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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东南滨海岸线规划设计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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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厦门东南滨海岸线规划设计体现了生态性 、地域性和科技性等特点 , 本文主要从用地结构 、空间规划 、景观架构等方面进

行评析 ,得出结论:滨海设计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从宏观出发 ,重视历史文脉和生态平衡 , 因地制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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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ical , and o the r charac te ristics , the pape r e stimated and analyzed mainly f rom the land structure , spatial planning , landscape f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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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随着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 , 发达

国家城市滨水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逆工业化过程。这一过

程导致了人们对城市滨水区的重新关注和研究。人们发现 , 城

市中那些被逐渐废弃的滨水区仍然具有重要的场所区位意义

和经济开发优势[ 1] 。

以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规划设计为先导 ,我国东部沿海 、

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各大城市(大连 、青岛 、上海 、广州 、深

圳 、海南 、北海等)相继组织了多次滨水区规划与城市设计的竞

赛和咨询。城市滨水区开发建设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建设新的

热点。然而 ,我国滨水区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设刚刚起步 , 缺

少理论 、方法和规划设计经验的技术支持。同时 , 随着城市的

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与自然认识的日益加深 , 旧有的开发手段

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城市滨水区开发亟待新的理

论指导和实践。厦门东南滨海岸线规划设计即是一个很好的

实践例子[ 2] 。

2　总体概况
厦门 ,又称“鹭岛” , 是中国东南海滨的一座海港风景旅游

城市 ,素有“海上花园”的美誉。东南滨海地区位于厦门本岛东

南沿海 ,南起海军码头 ,北至香山 , 西以万石山脉为屏障 , 南临

本岛东部海域 ,与台湾大 、小金门及周围列岛遥相呼应。东南

海滨地区海岸线全长 15.1km ,属于生活性岸线 , 是体现厦门城

市风景旅游性质的黄金地段 ,其延绵的沙滩和开阔的海域成为

图 1　东南滨海岸线区位

本岛最重要的休闲观光场所(见图 1)[ 3] 。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 , 厦门本岛划为五大功能分区 , 分别

为:湖里分区(工业)、筼筜—江头分区(综合)、旧城分区(商

业 、居住)、东北部分区(居住 、高科技产业)和鼓浪屿—万石

山风景名胜区(游憩 、休闲)等。东南滨海地区邻近万石山风

景区[ 4] 。

3　用地结构规划
3.1　滨海岸线设计前提与原则

岸线土地利用规划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前提 , 遵循可持续发

展 、统筹兼顾和整体协调等原则 , 强调适度发展和多种功能混

合使用 ,力求体现厦门城市特色和滨水风貌 , 以形成松紧有致

的城市形态 、亲切宜人的空间尺度 ,人文元素与自然景观的和

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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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功能定位及分区

滨海岸线是以旅游休闲为主 、其它多种功能并存的区域 ,

在厦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整个东南滨海

片区 ,面临碧海蓝天 , 背靠万石山脉 , 背山面海 ,整个城市设计

的框架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各三个部分展开。

3.2.1　纵向分为山体 、坡地 、沙滩大海

图 2　滨海岸线纵向剖面

纵向的山体是万石山脉的延伸 ,群峦叠嶂 ,层林滴翠 , 形成

了风景秀丽 、郁郁葱葱 、起伏变幻的山体背景轮廓线;纵向的坡

地是由于天然风化和冲洪积形成的坡台地 , 村宅生动古朴生

动 、民风犹存;亚热带果园农田自然生态 、野趣横生。纵向的边

缘是岩石 、沙滩和海湾 , 风景绮丽壮阔 ,与富有滨海特色的城市

雕塑 ,构成一幅亚热带的海滨风景画 , 是难得可贵的黄金旅游

带[ 5](见图 2)。

图 4　滨海岸线景观节点空间

3.2.2　横向分为曾厝垵段 、黄厝段和前埔段

按照土地与岸线利用的类型与模式 ,我们把滨海

区划分为若干功能区域:

