和地域文化

河流水系不仅能提供农业灌溉所必需的

水资源，同时也为产品运输和交易提供通道，

因此在农业经济时代流域对区域经济地理结

构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东江

上游以山地为主，一直以来人口稀疏，而流

域各地进出物资，必须通过东江水运，使得

东江成为赣、粤、闵三省之间重要的水运通

道，地处水运枢纽的惠州成为重要的米谷集

散地，龙川县的老隆则成为东江上游盐、日

用品及杂货的重要集散地 [18] ；又如西江下游

的密集水网形成独特的水文特征，早在唐宋

时期，南海、顺德等地就出现了“桑基鱼塘”

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人口密

度增加，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手工业以及其

他商品性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基于河流水

运的贸易兴起，沿河码头地带日益繁荣。

江河流域既是一种自然地理的分区，也

是人文地理的分区。如黄河流域的旱地环境，

治水斗争和水利灌溉所需要的组织性成为黄

河文化的内核；长江雄伟壮丽的山水孕育了道

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而珠江八门

入海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珠江文化对海的理 

解 [19]。从广东省内的粤中广府、粤东北—粤

北客家、粤东福佬三大文化区和琼雷汉等 9 个

文化亚区 [20] 的分布来看，其范围与北江、东

江、西江等流域范围高度重叠，也体现了地

理与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

1.1.2 流域影响区域城镇的分布格局

城镇作为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中扮演着秩序支点的角

色，并构成相互关联的城镇网络体系。早期

的区域城镇体系与河流水系关系密切，形成

树枝状的等级结构，愈靠近江河下游的干支

流交汇处，水运交通区位愈佳，人口高度集

聚形成大型市镇，通常也成为高等级州府所

在地。从清代广东行政全图可以看到，各

府依托江河主要的干支流形成以交通要津、

商埠、码头和津渡为基础的区域城镇体系 

（图 1），如惠州府扼守东江下游，肇庆府扼守

西江通往广西的要津，潮州府、高州府分处

韩江、鉴江下游。

在这个依托江河水系形成的城镇体系中，

广州位居珠江三角洲水网的中枢，其“六脉皆

通海，青山半入城”的城址在交通上可通过

河网与西、北、东三江相连通，往南可入海，

但又不受咸潮的影响而享有充足的淡水资源，

也避免了风暴潮对城市安全的危害，故成为

珠江水运网的中枢和珠江流域最大的城市。

广州以水运商贸线路为纽带不断辐射带动珠

三角及周边流域发展，明清时期，形成了以

广州为核心、佛山为内港、澳门为外港以及

肇庆、惠州等各类型沿线城镇为主要节点，

西江—东江水运航道为横轴，广州—澳门航

道为纵轴的“T 字形”城镇分布格局 [22-23]。

1.2  基于现代“流空间”的新型“地方空

间”与传统“流域空间”的分离

1.2.1 “流空间”主导下全球支配地方的空间发

展逻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信息

化双重浪潮推进，以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

围内的普及 [24] 为背景，以信息技术革命和交

通设备的升级换代为技术基础，以全球资本

寻求比较优势为推动力，逐渐形成了“流空

间”形态的全球生产网络。“流空间”通过促

进信息和物质的高速流动 [25]，自 1990 年以来

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成为空间组织的支配性要

素 [26]，进而颠覆了传统的地方空间组织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上形成的地方空间，通

常根植于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步演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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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经济地理格局与文化景观；而在“流

空间”驱动下的全球竞争中，地方经济的成

败取决于对“流”的“捕获”能力，这种能

力除了依赖于当地文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匹

配程度，如开放、诚信和企业家精神等，更

依赖于高效快捷的客货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

等基础设施网络。由此，交通运输枢纽和信

息枢纽成为“流空间”支配下的“地方空间”

发展的“新宠”。

1.2.2 珠三角基础设施网络快速扩张对接全球

“流空间”

