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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采用比较分析法、问题导向法以及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探
讨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的基础上，从区位组合效益、空间集聚程度和职住分离现象分析了城市新区空间结构存
在的问题;基于精明增长理念，提出了紧凑式的城市空间布局、公共交通优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混合功能的土地开
发模式 3 种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为滨海新区乃至我国其他城市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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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城

市新区的开发建设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区别于传统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工业开发区和

产业园区建设，城市新区追求产城融合的综合性新城的

建设，超越于单一的园区性建设［1］。依托于良好的区

位、土地、政策等优势，我国城市新区被赋予更丰富的内

涵，承担着更高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发展成为新产业、
新经济基地，还要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动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吸

引外资和先进技术［2 － 3］。然而，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展经

济的冲动和寅吃卯粮的陋习使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成

为一种被完全异化的驱动力，打着城市新区的幌子，夺

地、圈地和占地，片面追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个

别城市新区甚至出现“有台无戏、大台小戏、搭台等戏”
的空城、鬼城现象。精明增长的基本理念有集约发展、
强调公共交通、设计紧凑的富有特色的居住场所、土地

混合使用等，其根本落脚点是营造美好宜居环境，实现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城市新区的发展原则和

城市定位基本吻合，“大规划，小开发”是符合精明增长

理念的城市新区处理规划与开发关系的普遍成功模式。
自美国规划师协会( APA) 基于欧洲可米尔理论首

次提出精明增长概念以来，国外对精明增长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 ( 1) 空间形态的整合。针对城市泛郊区化和公

共开敞空间减少问题，提出通过适度高密度土地开发以

及多功能混合开发，构建紧凑型城市空间［4 － 5］。( 2 ) 城

市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城市环境恶化和资源匮乏，主

张通过设置增长边界和保护农地、自然景观等环境区

域，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优良、社会公平［6］。( 3) 政

府财政及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减少对新建基础设施投

资和加大对旧城区更新，促进旧城活力，同时解决财政

浪费，实现城市经济良性运行［7］。( 4 ) 宜居生活及生活

质量。城市发展以公交为导向，提高公共设施的可达

性，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宜居性［8 － 9］。
目前精明增长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原则在国内被广

泛地引入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相关领域。学者们一方

面对精明增长的背景、内涵和实践经验进行介绍，另一

方面探讨精明增长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借鉴意义以及对

城市空间结构的具体实证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成果，然而，基于精明增长理念对城市新区空间结构的

优化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以我国第二个国家级

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借鉴精明增长的基本理念和

实践经验，剖析城市新区空间结构扩展的现状及主要弊

端，提出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策略，丰富城市新区研

究内容，为促进城市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精明增长与城市空间优化
1． 1 精明增长理念

城市空间扩展形态从工业时代在市区边缘的高密

度开 发 演 变 为 20 世 纪 在 城 市 郊 区 低 密 度 的 城 市 蔓

延［10 － 11］。城市蔓延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让人难以容忍，

20 世纪 90 年代末针对美国城市过度蔓延带来的诸多问

题，美国规划界提出一种紧凑、集中、高效的城市发展理

念———精明增长，强调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

续的共同发展［12］。精明增长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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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长方式，在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

过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和优化土地利用的组合方式，充

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有效控制城市空间盲目扩张［13］。
精明增长的核心原则可以归纳为: 节约集约用地，

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混合开发; 采用密集组团、相对

集中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尽可能拉近生活、就业单元

之间的距离，降低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建设成本; 提供

多种选择的交通方式; 设计紧凑的、满足不同收入水平

群体需求的达到质量标准的住宅; 创造适合步行、特色

鲜明、富有吸引力和场所感的社区形态; 重新开发利用

废弃、污染工业土地; 保护开敞空间、农田和自然景观等

重要的环境区域; 公众参与［14］。其中节约集约用地和居

住区、就业区、商业区的交错布局、混合开发是精明增长

最为关心的内容。
1． 2 城市空间及其互动原理

城市空间结构是不同经济社会活动和功能组织在

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投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

