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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城中湖旅游目的地
开发研究

———以《武汉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梅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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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促进我国城中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武汉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为案例,应用可持

续发展理论,对城中湖环境相对封闭、用地权属关系复杂、景区生态保护落后、内部交通不畅、服务设施较差等旅

游产业发展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城中湖风景区深度开发、生态维护、交通可达性、促进经济增长

和增加就业机会、打造慢生活等规划原则与功能设计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城中湖规划合理的景区范围、凸现水

域区的功能与作用、景区详细规划与景点修造、水质环境监测与水资源保护开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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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湖泊众多,面积1~1000km2的湖泊有

2800多个[1]。城中湖是指位于大城市城区或者近

郊的中小型湖泊,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具有经

济、文化、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价值。大陆境内大

中型的城中湖数量不少,比较著名的有杭州的西湖、
武汉的东湖、南京的玄武湖、北京的昆明湖等[2]。随

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城中湖势必会成为

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基于城中湖特种旅游资源的

视角考虑,充分地利用城中湖水域面积及空间,合理

地做好相关规划与设计建设,从而达到城中湖生态

环境与空间景观相互协调,进而打造健康有活力的

城中湖水域空间,提升城中湖旅游资源的美誉度和

影响力,保障自然、人文、水域、城市、旅游和谐与可

持续发展。

1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城中湖旅游产业
开发

1.1 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旅游业发展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实力

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旅游需求呈明显增长态势。
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并将旅游产业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城市风

光游,海滨、山地、温泉、乡村、野营游,文化、商务、体

育健身游,生态游等旅游产品层出不穷。出国旅游、
出境旅游、节日游、休闲游已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生活

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1.2 可持续发展与城中湖旅游产业开发

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多

年的研究和充分论证,在1987年举行的世界环境和

发展委员会(WECD)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

念,并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

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需要”和对需要的

“限制”。经过众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

作者多年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拓展出包括

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公平发展、高效发展和多维发

展等基本内涵。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定义和基本要素,生态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

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

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

本,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以内。可

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是有限制的,没有限制就没有发

展的持续。因此,在城中湖旅游产业的开发过程中,
相关城市的管理部门或企业要仔细分析各地城中湖

开发现状,根据现状规划城中湖未来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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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对需要开发的

事项进行合理地规划布局,对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

事项进行合理地摒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城中湖发

展总体规划和功能分区明确的详细规划。运用先进

的规划理念和建造措施,提升城中湖公众旅游和社

会经济发展价值,进一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

践内涵。

2 城中湖旅游业开发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

2.1 总体开发力度不够,深度开发有待加强

城中湖风景区因其具有独特的水域条件、优美

的生态环境、风味别致的民间小吃、个性鲜明的旅游

纪念品、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是繁忙紧张劳作后人

们最想去的地方。目前我国现存的城中湖旅游资源

开发总体力度不够,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旅

游市场需求;部分城中湖旅游景观区开发规划的不

合理性,以及开发的盲目性,特别是对城中湖环境保

护乏力,难以适应旅游市场的发展需求;少数地方还

曾出现过填湖造房,污染城中湖水质资源,破坏城中

湖周边生态环境;部分城市对现有的旅游资源和旅

游产品深层次开发不足,形成了千湖一面的旅游开

发模式,导致旅游资源吸引力逐渐降低;部分地区对

城中湖风景区潜在的和现有的旅游资源保护不力[3]