改革开放仅 20 年左右，中国企业就已深

刻融入全球经济体之中 [27]。珠三角的高速经

济增长正是得益于在全球化趋势中与包括跨

国投资网络在内的全球“流空间”实现了充

分衔接，而这种衔接的背后，则是珠三角各

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领域大

规模的竞争与合作。

高速交通网络作为承载物质性“流”的

基础设施 [28]，是“地方空间”衔接全球“流

空间”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快速扩张，从传统的水运、铁

路运输，迅速转变到由空港海港 – 高速公路 –

城市轨道 – 高速铁路 – 城际轨道等主导的网

络。1989 年，全国第二条高速公路—广佛

高速建成；2009 年武广高铁开通标志着广东

进入高铁时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陆路

交通网，凌驾于地理空间限制之上，取代传

统河流水运通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

性交通网络。

1.2.3 “流空间”主导下的新型“地方空间”与

传统“流域空间”分离

在“流空间”支配的全球经济网络格

局下，城市通过对网络的服务、管理和控 

制 [29]110，成为支撑网络的节点，也是各种流

“着陆”的地点 [30-31]。强节点能够吸引“流”

和偏转“流”，弱节点则被动接受“流”的

冲击，强节点对弱节点具有支配作用 [32]，从

而形成区域中的城市网络体系。为了在全球

化的竞争中形成优势，广东省于 1994 年正式

设立“珠三角经济区”，将经济区与行政区联

合作为推动空间生产与秩序建构的制度保障。

由此，珠江三角洲由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经

济区”的概念而存在。然而，这种主动建构

的新型地方秩序，驱动面向全球的对外联系

取代本地资源成为其主导性的发展取向 [29]111，

而对自然地理的依附则降到很低，甚至从基

于流域空间的传统“地方空间”中分离开来。

为了衔接运量大、效率高的海运，珠三

角港口货运中心由河流三角洲向海岸线移动，

于是，江河联运不便但与国际海运联系密切

的深圳港，借助高速公路网络从无到有迅速

崛起，在 1996 年首次超过广州港后持续拉大

差距，珠三角东岸经济重心也随之向海岸方

向迁移 [33]。东岸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

性转变，如东莞石马河北部下游的谢岗镇和

樟木头镇在过去因水运区位优势而获得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之后，位于南

部上游的塘厦镇和凤岗镇，则因为毗邻深圳

而快速发展并超越下游城镇。域外引水工程

解决了本地供水不足的障碍，自 1963 年兴建

东深引水工程后，经 3 次扩建，2017 年该工

程设计供水能力已达 100 m3/s[34]，2018 年深圳

市总供水量中境外引水量占 80.97%[35]，远距

离输水工程的支持使得地方发展超越了本地

资源的限制，也使得港深辐射的珠三角东岸

产业地带，基本脱离了东江流域的影响。粤

港澳大湾区东岸的城市空间和人口规模不断

集聚和扩张，2017 年大湾区东岸 4 个城市（深

圳、香港、东莞、惠州）GDP 总和占大湾区

比例为 56%，常住人口总和占大湾区比例达

到 48%。由此可见，在与全球“流空间”进

行高度衔接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和

城市版图已基本脱离了原来流域空间的约束。

基于以上分析，“流空间”主导下的“现

代经济型地方空间”与“传统流域型地方空

间”在人地关系、形成逻辑、空间结构和最

终对河流的影响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差异 

（表 1）。

在工业革命前很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生

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敬畏自然、依附自然，

以河流水运为依托的“传统型地方空间”的

发展是渐进、缓慢的，城镇空间体系结构相

对简单，经过历史沉淀的地域文化与河流生

态系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工业革

命以来工程技术的快速进步，人类对自然的

依赖性大大减弱，支配性大大增强。为了适

应全球资本流向规则，地方积极通过构筑现

代交通运输体系和强工程技术手段，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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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广东省行政区划图 [2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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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接，并接受“流空间”的支配，自然