涵盖经济、人口、就业、土地利用、交通网络、社会活动空

间，体现了不同物质要素和功能组织在城市空间范围的

组合关系和分布特征［15 － 16］。它是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

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
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分为聚散效应、传输效应和

组织效应，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和重构是 3 种效应相互

叠加的动态过程。聚散效应是指城市空间演变的基本

作用原理: 聚集和扩散。集聚经济效应产生吸引经济社

会活动向区域靠近的向心力，促使城市空间因子及功能

要素在空间聚集; 由于经济过度集聚产生的排斥力促使

集聚区域的城市空间因子和功能要素向外迁移和扩散，

导致产业转移甚至消亡，扩散从时间角度被认为是异质

空间系统的要素聚集到一定非经济阶段时的调整现象。
传输效应是指由于外力的作用，区域内劳动力、资金、技
术和生产单元等城市资源在城市空间实体之间相互传

输的区位动态变化过程。一个科学合理的、符合规划的

空间传输将引发经济增殖和辐射，起到优化区域空间结

构与形态和缩小区域之间差异的作用。组织效应包括

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作用于

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和方向的自发的内在力，使城市空间

系统各尽其责，形成协调、有序结构。他组织是城市发

展中人们在一定目标引导下有意识地对城市空间要素

进行规划、指导、管理与修复等活动［17］。
1． 3 城市新区空间结构

城市新区位于大城市边缘，受到中心城区的辐射，

是城市建设中变化最快的区域。在成为新产业、新经济

发展基地的基础上，将开发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城市空间

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完整和独立的城市

功能形态［18 － 20］。城市新区拥有自己的“母城”，以城市

整体为依托，承担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与其互动协调

发展，但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拥有相对

独立的城市功能［21］。

随着城市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过快的用地增

长速度体现在以外延的、粗放式为主的土地利用模式。
城市新区呈“摊大饼”式发展，暴露出一系列空间结构问

题，如城市功能错置( 功能重置、不当和缺失) 、居民职住

分离、土地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阻碍城市新

区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依靠盲

目扩大城市用地规模，而应当结合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

城市新区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在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前提下，将集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理念切实贯彻到规划

和建设实践中，发挥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效应，调整

和优化城市新区空间结构。既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构建

一个理想载体，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2 滨海新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

2． 1 研究区域概况

天津市滨海新区位于我国华北平原北部，京津冀 T
字形环渤海湾城市带的交汇点，天津东部沿海地区，海

河流域下游，东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北与河北省丰南

县为界，南与河北省黄骅市为邻，地理坐标 N38°40' ～
39°00'、E117°20' ～ 118°00'，总体规划面积 350 km2，包含

大港、塘沽和汉沽 3 个城区以及津南、东丽的小部分区

域。滨海新区拥有海岸线 153 km，陆域面积 2 270 km2，

海域面积 3 000 km2，背靠腹地辽阔的“三北”，不仅是我

国华北、西北、东北等广大地区重要的出海口和对外通

道，也是东北亚地区欧亚大陆桥的东起点。
2． 2 人口增长特征

2007 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 172． 24 万人，户籍人口

114． 41 万人，2012 年常住人口 263． 52 万人，户籍人口

115． 88 万人，常住人口的增速逐年加快，与户籍人口的

平缓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图 1) 。常住人口增长的主

要来源是外来人口导入，区际迁移人口比重过低说明滨

海新区对天津中心城区居民的移居吸引力较弱，导致了

目前较为严峻的就业和居住分离的现象。

说明: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2008—2013) 》整理。

图 1 2007—2012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口增长状况

Fig． 1 Chang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from 2007 to 2012

基于 2012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滨海新区常住人口主

要集中居住的地域有: 塘沽 87． 62 万人，汉沽 22． 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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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港 54． 07 万人，分别占全区人口总量的 33． 25%，

