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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城市空间演化及发展探析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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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结构具有相互依赖性, 城市形态的变异则是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反映. 借助厦门城市地图、规划设计

图、城市实体以及地方志、近代史学等各类文献, 对厦门城市空间发展5 个阶段的城市发展概况、规划与建设情况、城市空间形态特征

以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探索厦门城市空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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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patia 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 orpholog ica l

Var ia tion of Urban X iam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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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rban mo rpho logy and spatial structu re have a m utual dependence upon each o ther w h ile the variation of mo rpho logy re2

flects the developm ent of space construction. By m eans of X iam en’s city m ap , city p lann ing draw ings, city en tit ies, local ch ron icles,

modern h isto riography and o ther literatu res, th is paper m akes an analysis of the six stages concern ing urban X iam en’s spatial devel2

opm ent, city developm ent situation, p lann ing and construction situation, spatial mo rph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and evo lu tion p rocess,

in o rder to exp lo re its fu tu re u rb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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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地理概况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东临台湾海峡, 隔海与金门诸岛相望, 背靠闽南大陆, 分别与东北的泉州、西南

的漳州两市相连. 厦门市由厦门岛、鼓浪屿和和大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组成. 全市土地总面积 1 565. 09

km 2, 其中厦门岛面积132. 56 km 2, 海域面积为344 km 2. 岛内地貌多为丘陵和条带状平原, 地势由南向北倾斜,

老市区位于较平坦的西南部. 厦门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性气候, 四季如春.

厦门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处, 是海峡性港口, 海域面积 275 km 2, 海岸线长达 234 km. 港区外岛屿星罗棋

布, 港区内群山四周环抱, 港阔水深, 终年不冻, 是条件优越海峡性的天然良港.

2　城市空间演化过程

2. 1　厦门城市重要时期历史演变概况

厦门城市重要时期历史演变概况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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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发展阶段划分与形态特征

笔者以中左所城的建造作为厦门城市空间发展的开端, 其发展可以分为以下5 个阶段.

表 1　厦门城市重要时期历史演变概况
Table 1　The h istor ica l evolution of X iamen c ity in the im -

portan t per iods

关键年代 城市发展特征 基本概况
1394 年 (明初) 军事要点 筑厦门城, 防倭入侵

1506 年 (明中叶) 外贸港口 厦门港成为月港的门户
1650 年 (明末) 军港 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据点
1684 年 (清初) 八闽门户 清政府开放海禁, 设海关贸易
1842 年 (清末) 通商口岸 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

1950～ 1970 年代 工业城市 近代工业建设
1980 年 经济特区 工业、商业、旅游业和房产业全面发展
2004 年 海峡西岸经济区 发展区域经济, 打造海峡西岸城市联盟

2. 2. 1　城市的兴起和贸易港口的形成 (1394～

1843)

厦门城市起源于军事防卫之需. 厦门本岛

上有 5 座城池, 均为明代所建, 即方形的厦门

城、直形的白城、镇南关以及塔头、高浦两个巡

检司城[1, 2 ]. 厦门城的城基采用闽南传统建筑技

术, 以白灰及坚石堆砌, 牢固坚实, 可抵御重炮

轰击. 城内建筑以府衙、书院庙宇以及少数民房

组成.

经过郑成功父子三代反复经营, 注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 厦门城逐步发展到一个县城规模. 郑成

功以厦门港为中心, 开展了东西洋及国内沿海地区的贸易[3 ]. 施琅“设关通洋”后, 厦门港由于自身地理条件的

优越, 成为闽南区域贸易的集散地[4 ]. 此时城市空间发展势头显现[5 ]: 码头港澳增多; 洋行、商馆兴盛; 造船场兴

起; 城市中心初步形成, 街市兴旺; 城市建筑密度增大; 出现专业性的墟集; 庙宇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盛.