要素对“地方空间”的影响变得次要，“地方

空间”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流域等自然地理格

局的束缚，形成向网络枢纽高度集中、具有

复杂网络结构的空间。“流空间”加强了地方

与全球社会经济的联系，但却使原来以自然

为基底的流域空间破碎化，地方的文化也深

受全球性或区域性流行文化的影响，文化中

原有的与本地自然的联系慢慢消退。

2 “流空间”主导下的“经济型地方

空间”对河流健康造成的冲击
如前所述，基于“流空间”的“现代经

济型地方空间”与基于流域的“传统型地方空

间”在多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

既反映在两者对人地关系的价值观方面，最

终也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现代经济

型地方空间”追求 3 个方面的最大化：1）“效 

率”，无论是信息、资金、物流都力求瞬间到

达全球；2）“规模”，在集聚经济的驱动下，

城市与区域规模不断膨胀，进而需要借助超

级大桥、巨型引水工程等巨型工程来突破聚

集带来的资源瓶颈；3）“安全”，经济活动的

聚集，也使得灾害带来的损失更加巨大，因

此需要用更加坚固的工程防御手段维护安全。

河流是生态系统中对扰动响应最为敏感

和直接的地区 [36]。社会经济活动在流域某些

地段的过度聚集，会对流域陆域生态系统造

成巨大的压力，导致陆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严

重超负荷，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河流岸边带

被不断侵蚀；而城市越大防洪安全等级要求

越高，各种工程措施下的防洪堤岸根本性地

改变河流的自然属性，也切断了人与自然的

联系界面。这些改变无疑会对河流生态系统

的健康造成巨大的冲击。

河流健康的实质是河流功能完整性，主

要包括河流生态系统的水文完整性、结构完

整性和生物完整性等 [37]。参考澳大利亚的“河

流状况指数”[38]，从水文、河流物理形态、岸

边带、水质和水域生物 5 个方面对珠三角河

流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可以发现珠三角过去

40 年“现代经济型地方空间”的构建所造成

的巨大影响。

2.1  河流环境资源超载与陆域生态系统

受损

珠三角地区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地区最

大的城市连绵体 [39]，同时面临着水资源和土

地资源趋紧的困境。香港、深圳、东莞城市

用水需要通过长距离东江引水解决，目前东

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 31.6%，逼近 40% 的

警戒线，河流超负荷使用。工业、居住等建

设用地不断挤占岸边带生态空间资源，还有

非法采砂、乱建、乱占等现象，致使岸线开

发利用过度，如东江干流开发利用率达到

13.53%，且以硬质岸线为主，尤其在惠州、东

莞等下游段，河流岸边带侵占严重，湿地和

滩涂消失，河湖水量减少，河流廊道功能明

显下降，河流生态系统受损。

2.2  河道功能改变与河流水质恶化

在运输效率和转运成本导向下，珠三角

主干河道承载了最主要的内河航运功能，而

众多支流运输功能弱化甚至消失，逐渐转为

其他用途。如作为电力资源开发，东江流域

沿线梯级开发建设了 14 座水电站，鱼类洄游

通道受到阻隔，导致东江鱼类产卵场功能极

度退化，数据显示，2016 年东江干流鱼类群

落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群落物种相似性

系数仅为 0.50，鱼类群落生物多样性显著降 

低 [40] ；又如，随着远距离调水工程的实施，

本地河流不再直接作为饮用水源，许多郊区

工业化地区临近的支流成为工业污水、生活

污水的排放通道，导致河流水质恶化、水体

富营养化、河流生物多样性降低，如东江下

游的石马河、西枝江等局部支流水质污染严

重，石马河主要污染指数氨氮超标严重，水

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2.3  堤岸过度防护与河流物理形态改变

高度聚集的滨水城市比以往更为强调行

洪安全防护要求，城市地区众多小河流及河

涌被截弯取直、渠化，河流沿线被堤坝、码

头、道路等设施用地侵占或者切割，如西江

干流上有肇庆新港、高要港区、都骑港区等

12 个码头，同时存在大量零散分布的小型

码头和工厂，西江干流的自然岸线占比仅为

59.6%，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对工程技术的过度依赖和使用，使得河流物

理形态结构产生大幅改变，导致垂向结构的

河岸带生态功能退化，河流缺少活力与韧性，

无法提供多维度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

3  基于“流域分区 + 经济区”双叠加

的区域空间治理思考
人地关系是否协调，不决定于地而决定

于人 [41]。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经

济已与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开放”也成为中

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因此，作为与世界经

表 1 “基于流域的传统型地方空间”和“基于流空间的现代经济型地方空间”特征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places based on river basins”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space of places based on space of flows”