8． 46%，20． 52% ; 其他功能区管委会中人口在 16． 74 万

人和 2． 98 万人之间。滨海新区人口增长集中在中部以

海河为中轴的区域，依托各城镇的居住组团和生活服务

功能带呈南北走向，并沿海河下游自东向西伸展。由于

城区建设不够完善、现代服务业不够发达、都市文化氛

围不够强，滨海新区的人口集聚速度尚不符合国家赋予

的政策定位，人口集聚潜力有待发掘，单纯由经济高速

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无法吸引天津中心城区居民和外

来暂住人口的大量迁入。滨海新区需要从经济功能区

向产城融合的综合性服务区转变［15］。
2． 3 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区域的快速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有着紧密联

系，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比例较低，约束了城市聚集的总

量，不仅制约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会降低城市的生

态环境效益和居民的生活质量［22］。滨海新区基础设施

的服务水平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存有较大差距，尤其

是公共交通，反映在公共汽车的线路和路线的长度上，其

他如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同样存在不小的差距( 图 2) 。

说明: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2013》、《上海

浦东新区统计年鉴 2013》和《深圳统计年鉴 2013》整理。

图 2 2012 年深圳特区、
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Fig． 2 The infrastructure level of
the cities of Shenzhen，Pudong，Binhai in 2012

由于滨海新区城市化建设起步晚、投入不足，导致

配套功能绝对体量不足，使整个新区规划范围内交通运

输、能源供给、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

设体量与工业、商务、居住等城市新区主导功能的建设

体量不成正比，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主导功能

建设。由于配套功能的缺失，宜居功能被削弱，城市新

区整体的运作效能降低，造成人口导入难度加大和后续

招商引资受阻。基础配套设施的供给能力滞后于城市

发展已成为滨海新区进一步城市化的“瓶颈”。
2． 4 地域空间拓展

在 1993 年建成区 110． 85 km2 的基础上，滨海新区

重点规划建设面积 350 km2，2002 年底建成区面积 150
km2，2007 年底达到 221． 95 km2，2012 年底达到 322． 64
km2。目前滨海新区由 1 个中心城区、3 个外围城区、3

个中心城镇和 14 个一般建制镇组成，城市空间结构为

“一轴、一带、三城区”的主体结构和“高速环城、五横五

纵”的综合交通体系( 图 3 ) 。轴是指沿海河和京津塘高

速公路的城市发展主轴，带是指作为天津市东部滨海发

展带主体部分的沿海城市发展带; 三城区以塘沽城区为

核心，以大港区和汉沽区为两翼，呈“一轴一带”T 字型

结构，划分九大特色鲜明的功能区。

说明: 资料来源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 2005—2020 年) ，天津市规划局，2006 年。

图 3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空间结构规划

Fig． 3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lan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3 滨海新区空间结构问题分析

3． 1 区位组合效益欠佳

由于各功能区的行政区划及当前特定的财税体制

等原因，新区建设的统一规划、分区分步实施的发展策

略无法得到完好的贯彻。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和集聚效

应被人为割裂，无法形成相互衔接、协调配合的有机整

体。各功能区在布局规划、招商引资、环境治理和社会

管理等诸多方面整合力度不够，相互之间缺乏关联和协

作，以牺牲整个新区的整体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导致区位组合效益欠佳。滨海新区九大功能区

功能定位不同，但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主导产

业和发展方向却又存在明显的功能交叉和重叠( 表 1) 。
这种不考虑自身禀赋和区域统筹发展的开发建设，

容易因为新区内部对项目、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恶

性竞争”，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产业同构、重复建设

和生态破坏，难以发挥集聚效应，从而影响滨海新区城

市整体架构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于聚散效应的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发挥，空间要素

的流动和聚集只是城市新区发展政策所引导的次优选

择，并非资源的市场最优空间配置，体现的是政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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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 年滨海新区主要功能区的产业分布［23］

Tab． 1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functional areas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in 2011