①人文历史风情区(曾厝垵段):该地段是与厦大

毗邻的城市边缘 ,以山体绿化带和海滨景观带为自然

形态构成 ,同时旧的村落文化的延续和新老文化的交

融 ,形成了富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人文历史风情段。

②自然风光休闲区(黄厝段):以沙滩带和山体生

态绿化带为空间景观形态主体 , 片区内的配套设施

以小品式人工景观为点缀 , 重点突出片区以自然生

态环境和海滨空间景观为主的形态意象。 目前已经开发了景

州乐园 、太阳湾浴场 、台湾民俗村 、阳光海岸别墅区 、椰风寨和

“一国两制 , 统一中国”等景点 , 组成了自然风光休闲段。

图 3　滨海岸线横向分区

③科技中心发展区(前埔段):该段作为环岛路上的科技中

心发展段 ,地处莲前路的尽东端海滨 , 既是风景区 , 又是城市副

中心所在。以国际会展中心为空间主体展开 , 突出其标志性

建筑的地位 ,同时以沿海岸线南北对峙的广播山和香山作为片

区的结构和轮廓控制点 , 形成以人工标志为主 , 自然景观为辅

共同组成的形态意象(见图 3)。

4　空间结构规划
规划设计前 ,滨海岸线的公共空间都较欠缺 , 难以构筑完

整的城市空间网络。虽然滨海区的厦大白城海滩 、胡里山炮台

与会展中心广场已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公共活动空间 , 但是它

们“各自为政” ,缺乏系统规划 , 从而大大降低了空间使用的效

率。与此同时 ,不完善的步行系统也影响了城市空间网络的整

体性。

经过规划设计 ,滨海岸线新增了若干个景观节点空间 , 包

括了海滨浴场 、书法家广场与音乐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 , 完善

的步行系统和绿地布局将各节点空间串联在一起 , 强化了各景

观空间序列 ,它成为完善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 ,为城市提供富有多样性的开放空间及公共绿地(见图

4)。

4.1　开放空间和绿地规划

滨海开放空间分为以绿化为主导的柔性休憩空间和以硬

地为主的导的广场活动空间 ,引导行为活动向滨水地区开敞 ,

沿海设水上上平台 、木栈道及景观构筑物 ,在各区段中均根据

实际需求状况设置中 、小型广场供游人活动[ 6] 。

在厦门东南滨海开放空间的设计中注重以下几点:

①以人为本 ,体现人性化的设计。书法家广场(图 5)和音

乐家广场(图 6)濒临大海 , 夏日炎炎 , 冬季海风凛冽 ,在植物的

配置及服务设施的设置上 ,充分考虑了游人防晒 、防风的需要。

图 5　书法家广场

②个性塑造 、延续历史文脉。例如 , 书法家广场以“书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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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音乐家广场

胸怀 ,展大海豪情”为主题 , 以“以天为纸 , 以地为墨”的设计手

法 ,设置了圆形高台 、小广场与巨石雕塑群 , 将生活的痕迹 、滨

海特色 、地域文化融入广场 ,打造出一道独特的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和艺术氛围的艺术风景线 , 使游人在休闲娱乐的同时 , 可