空间类型 人地关系
形成逻辑 空间结构

对河流的影响
流动载体 发展诉求 发展手段 制约因素 网络秩序 结构形态 人口集聚 地方文脉

基于流域

的传统型

地方空间

敬畏自然、

依附自然

以河流水运

为主，陆路

辅助

稳定、渐进、

自然本位

依靠自然、就地取材等

利用弱工程技术，尊重

自然规律

地理边界、

环境承载力
自发形成

树状，上游—

中游—下游，

简单梯度结构

由下游向上

游梯度扩散，

沿河岸分布

根植于地方，经过

历史沉淀的地域文

化，具有稳定性和

固着性特征

河流生态系统保持

相对稳定

基于流空

间的现代

经济型地

方空间

支配能力加

大，试图凌

驾自然

高速公路、

铁路、高

铁、海运、

空运等

高效率、低

成本、规模

经济、安全

可控

利用强工程技术改造自

然，建设闸坝、工程护

岸、电站、远距离大运

量运输等

网络连接

度、“集聚”

能力

主动建构

枢纽节点—通

道—网络，复

杂网络结构

向网络枢纽

高度集中

全球化主导的消费

文化、流行娱乐文

化等，具有速朽性

和多样性特征

侵占河流岸边带，

河流物理形态被剧

烈改造，生态多样

性和稳定性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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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以行政

区为界单独截取一段进行的评价，必然存在

局限。而在同一个城市内，也可能存在不同

的流域区，如深圳市域内就有茅洲河、观澜

河、龙岗河等 5 个流域，东莞市域内则存在

东江三角洲网河、石马河、寒溪水等 5 个流

域，每个流域的状况和存在问题都不一样，

“双评价”不以流域分区为单元，而是以行政

范围为单元展开，其对生态环境评价的有效

性必然受影响。

在加强自然地理要素与开发建设行为

的相互支持方面，荷兰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20 世纪 90 年代末，荷兰研发出一套“分层分

析法”（Dutch layers approach）并应用于此后

的空间规划中 [43]。该方法从 3 个层次对空间

进行分析，包括基底层（substratum）、网络层

（networks）、占用层（occupation）。其中，基

底层涉及荷兰人最为关注的水文和水资源管

理，包括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其他 2 层则主

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导向下的开发建设活动 

（图 2）。以“分层法”为基础，荷兰空间规划

中提出了“流动”（fluid）发展意向，强调要为

水体水系留出更多空间，使水系与城市共同

生长与健康发展。在荷兰最新一轮的空间规

划中，辨识水系基底格局成为空间规划的基

本前提。

对于与河流水系关系密切的广东省和珠

三角地区而言，在对区域资源环境要素的评

价中，不应忽视流域作为一个完整地理单元

的影响，应将“流域分区”作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生态资源评价单元，整体纳入“双评价”