功能区
新型绿
色能源

生物
医药

航空航
天产业

高端
制造业

物流
运输业

电子
信息

造修
船业

石油
化工

冶金
钢铁

保险业
文娱旅
游产业

商务
商贸

先进
金融业

现代
服务业

先进制造
业产业区

√ √ √ √

临空产业区 √ √ √ √

滨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 √ √ √ √ √

临港工业区 √ √ √ √ √
南港工业区 √ √ √ √
海港物流区 √ √ √
中心商务区 √ √ √ √
中新生态城 √
滨海旅游区 √ √ √

所引导的聚集，经济行政化现象严重，一旦这种政策优

惠淡化，城市新区就可能暴露出更多的问题［22］。
3． 2 空间集聚程度偏低

2009 年以来滨海新区一直在全力推行的“十大战

役”涉及区域几乎覆盖整个新区，旨在深度开发功能区、
提升产业结构、发展社会事业、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然而在九大功能区以及规模庞大、气势恢

宏的“十大战役”的背后，土地粗放利用，城市集聚效应

难以正常发挥。滨海新区的城市规模弹性系数近年来

出现较大波动，2008 年高达 12． 80，远高于美国 1970—
1990 年的 1． 66 和我国 1990—2004 年的 2． 28。随着土

地集约利用的提出，滨海新区城市规模弹性系数在 2012
年回落至 3． 53( 图 4) 。城市规模弹性系数越大，城市用

地规模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越富有弹性，人口较小程度

的增长引起城市的大规模扩张，表明滨海新区人口吸纳

能力不足，其城市人口空间集聚速度与国家赋予的政策

定位差距较大。

说明: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2009—2013) 》

数据整理计算。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 = 城市用地增长率 /

城市人口增长率，国际公认的合理阈值为 1． 12。

图 4 2005—2012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规模弹性系数

Fig． 4 Th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ity scale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from 2005 to 2012

在各项优惠政策的鼓励支持下，滨海新区的建设取

得了突出成效，但是由于城市新区低廉地价的吸引和片

面追求规模而轻视效益的粗放式经营以及土地开发的

投机心理，造成用地规模扩展迅猛，城市发展速度被人

为放大。以工业用地在城镇占地比重大为特征的城市

空间的低密度蔓延，导致建设用地利用率低，园区数量

不断增加，实际开发程度却很低，用地规模脱离实际，大

量土地长期闲置，城市开发建设战线过长，城市新区空

间集聚程度偏低，政策、资源被严重浪费。
3． 3 职住分离现象严重

职住分离比是反映城市新区有机增长和产城融合

的重要标准［24］。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得出

滨海新区各主要区域的职住比例( 表 2) 。

表 2 2010 年滨海新区各区域职住比例［25］

Tab． 2 The living and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each region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in 2010

地区 岗位 /万个 常住人口 /万人 职住比例 /%

塘沽地区( 含开发区) 83． 3 140． 0 60
汉沽地区 8． 0 23． 4 34
大港城区 13． 8 27． 6 50

中新生态城 1． 0 2． 0 50
南港工业区 9． 1 24． 3 38

临港经济区( 含中部新城) 2． 0 3． 0 67
太平镇 2． 4 6． 3 39

滨海新区合计 118． 2 248． 2 48
中心城区 237． 7 504． 6 47

说明: 岗位仅为第二、三产业岗位，不包含第一产业岗位。

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导

致就业岗位与常住人口呈非均衡分布。天津中心城区

的职住分离比为 47%，而塘沽地区( 含开发区) 和临港

经济区( 含中部新城) 分别高达 60%，67%，表明该区域

岗位相对于当地的常住人口而言偏多，而就业人口除了

当地的常住人口外主要来自中心城区，也就产生了两地

之间的通勤交通需求，2010 年两地之间日出行量高达

20． 5 万人，通勤比例占 83%［25］。人口在中心城区的集

中分布和产业向滨海新区扩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

就出现特定需求人群潮汐现象带来的交通和就业问题，

同时致使中心城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绿地不敷使用，

而城市新区的公共服务与基础配套设施利用率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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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精明增长的新区空间结构优化

4． 1 高效有序的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

通过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城市的开

发建设采用密集组团、相对集中的模式，从而控制城市

无序扩张。集约型增长带来的经济合理性包括土地资

源的节约和单位开发建设投资的高效益产出［26］。
解决滨海新区的区位组合效益差的问题。将行政

干预色彩浓重的城市化转为依靠市场调控，摒弃“唯政

绩马首是瞻”的利益短视心态，尊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

律，让城市系统按照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正常地配置资

源。采用高强度的发展策略，科学制订城市建设规划，

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停止盲目兴建项目和兴建社

区。积极落实天津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促进土地利用

结构的调整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实现土地开发利用

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各功能区之间遵循政府

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发展，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功能区内