图 1　1908 年厦门城市全图

F ig. 1　The map of X iamen c ity in 1908

2. 2. 2　商埠的兴起和城市建设的滞后 (1843～ 1920)

开埠通商给厦门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活动, 同时驱

动了厦门城市空间的重构. 这一重构背后的现实诉求主

要来自商人对交易处所和居住处所的需求. 填筑海滩是

厦门开埠后城市空间重构中重要的一页, 它使厦门市区

地理空间朝海的方向有所扩展, 并使海后滩一带的物质

空间有了很大改观. 晚清, 在厦列强经济势力的扩张进一

步推动厦门城市空间的重构, 厦门旧城寨之外形成两片

新的社会空间和对应的物质空间 (见图1) , 海后滩英租界

及其周围与鼓浪屿公共租界, 满足了在厦外商等群体的

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需求. 虽然作为口岸城市的功能进

一步发展, 但城市建设严重滞后, 城市缺乏统一的规划及

必要的管理与土地开发, 城市地理空间和物质空间现状

均已不能适应社会空间扩展的需求, 旧城改造成为广大

市民的迫切要求. 与此同时, 一水之隔的鼓浪屿却呈现了

另一番景象. 由于鼓浪屿优美的自然环境, 各国列强纷纷

在此修筑领事馆、洋行、俱乐部和教堂, 并吸收西方的新

技术, 进行了大量的市政建设.

2. 2. 3　华侨的投资建设和旧城的改造 (1920～ 1949)

近代厦门旧城改造主要以港口及商业区为发展中心,“四纵一横”的城市道路布局连接了港口与市区. 商业

区基本为骑楼街区, 为商贸港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城市中港区、商业区、文教区以及公园总体布局合

理. 有计划的挖山填海、造地开发新区, 扩大了港口的面积, 也打通了市区与港口的直接交通. 但近代厦门的旧

城改造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如城墙的拆除以及在老城区中规划建设的骑楼新街区背后, 仍保留着老街巷格局,

从而形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城市道路体系.

在城市道路建设方面, 旧城改造形成了近代厦门城市的基本格局, 道路系统 (见图2)围绕港口发展, 逐步向

市区内部扩展, 商业街区形成网状布局, 充分体现出港口商贸城市的特点[6 ]; 在海堤建设方面, 致力于沿海堤岸

的兴筑, 将原来分散的小港联系起来, 扩大接驳岸线, 增加港口吞吐量; 在新区建设方面, 采用开山填海的土地

开发模式, 将各处开挖的土沙石块, 用于填海伸筑海堤和填平星散分散于市区的低洼地段; 在文化教育建筑建

设方面, 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13～ 1920 年和1921 年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 嘉庚建筑和其他华侨新

建的建筑广泛分布于厦门岛、集美、鼓浪屿等地, 丰富了城市空间和建筑类型, 为城市空间注入了极富特色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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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文景观[7 ]; 在公园建设方面,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 模仿北京农事实验场结构, 开辟了

“中山公园”.

图 2　近代厦门道路演变图

F ig. 2　The drawing of X iamen modern road developmen t

2. 2. 4　新中国成立后厦门的城市空间发展 (1949～ 1980)

这是厦门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1949 年前的厦门城市空间发展造就了厦门近代城市空间格局和

城市形态雏形, 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连接本岛与大陆的海堤等许多战略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作为前线工业城市

的厦门获得空间概念与实际建设上的拓展[8 ].

截至1979 年底, 全厦门市分为市区、郊区和同安县三大部分. 其中, 市区又分为开元、思明、鼓浪屿3 区及杏

林工业区. 开元区主要肩负着货运与客运职责; 思明区以轻工业产品为主, 兼有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造纸等

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加工服务; 鼓浪屿区是有名的游览胜地和修养名区; 杏林区以工业为主, 主要是玻璃、火电、

纺织、制糖、化纤、化肥和建筑材料等.

新中国建国后的30 多年时间里, 厦门新建了航空港、海港、道路、桥梁、堤岸、海堤等众多城市基础设施, 为

形成现代城市空间所必需的交通网络奠定了基础, 但也有由于缺乏对海洋、水体资源的认识而导致的极难纠正

的破坏性建设.

2. 2. 5　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城市的全面发展 (1980～ 至今)

1980 年7 月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 翻开了厦门城市发展历史的崭新篇章. 厦门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

“海岛型城市”发展期 (1980～ 1990)、“海岛型2海湾型城市”转型期 (1991～ 2000) 和“海湾型城市”发展期 (2001

～ 至今) 3 个阶段.