体系中，对“流域分区”内的各类生态资源

专门进行系统性评价，从而为国土空间规划

提供更加客观而有价值的支持。

3.2  以河流健康为主线强化部门协同推动

区域空间治理创新

河流治理不仅在于水量、水质、水文

情势、河流地貌、流态、岸边带和水域生物

等河流健康要素的保护与修复，更在于河流

社会、经济、文化功能与自然功能的有效协 

调 [44]。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流域生态修

复的目标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元功能，强调复

合价值的实现 [45]。在城市化地区，水安全是

水系治理的第一目标，但不应是唯一目标。

在现有的技术下，完全可以实现安全与生态、

社会功能的统一，江河应既是安全的行洪通

道，又是水清岸绿的自然生态廊道，也是城

市留住乡愁、共享健康的文化休闲漫道 [46]。

目前，政府各部门在推动城市防洪水利

设施建设、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海绵城市建

设、中小河流治理、国土生态修复、航道建

设、乡村振兴等专项工作，“河湖长制”的建

立为我们创造了统筹陆域与水域、城镇与乡

村，系统推进水治理的机会，以流域为单元，

可以实现防洪与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多

元目标。如在珠三角水网地区，通过水系连

通工程，在保障河流水系连续畅通、增加生

态水量补给的同时，水体流动性的增加将有

效提升和巩固水治理的效果；再如通过河流

水岸的生态修复和景观营建与岸上的三旧改

造、城市更新相联动，可以调整清退有污染

的产业，从而降低河流水系沿线污染点源数

量；又如把河流生态修复与滨水游憩联动，

对河湖水系在历史长河中积存的水利、海防、

济联动基础的“流空间”法则依然是影响中

国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正如 Castells 所说：

“资本是全球的，而劳动力是本地的。”[42] 资

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河流健康

的冲击，最终会降低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进

而影响经济发展。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

背景下，人的因素对珠三角发展的重要性不

断加强，河流的健康状况已成为区域经济能

否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针对愈发严重的河流环境问题，近年来

各级政府陆续加强了治理力度，然而，在实

际工作过程中，各部门间管理目标、法规、

设施标准和计划安排等不免存在较大差异，

而各职能部门在实际管理工作中通常倾向于

强调本部门事务的重要性，各部门管辖事务

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相互推诿，缺乏协同，

导致难以对河流进行系统化治理，河流环境

资源超载的综合性问题仍然突出。因而，有

必要以河流健康为主线，加强水利、自然资

源、住建、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间管理的

有效联动，在制度管理层面推动区域空间治

理的创新：1）从“地方空间”的建构方式

入手，以“流域分区 + 经济区”双叠加的方

式对“流空间”的作用做出修正，把“流域 

分区”作为制定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战略的基

础性和前提性考量因素；2）发挥十九大后中

国新建立的“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通过

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河流治理的目标从单一功

能走向多元复合功能。

3.1  以“流域分区”为基础单元开展国土

空间规划双评价

在中国新构建的空间管理体系中，国土

空间规划是区域发展战略与空间管理的落脚

点。当前正在国家、省、市、县、乡镇 5 个

行政层级开展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其

中创新性地引入了前置性“双评价”，即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以此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依据。但遗憾的是，

“双评价”的对象是以国土空间规划对应层级

的行政辖区为单元进行划分的，然而自然要

素的分布却并不受行政边界制约，如在一个

地跨多个城市的流域中，河流的水量水质、

水生生物的活动、水土流失情况等无不受到

网络层
Layer of network

占用层
Layer of occupation

自然水体
水利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

基底层
Layer of substratum

交通电力等
市政基础设
施网络

城乡聚落
各类开发项目

2 荷兰分层分析法示意图 [43]

Schematic diagram of Dutch layers approach[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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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和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历史文化遗存加以

利用和创意升华，通过滨水游径串联，成为

展现地域历史和特色的文化休闲漫道，这样，

既可还河于民，让公众共享生态文明和治水

兴水成果，又可唤醒地区居民对于河流健康

的关注和保护意识，从而发挥河流的文化与

社会价值。

4  结语
本研究跳出简单质疑人类活动侵蚀自然

空间的传统环境主义分析视角，转而从全球

化的“流空间”切入，认为在“流空间”支

配下的新型“地方空间”与传统“流域空间”

的分离，是近几十年来珠三角地区河流生态

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然而也并不能简单地

得出传统社会必然尊重环境，而现代经济网络

必然忽视和伤害环境的结论。实际上，现代

人的科学知识和生态意识显然远在古人之上，

而在“流空间”的语境中，其实也存有对地

方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尊重，因为网络化的

“流空间”鼓励多元化的“地方空间”，拥有

高品质生态环境和独特地域文化的区域同样

可以在“流空间”中脱颖而出。因此，笔者

的观点重在强调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导向的“地

方空间”建构方式存在问题，是过度追求规模

集聚效益、高效率低成本以及高安全防护等

级的发展模式，对河流健康乃至流域生态环

境造成了冲击和伤害。我们无法回到传统自

发秩序下“地方空间”与“流域空间”和谐

耦合的关系中，但我们依然有希望通过主动

将流域自然要素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中，

以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地方空间”，尤其在知

识经济时代，良好的创新环境与优质的自然

与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当下，中国正在广泛

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恰为重新梳理空间开

发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契

机，而“河湖长制”的建立使我们有机会通

过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河流治理的目标从单一

走向多元复合，进而有望建立起一套真正体

现生态文明价值取向的空间发展与治理框架，

在保持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最大化地

发挥流域生态价值，维持河流及各类自然要

素的健康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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