等现象反映了我国城中湖旅游业开发现状。
2.2 水域环境相对封闭,用地权属关系复杂

  研究表明,国内外大多数的大中型城市湖泊实

际上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大面积城市湖泊体

系,并不是单一的同质水体且幅员广阔,其复杂多变

的湖岸区包含着多种生态因子[4]。目前,我国绝大

部分城中湖水域区的水文特征多呈现出封闭系统,
存在缺乏支流交汇和定期径流循环等问题。物候观

测记录、环境监测记录,都表现出湖区自身的生态循

环系统缺乏自净和对周边环境的调节适应能力较

弱,部分湖泊区在不同的年份还出现过内涝和干旱

现象。城中湖水域区水环境相对封闭是影响其深度

开发的重要原因。
由于城中湖形成的历史成因不同,表现形式也

各有差异。城中湖存在湖中村、湖中房、湖中菜地等

情况。各景区管理部门在规划建设城中湖风景点

时,常常会遇到用地权属关系问题。如在杭州西湖

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有梅家坞村、龙井村、灵隐村等

9个行政村,九溪社区等6个社区和南山、金沙2个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历史遗留。武汉东湖、南京玄

武湖也存在有类似城中村的用地权属关系等问题。
城中湖风景区水域和陆地权属关系不确定性不仅影

响现时的发展,对未来可持续发展也带来诸多隐患。
2.3 景区生态保护落后,水质环境较差

国内外大多数城中湖在前期开发过程中,通过

引进多种外来物种以丰富其景观,景点的美誉度得

到了一定的提升,但过去自然形成的天然植被被替

换后,存在一定的生态入侵隐患。与此同时,快速增

长的人口和不对称的生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工程

建设相对滞后,导致城市内部湖泊水质急剧下降。
目前,国内城中湖水质情况较好的是杭州西湖,其水

质达到Ⅲ类,已经达到饮用水源标准。其他大中城

市城中湖的水质状况则令人堪忧,更不说太湖、巢
湖、滇池等湖泊的水质严重恶化情况[5]。城中湖景

区生态建设、水域环境保护是每个城中湖风景区都

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2.4 景区内部交通不畅,服务设施落后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旅
游区与城镇区的界限日趋融合。益处是增加了风景

区客源,利于风景区发展,压力是景区交通的可达性

和通畅性较差。2013年国庆黄金周全国各地景区

客流爆满,九寨沟交通瘫痪导致4000余名游客滞

留。全国其他景区,特别是城中湖风景区也存在不

同程度的交通堵塞等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除景区交通信息不畅和组织管理不善等

因素外,部分城中湖景区交通规划与设计建造落后

是其主要原因。解决景区交通条件是每个城中湖风

景区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调查发现,尽管目前各地城中湖旅游景点均建

设有一定数量的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游乐、美食等

方面的服务。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长,游客来源

的不断变化,不同地方的游客对游乐设施的喜好、对
饮食的要求与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变化和渴

求将会在我国旅游集散地呈上升趋势,如何较好地

满足这种需求变化是各个城中湖风景区,也是国内

外其他类型的风景旅游区面临的挑战[5]。

3 基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武汉东
湖规划原则与功能设计

3.1 尊重并维护生态发展的规划原则与功能设计

  2012年3-8月,由ISOCARP(国际城市规划

师协会)全球招募的 UPAT(国际城市规划咨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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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工作组与武汉市城市规划研究院共同合作完成

了《武汉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新修编的《规划》是继1993年东湖总体

规划编制完成后的又一次修编。一改过去对东湖所

有景区资源“统保”策略为“特保”,严格控制景区内

开发利用强度。规划和管理目标是确保在生态旅游

度假区建成后,湖泊区生态与环境仍能和谐平衡与

可持续发展,能够满足容纳未来的游客流激增对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6]。
《规划》设计基于城市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充分利用城中湖水域面积对城市气候的重要调

节功能,利用水体的比热容特性可减轻武汉夏天极

端炎热的气候等特点,在功能分区相对明确的前提

下,总体上将整个湖泊区设计出了呼吸岛功能。规

划设计见图1(规划图来源见注释 )。按照规划设

计方案,将东湖风景区城中湖按照“呼吸岛”和“城市

绿心+蓝心”的模式进行规划建设[7]。这样既可达

到满足游客旅游舒适的目的,也可以实现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想。

图1 呼吸岛

Fig.1 Watershuttlestationsandmainroutes

  《规划》从管理和监督层面强调,旅游业的发展

和活动布局应以维护风景区自然风光的秀丽为前

提,各种旅游活动的引入和新的旅游发展都需要经

过多层次多部门的审批程序,特别是应包括对生态

环境影响的评估和旅游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进行生态评估与生态补偿核算[8]。
3.2 交通连接可达性的规划原则与功能设计