2. 2. 5. 1　“海岛型城市”发展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1980～ 1990)

1980 年代, 改革开放, 经济特区的设立, 直接引发了厦门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厦门成为包含有“经济特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3 个层次的对外开放城市. 城市的空间拓展 (见图 3) [9 ]也进入了史

无前例的快速扩张阶段. 此时, 城市空间的扩张表现为: 本岛以老城区和湖里经济特区为双核心, 组成本岛鹰厦

铁路以西的紧密团形, 并向铁路以东轴向扩张; 岛外则由杏林、集美小规模分散空间, 逐渐演变为多片集中空间

的分布状况. 城市产业发展方向以工业为主, 虽然短期内有效地拉动了厦门经济的发展, 但也为后来的产业布

局调整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和大量低层次生活性的第三产业, 以及大量一般档次的居住用地的

开发占据了本岛大量的宝贵用地, 以至于要提升厦门城市功能和实现高度化产业却缺少了必要的空间, 而不得

不进一步挤占城市宝贵的生态和景观资源.

1988 年版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厦门的城市性质为“海港风景城市和经济特区”; 产业发展方向

“以工业为主, 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 城市总体布局采用“众星拱月”式三个层次的城镇体系, 即中心城镇、

近郊卫星城镇和远郊小城镇群. 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思想潮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带有学术上的片面性和盲

目崇外的心理作用, 而对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城市空间来说, 其发展思路应着眼于朝大城市格局发展的方

向[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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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厦门 1980 年代城市建设现状图

F ig. 3　The drawing of X iamen con struction situation in 1980’s

2. 2. 5. 2　“海岛型2海湾型城市”转型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1991～ 2000)

随着杏林、海沧、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的设立和“901 工程”的提出, 厦门的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出现了新的格局. 厦门经济以全面开发海沧经济开发区为契机, 开始了由海岛型向海湾型经济转变. 杏林、集

美、同安等也相继建成一批初具规模的工业开发区, 成为厦门新的工业基地. 1991 年厦门大桥的通车增强了岛

内与杏林、集美、同安的联系, 促进了岛外新区的建设, 减小了岛内外城市化水平的差异. 同时, 岛内过快的城市

建设和土地开发速度, 以及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 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1995 年版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从城市的土地资源容量考虑城市远景发展规模, 确定城市性质为“我国

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和风景旅游城市”; 提出将厦门从“海岛型城市”逐渐发展为“海湾城

市”; 城市空间结构“以本岛为主, 围绕西海域成组团式”; 同时提出了控制本岛建设用地和城市人口等问题. 这

一时期的规划思想在对过去发展和认识的基础上, 从全市域一直扩展到周边城镇的整体区域来考虑本地区的

规划发展, 推进了厦门大城市格局的构成. 以土地资源容量考虑城市远景发展规模, 采用“以本岛为主, 围绕西

海域呈组团式”的城市布局符合厦门城市的特点, 但仅仅从厦门以及其周边城镇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厦门的前景

发展, 缺乏一定的战略眼光.

2. 2. 5. 3　“海湾型城市”发展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2001～ 至今)

1999 年12 月, 海沧大桥的顺利通车使海湾型城市出现雏形. 海沧、集美、同安和翔安岛外四区的城市面貌、

交通、市政配套、绿地、环境等臻趋完善. 同时, 五缘湾、观音山等区域以其辐射和聚合能力成为城市经济圈的重

要连接点. 工业发展方面, 岛内集中发展光电、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 岛外则发展大体量的石化、机械、电子信息

等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城市交通方面, 对外交通项目如福厦、龙厦、厦深 3 条铁路和厦成、厦泉、厦安三

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完善了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促进了闽南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 区域内交通项目如快

速公交系统 (BR T )、成功大道、环岛干道、仙乐岳路、疏港路高架、海翔大道、滨海西大道、翔安隧道、集美大桥、

杏林大桥的修建, 构筑了一个以半小时车程为半径的交通经济圈, 缓解了本岛中心区交通拥挤的现状, 改善了

城市道路供需的矛盾, 实现了海湾辅城与本岛中心城区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 但有些问题仍然存在, 如BR T 1

号线的修筑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 影响了城市风貌和未来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 私有小汽车持有量的快速发

展, 加大了城市的交通压力; 公共停车场的缺乏和停车管理的不合理, 加剧了厦门的交通发展矛盾. 在城市建设

方面, 土地开发强度过大及建筑密度的不断增加, 破坏了城市原有的自然环境, 加剧了交通问题.