部产业集中分布，发挥集聚效应。
4． 2 公共交通优先的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的发展应当是高密度的和受限制的，城市相对

集中建设，生活区和就业区密集组团，可以缩短交通距

离和减少交通用地，降低基础设施、房屋的建设和使用

成本，也可以为保护开敞空间提供更大的余地。通过合

理布局公共交通站点和修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有效控

制私人汽车的增长，引导人们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减

少非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温室气体的释放。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生活环境欠佳是滨海新区人

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单纯依靠盖楼而没有商业、学
校、医院等配套将很难形成人气的聚集。因此，要通过

调整城市建设资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加快

完善道路网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优先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的相关政策，加快完善公共交通场站等设

施; 加大政府对公共交通投资建设的力度，合理布局城

市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新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将更多的

政府行为转向非盈利的公共服务业，除了解决工作、居
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更要着力解决城市的教育、医疗

和就业问题，使城市新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
4． 3 多种富有特色的居住场所

城市住宅不仅是居住社区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对

城市的交通方式、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耗等均产生重

要影响。城市新区居住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居住

场所一味追求高档豪华，缺乏富有个性的吸引力和真正

的人文气息。因此，要通过建设适宜步行、具有鲜明吸

引力和场所感的特色型魅力社区，为各种收入水平的群

体提供多种符合质量标准、设计紧凑的住宅。在各功能

区差异化地规划设计相应的蓝白领公寓，同时建设一定

规模的保障性住房，为中低收入家庭及外来打工者提供

负担得起的住房。通过提供多种层次的住宅选择使社

区包容不同收入水平、知识水平、工作背景的城市群体，

削弱日趋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隔，增强城市居民的归属

感、幸福感，提升城市新区的包容性。同时高密度的生

活居住区有利于加强邻里关系和社会的内聚力，也为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 4 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开发

城市居住和产业的混合布局，有利于缓解居住地和

工作地之间钟摆式的城市交通问题，吸纳城市居民就近

就业，达成一种“可达性好、交通需求低”的土地利用和

交通发展模式，减少出行量和对汽车的依赖，缩短工作

和生活的时空距离，也为支撑公交车站和发展商业服务

中心提供基础。在城市新区对城市居住和商业用地混

合开发，创造充满活力的多功能综合性城市空间。同时

适当缩小城市道路的宽度，让城市道路从难以逾越的隔

离成为“可透气的墙”，增强道路两侧的联系，从而激发

人对公共活动的兴趣，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26］。

5 结语

在城市新区开发过程中，“摊大饼式”区域均衡发展

方式不可行，集约型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符合城市新区现

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有选择性地优先发展，点—
轴式渐进扩散，才能保证新区建设开发初期有限资源和

政策的集中使用，为后期的循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市新区总体的战略布局规划、土地开发利用与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从时空上统筹推进，将产业、城市以及人

类自身发展需要的多种能力融合起来混合建设，致力于

提升城市新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

时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及社

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新区的空间结构将发生深刻的变

化。尤其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型服务业的

发展将推动滨海新区经济突破结构性瓶颈，促使城市新

区空间结构优化，使之呈现新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体

现在宏观层面的城市新区外部空间结构与全球和区域

的融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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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New Area
Based on Smart Growth: A Case Study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Wang Zhenpoa，b，You Bina，b，Wang Liyana，b

(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as an example，and adopts comparative analysis，prob-
lem-oriented method，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eld surveys，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xpansion，it analyses spatial structure of a new urban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position combination benefits，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and home-work separation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mart growth，the research proposes three effective pattern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new
urban area，a compact urban space layout，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iorities and mixed patterns of land de-
velopment，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inhai New Area and even other new area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smart growth; urban new area; space optimizatio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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