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发

展”的指导方针,《规划》对东湖风景区湖泊及现有交

通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将湖泊水体作为城市宜居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循交通可达性的原则条件

下,《规划》将东湖水域区沿岸地带的部分区域设计

为游客步行区,为游客提供景观宜人的湖岸风景,缓
冲了城市居民区、旅游景点和其他单位的联系空间。

国内大中型城市现有城中湖规模及湖泊区面积

有大有小,城市及城中湖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各有差

异。其交通规划与建设思路、修筑措施也应当有所

差别。如仅作为国家层面的生态公园,应当重点从

减少外界环境干扰的角度考虑,风景区只需较少的

出入口;如从城市和邻里层面出发,城中湖景区则需

要较多的出入途径。同时规划设计应当基于低碳城

市的理念,在城中湖风景区规划船舶、电动公共汽车

等多种交通网络。也可考虑将靠近湖岸区未开发用

地作为打开景区与城市交通连接间自然屏障的突破

口[8],东湖作为国内最大型的城中湖之一,景区交通

规划是基于合理地布局城市用地,适当控制开发强

度,改变出行方式,减少交通出行总需求,改善景区

周边道路拥堵状况,在此基础上,在湖泊区进行了多

模式的交通规划设计。相关规划图见设计图2(规
划图来源见注释 )。

图2 多模式交通规划

Fig.2 Intermodalplan
3.3 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相结合的规划

原则与功能设计

  旅游业是以人的流动和消费为基础的产业,是
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带动性强、产业关联程度高。
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旅游产业直接收

入1.0元,可以带动相关行业增加收入4.3元;旅游

产业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就有可能带动社会

增加5~7个就业机会。
基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相结合

的原则,东湖风景区规划和功能设计从促进经济发

展和增加就业机会两个方面进行了统筹考虑。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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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规划》中合理地布局风景旅游观光景点,使城

中湖旅游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在旅游产品设

计方面,重点放在观光旅游、生态科技旅游和人文商

购旅游等;三是在满足游客的游乐好奇心方面,规划

设计建造湖泊生态智慧教育中心,并将其打造成生

态与环境保护技术的孵化器。《规划》方案充分体现

了将促进景区的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进行结合的思

路,通过对《规划》中功能设计的进一步组织实施,武
汉东湖风景区有望创造出促进城中湖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新模式。
3.4 打造城中湖慢生活的规划原则与功能设计

在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区的建设和

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处于经历高速变化的过程中。景

区希望提供给市民和游客独特慢生活体验,尝试与

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根据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建议,
《规划》力图保持城中湖独特的宁静氛围,合理控制