2005 年版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 在维持城市性质的前提下, 城市职能以港口、风景旅游为基础加以拓

展, 城市空间布局为“一心两环, 一主四辅”, 即以厦门本岛为中心, 环西海域和环东海域两向发展, 形成以本岛

为主城, 以岛外海沧、集美、同安和翔安为辅城的发展框架. 按照“优化岛内、拓展海湾、扩充腹地、城乡互动”的

发展原则, 把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和生态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围绕“两大基地、四大中心”建设厦门为高新技术生

产基地、对台交流合作基地和航运物流中心、金融贸易中心、旅游会展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 形成具有强大竞争

力、服务能力和集聚扩散能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此次的总体规划以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海关系即海峡西岸经济

区作为厦门城市的区域发展背景, 从3 个层面即地区层面的闽东南城市群、省域层面的经济发展区域和小区域

层面的地区系统发展和对接关系上分析厦门在区域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2 ]. 以辐射漳州、长泰的马鸾和辐射泉

州、南安的翔安分别作为环西海域和环东海域发展区的城市副中心的“单心多核”的城市结构模式, 实现了以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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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功能互补与空间拓展的对接, 推进厦漳泉经济区域化的发展.

3　城市未来发展探讨

3. 1　区域发展

从偏安一隅的海防小镇到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 再到如今的海峡西岸经济区, 时光步入2009 年, 厦门又面

临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建设海峡经济区 5 年来, 惠台政策在福建先行先试, 海西效应进一步拓展, 两岸直接“三

通”启动, 福建对台优势和潜力已进一步凸显. 今年 5 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在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新形势下, 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进一步

发挥福建省比较优势, 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 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全文包括了9 个部分, 其中提到的一个

方面即统筹区域内协调发展, 推动跨省区域合作, 加快形成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10 ].

3. 1. 1　区域地位和发展局限分析

闽东南城市群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核心区域之间, 临近港澳和东南亚, 沿海港口是东北亚通往东

南亚的海上交通要道, 且与台湾一水相隔, 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 在对台方面具

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 但改革开放发展至今, 相对于珠三角和长

三角的发展来说, 其发展却并不惹眼. 厦门作为闽东南城市群的主体城市, 经济特区之特也早已丧失, 城市一度

发展缓慢. 究其发展较慢的原因可以归纳出以下3 点: (1)厦漳泉经济区域化程度不够, 还没有完全冲破行政区

划的束缚, 彼此分工不够合理, 出现产业趋同以至相互争夺资源的现象. (2)由于丘陵地形对交通环境的限制使

得厦门腹地较小, 货源不大, 集流运渠道受到限制, 影响了厦门与周边省市的经济往来. (3)对台开放口岸的“遍

地开花”使得厦门港对台先天优势逐渐丧失, 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又不够完善, 港口没有做强做大, 吞吐量及港

口集输运能力相对落后于其他大部分沿海城市, 东南沿海一线的区域合作并不顺畅, 也削弱了对外资及台资的

吸引力.

3. 1. 2　区域发展策略探析

从区域发展趋势上看, 厦漳泉合力构建海西城市联盟, 连接台湾桥头堡, 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显得非常必

要.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福建与周边省区科学发展的共同平台, 是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服务中西部发展的新

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 . 通过构建海西城市联盟, 把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经济区这三大区域组合成沿海地区的

一条完整的经济繁荣带, 使厦门地区的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 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有更大的市场腹地, 有利于

逐步扩大厦门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通过加强区域内部的交通整合和优化, 如沿海大通道的协调和对接, 厦漳

跨海大桥和泉州湾通道建设, 市际公路的衔接等, 同时在基础设施、环保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产业链上真正实

现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合作和协调发展, 避免资源浪费、重复建设和城市无序竞争.