以接受文化熏陶 ,提高素质和品味。

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原则。在音乐广场设计中 ,从道路生

态环境的整体出发 , 通过融合 、嵌入 、美化和象征等手段 , 在广

场的空间领域引入自然景观 , 再现自然 , 使广场暂离城市的喧

嚣和污染 ,为游人创造宜人的 、富有自然情趣的空间环境。

绿化是滨海景观不可缺少的控制元素之一。绿地规划以

加强视觉通道为原则 ,在主要轴线处沿轴线布置树木以强化空

间序列 ,使其成为滨海视线的引导。在树种选择上以耐盐碱 、

抗风性强的乡土树种和适应性较强的棕榈科植物为主。在植

被的搭配上 , 色叶 、观花 、常绿植物搭配得当 , 以达到四季常绿

的目的 ,充分考虑游人的遮荫需求和观景效果 , 体现了滨海景

观特色[ 3] 。

4.2　交通系统

厦门滨海岸线的规划主要强调“人车分流 、步行优先”的设

计理念 ,重视行人交通的安全 、方便与舒适 ,提倡公交 、自行车 、

步行等多种出行方式并存 , 并使各种交通方式之间有机衔接 ,

提高道路空间的环境质量。

滨海环岛路内侧的林荫步道 , 串联各个公共开放空间 ,

将沿线的万石山体 、会展广场前的观景平台 、书法家广场和音

乐家广场以及各绿化水系组织起来 , 形成有机联系的步行网

络系统。在核心区开辟步行街区 ,为游客提供自由自在 , 无忧

无虑的购物交往 、休闲娱乐场所。

5　滨海景观架构
“一个好的滨海景观架构 , 应包含优美的滨水城市轮廓线 、

完善的视觉眺望系统 、通畅的景观视廊和变化有致 、充满魅力

的序列空间” [ 6] 。

5.1　滨海城市轮廓线

厦门东南滨海区强调城市轮廓线和自然轮廓线的和谐 , 以

万石山体为背景 ,建筑疏密有致 、高低起伏 、远近层次分明 , 充

满活力 ,形成了舒缓而富有韵律的天际轮廓线 。

由于沿海一带存在不少年久失修的破旧建筑 , 重点地段高

层建筑数量不多 ,再加上厦港地段的工业建筑风格凌乱混杂 ,

致使城市景观品质大为下降。建议在滨海环岛路之演武大桥

地段设置一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 ,强化海上环岛路段的空间意

象 ,以呼应对岸的鼓浪屿 , 同时使得城市轮廓线前后层次更为

分明 、高低变化有致(见图 7)。

图 7　规划前后对比图

5.2　区域景观设计

厦门滨海道路的景观设计 , 根据沿线地形地貌特征及人

文 、自然环境的不同 , 对功能结构进行划分 ,赋予其明确的主题

和功能。

①海军码头———厦大白城段 ,提出“车走海上低位桥 , 人行

沿海观光休闲路”的设计理念 , 注重桥梁的造型 、色彩 、夜景 , 沿

岸人行漫步道的绿化 、铺地 、景观小品 、夜景及沿海建筑立面等

的改造 ,着重体现人工化的多视点景观(见图 8)。

图 8　白城段环岛路

②厦大白城———黄厝段 , 该地段经胡里山炮台 、珍珠湾浴

场 、书法家广场 、音乐家广场 、白石炮台遗址 、太阳湾海滨浴场

以及礁石滩等 ,至黄厝石头广场 , 是游人进行海滨特色娱乐 、观

光活动的天然场所。木栈道将沿线各景点串联起来 , 形成集旅

游观光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滨海亲水走廊 , 体现了厦门滨海

“椰风海韵”的亚热带自然风光(见图 9)。

图 9　厦门大学白城———黄厝段

③黄厝———前埔段 ,该地段是城市的科技中心发展区 , 厦

门国际会展中心是该地段的重头戏。会展海滨广场开阔大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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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金门岛隔海相望 ,可直达海岸边 , 因而该地段的环岛路设

为下沉式车行通道。它吸引了当地市民和诸多游人前来休闲

观海 ,是厦门市新的旅游观光点 , 体现了现代化 、都市化的滨海

景观(见图 10)。

图 10　厦门会展中心

5.3　滨海岸线设计

岸线是水域和陆域的交界线。根据道路沿线不同的地形

地貌条件和功能需求 ,可采用不同的边坡 、护岸形式 ,既保证道

路的安全性 ,满足防洪和游人安全的要求 ,又尽可能保证场所

的亲水性[ 6] 。

①留原有自然岸线(图 11)。对距离道路较远的岸线或基

岩岬角海岸线的处理 ,采取保留现状的办法 , 不宜使用大量的

硬质护砌和台地 ,尽量减少人工雕琢的痕迹 , 以保证水 、陆生物

自然过渡带的自然形态。

图 11　自然岸线

图 12　亲水空间

②建亲水空间

(图 12)。 在适当地

段设置滨海游乐设

施海滨别墅 , 采用

人工化的造型 , 通

过一系列平台或木

栈道延伸出海面 ,

加强亲水性。为市

民营造与大海接触

交流的岸线空间 ,

提供一个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③造边坡 、护

岸景观(图 13)。依

实际具体情况 , 考

虑必需的防洪和防

波设施 , 采用绿化

固坡 、硬质边坡护

岸或者人工护坡等处理方法 ,将平均潮位与最高潮位的不同标

高要求结合起来 ,创造出丰富而亲水的滨水岸线[ 6] 。

图 13　边坡护岸

6　结语
通过对厦门东南滨海岸线规划设计的评析 , 作出如下几点

归纳:

①宏观分析———必须把滨水区作为城市整体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 从宏观角度分析 , 在功能安排 、公共空间营造 、交通

系统等方面与城市主体协调一致 , 加强滨水区与城市腹地 、滨

水区各开放空间之间的连接。

②因地制宜———每个具体的城市滨水区开发和规划设计

都会有各自的特点 ,应当充分发掘城市与水的文化内涵 , 关注

场所与人的关系 ,以及历史文脉的延续 , 通过缜密的调研与分

析 ,探寻最适宜的解决方法。

③多样性和共享性———滨海岸线设计应注重景观和共享

空间的多样性 ,设计多样化的景观节点空间 , 尤其是公共广场

的设计 ,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共享性原则。

④重视生态和谐———滨水设计应当以维护自然环境生态

为原则 ,在滨水开发过程中保障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和谐稳

定。

⑤循序渐进———滨水区城市规划和设计应采用动态 、循序

渐进且具有一定弹性的规划设计方法 ,使其能适时按需做出一

定的调整 ,以适应城市最新发展变化。

厦门东南滨海岸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 成为集生态

性 、地域性 、科技性于一体的厦门城市景观新形象。 在开发过

程当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新建筑使得旧村庄中闽

南特色民居正在消失 ,影响了历史文脉的延续性。考虑到滨水

景观旅游开发的长远资金投入 ,可以考虑建立公私协作和多元

投资并存的项目投资体系 ,吸引开发商适当地建设中等消费娱

乐场所 ,增加休闲服务设施 , 避免过去人们可以到达海边礁石

区但没有办法长期停留赏景的不足。另外 ,部分广场空间缺乏

必需的遮阳设施 ,可考虑加建一些亭子和种植遮阳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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