各景区的开发力度。《规划》将对风景区核心区域采

取“更密集”的旅游开发,特别是在听涛风景区,不仅

仅是从空间上拓展风景区的地域面积,更要在宏观

空间尺度上加强对城中湖慢生活特质的挖掘,根据

其现有的天然风貌和文化特点进行娱乐游憩等方面

的合理规划与功能设计。
在积极维护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开发策略的背景

下,基于打造城中湖慢生活的原则,为进一步开发景

区旅游产业的经济发展潜力,《规划》还通过一些创

新联通模式,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信息流和生态

流其空间流动性朝“面向低速区”方向平衡发展,使
水体自然环境和城市建成区之间能更加紧密地相互

作用,创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与客观视觉特征。

4 《规划》对我国城中湖旅游业可持续
开发的启示与建议

4.1 合理规划景区范围,突出城中湖生态景点特色

  旅行、娱乐、购物、衣食住行是发展旅游产业的

核心要素。国内任何风景区都是通过充分利用其独

有的景区特点来吸引游客。因此,合理规划景区范

围,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景观特色,在旅游产业开

发中尤为重要。东湖风景区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具有

较高影响力的城市风景区,在现今的旅游开发过程

中是继续求大求全,还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根据

现实需要及对未来的发展预测合理确定景区范围及

用地面积,《规划》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对景区范

围、面积进行了统筹考虑,将景区规划面积由原来

73.24km2压缩为现在的61.86km2;其次在景点规

划方面,在原有5个景区的基础上,对相关景区进行

了合理地拆分,新增了3个景区,使景区数量达到了

8个。增加新景区的目的是更加突出各景点特色。
这样的规划选择是一种理性的公共决策结果,可以

启示相关城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在城市风景区特别

是城中湖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大中城市风景区,一
定要实事求是,绝对不能够盲目地一味贪大、求全。
适宜的景区范围,鲜明的城中湖景点特色是能够吸

引更多的游客来此观光旅游的前提条件。
4.2 强化凸现城中湖水域区的功能与作用

城中湖是一种优质的旅游资源,其优质主要表

现在有宽阔的水域面积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如何充

分利用城中湖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吸引游客、凸
现水域区的功能与作用十分重要。武汉东湖风景区

湖泊水域面积有33km2,水域面积占景区面积的

50%左右,共由12个大小湖泊组成,水域资源较为

丰富。国内其他城市的城中湖面积大小虽有差异,
但湖泊中的水质状况的影响与作用是一样的。《规
划》将城中湖风景区按照“呼吸岛”和“城市绿心+蓝

心”的模式进行规划设计,其目的是将湖泊上空的空

气引导进入城市,尽可能地减弱热岛现象对城市影

响[9]。笔者认为此种设计方案可供相关城市借鉴,
尤其是当下整个世界气候变暖的生态环境背景下,
更应当充分考虑对城中湖水域资源的高效利用。优

美的城中湖水域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条件。
4.3 加强城中湖景区详细规划设计与景点修造

  城市湖泊区是居民休闲的游憩旅游目的地,国
内外大多数城中湖风景区都是基于发展旅游产业兴

建的。每个风景区在建设初始都应当有一个发展规

划,景区总体规划大多数定位于区域性、宏观层面的

设计。如果仅有宏观设计而没有具体的景点设计与

修造,景区建设就不能够落到实处。按照可持续发

展理论要求,在妥善地协调“需要”和对“需要”限制

的前提下,武汉东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景区特

色,将磨山景区建设成名人文化园,并改扩建梅园、
樱花园,建梅花书院,形成花海争芳的“园博会”。这

种规划和具体景区建设方式可以启示国内其他相关

城市的城中湖风景区管理部门在高度重视城中湖风

景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景观详规设计及具体

景点的修筑建造工作。适宜合理的景点修造能够增

强城中湖风景区在湖泊与城市之间紧密的生态联系

和生态边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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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修建湖湖连通工程,加强水质环境监测与水资

源保护

  国内只有少数城市湖泊同江河有流域联系,如
桂林的漓江、桃花江和木龙湖、桂湖、榕湖、杉湖实现

了两江四湖连通;武汉建设了东湖与沙湖连通工程。
实施这样的工程建设后,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城中

湖水域流动问题,而且能够增强景区观光效果,实现

视觉美学与景观内在生态价值有机结合。建议相关

城市城中湖所在地的管理部门通过吸引商家投资,
兴建江湖、湖湖连通工程,增强城中湖的可观性与欣

赏价值。与此同时,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现有水域

面积保护工作,绝对不允许再出现围湖、填湖造房等

现象。除此之外,还应当切实做好城中湖水域风景

区水质环境监测和水资源保护工作。通过行政、法
律等手段保护城中湖风景区水质环境,以优美的

生态风情、良好的水域风景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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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源于《武汉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5.2,生态旅游发展ISOCAPR(国际城市规划师协会)

 图示源于《武汉东湖风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5.4,多模式交通战略ISOCAPR(国际城市规划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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