2008 年底, 根据海协会与海基会台北会谈达成的协议, 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全

面启动, 又给厦门带来了新的发展. 依托福建“五缘”优势, 顺应两岸“三通”的新形势, 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

先行先试的前沿平台作用, 可以尝试在厦门设立海峡金融特区, 促进两岸产业对接, 深化旅游合作, 扩大农业、

金融、科技合作成果, 构建两岸经贸行业协会合作机制, 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互利双赢, 不断促进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3. 2　城市空间发展

从城市自身空间的发展上看, 立足于特定的经济区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自然条件, 进一步转换和

提升城市功能, 加速战略转移和岛外腹地的开发, 发展以岛为核心、以湾为背景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战略思想尤

为重要. 随着厦门海湾型城市的拓展步伐的加快, 城市建设任务也日益繁重, 在城市拓展、道路交通等方面出现

了许多新情况、新课题. 针对这些城市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3. 2. 1　拓展城市空间、实现人口转移、调整产业布局

本岛是厦门城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是城市结构的中心和重心. 但由于本岛地域狭小、腹地狭窄, 人

口规模受城市用地的空间限制, 经济和社会容量已接近饱和状态, 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因此, 拓展城市空

间成为厦门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为此, 必须加快岛外地区的开发及联系岛内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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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向岛外转移的力度, 疏散部分岛内人口至岛外, 控制岛内的人口规模. 同时将港口货运码头向岛外转移,

将港口、航运、船代、外代、进出口、物流等与漳州港进行全面资源整合, 并逐渐促成与泉州港的整合, 实现港口

的一体化, 改善并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高运行效率, 拉进配套产业, 产生商业集聚效应. 本岛的产业导向宜

以第三产业为主, 大力发展旅游业, 建设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旅游休闲城区, 而周边集美、海沧、翔安、同安作为经

济腹地着重发展工业制造业, 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从而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服务能力和集聚辐射能力, 推

动城市形象和城市功能的转变.

3. 2. 2　坚持“公交优先”、合理组织城市交通发展

当前厦门正处在城市快速扩张和机动车快速增长时期, 车辆的迅猛增长导致道路交通量急剧增加, 交通拥堵

现象时常发生. 建议借鉴“人均拥有道路长度不到1 m ”的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模式, 提高公交的可达性和服

务水平, 同时形成良好的公共汽车接驳系统, 提高居民的公交出行比率, 减少高峰期小汽车的出行需求. 坚持“公

交优先”的发展战略, 重视交通枢纽区域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换乘和城市步行系统的建设, 改善现有交通状况.

3. 2. 3　串联闽台文化、塑造城市特色

长久保持、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及历史人文资源, 塑造厦门城市特色. 利用优美的海滨

景观和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 合理开发利用岛内风景名胜资源. 目前, 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开放政策吸引了不少

内地游客赴台旅游, 考虑到闽台文化本属一家, 可将双方的部分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如设计涵盖两地的新旅游

产品, 串联两地文化. 另外, 建议借鉴日本、韩国等旅游业的发展经验, 加大旅游资源深度的开发, 塑造特色旅游

产品. 同时, 重视和保持丰富多彩的闽南地方风俗文化, 通过定期举办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和民间艺术展览, 提高

城市品位和城市内涵; 加强对近代风貌建筑以及历史街区的保护, 摒弃单纯维护和保持历史建筑原样的意识,

对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 继续发挥其经济效益.

3. 2. 4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1970 年代初, 吴良镛先生曾针对厦门市城市规划提出了“碧翠镶金”的设想[10 ]. 所谓“碧翠”指的是自然、山

水、绿地宛如翡翠, 所谓“镶金”指的是建筑群、城镇、城市. 厦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生态环境优势、地理位置优

势及发展潜力, 以生态学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观点为指导, 合理规划和建设, 以保持厦门城市山、海、城三位一体

的绿色空间形态, 实现生态城市的目标; 保护好独特的山林生态景观和良好植被, 严禁开山取石; 城市开发实行

成片开发, 控制开发容量, 并完善各片区及片区间隔离带的绿化, 以建立城市洁净的“空气库”; 保护沙滩、滩涂

及海洋生物, 加强治理海域污染, 维持海洋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规划建设城市园林景观系统, 保留典型的自然生

态区, 如同安区的汀溪林场、坂头水库库区等;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建立完善的绿地系统, 尽可能地使用浅色、高

反射率、具有一定孔隙度的建筑表面材料和路面材料, 降低热岛效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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