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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内河旅游开发的市民意向及发展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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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350007)

摘 要 福州内河具有独特的特色环境与历史古韵,科学地开发内河旅游,可促进福州市旅游业的进一步

发展。根据95份针对不同对象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公众对福州市内河现状的评价以及内河旅游开发前景

的期望,发现在内河开发中做好水质整顿与保护及历史人文内涵的营造等措施有助于提升内河的旅游形象与潜

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注重内河开发与水的和谐等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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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内河目前缺乏开发,而其有很强的旅游开

发支撑体系,若能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不仅能够带

来一个很好的旅游休憩点,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提升福建省会城市的形象和地位。
福州内河本身可构成一个小生态系统,它仅有

很小一部分进入商业市场,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够重

视它的存在,这种忽略会造成人们在对其进行开发

利用时存在短期行为[1]。然而,随着国内外学者在

理论和实践上对内河旅游开发和旅游开发后环境生

态维系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有许多成功开发的

例子可供借鉴,如国外的有著名的威尼斯水城,国内

的有乌镇、西塘、周庄、同里等小乡镇。
近20年来,虽然福州政府有关部门投入不少资

金进行福州内河的规划、整治,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一

些保护、治理和开发方面的策略和措施,但福州内河

的旅游开发目前还未提上议程,表现在水体质量还

达不到景观用水的标准、河流两岸功能布局还不规

范、历史文化修复力度不够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福州市内河的旅游开发。
实际上,对福州内河旅游的开发,专家学者也陆

续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使部分主要河道相互联通,试
点打造成景观河;兴建景观内河上的石桥及亭,让传

承下来的听评书等文化可以保留发扬;建立景观内

河水上公交巴士等。但这些建议多半还停留在介绍

层面,缺少深入的分析。

2007年2月,为了做好福州内河旅游开发,对

福州市民心目中的内河特色及开发旅游的认识和建

议有一个较为普遍的了解,笔者通过这次问卷调查,
对福州市本地常住的属于不同人群的居民发放问卷

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5份。通过数据分析,以期

找出福州内河旅游开发的思路。

  一、福州市内河现状

1.河网密度大,布局均衡

福州是我国内河密度最大的城市。城区内有总

长达99.3千米的42条内河,较主要的有晋安河、白
马河、光明港、安泰河等,水网平均密度达3千米/平

方千米以上[2]。城区中的内河一部分是唐宋时代之

后由护城沟壕慢慢演变而来的,一部分是天然形成

的。南台岛尚有13条内河,同样是整个河口水系的

一部分,与闽江河道相连。如今纵横交错的内河将

福州的许多名胜古迹串连成一线,而且闽江穿城而

过,是福州市一个很独特的景观。

2.水质差,污染严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

人口不断膨胀,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

入内河,造成内河污染严重,各项水环境指标全年平

均超标率在40%以上[3]。城区内河的污染源来自

两大方面:一是工业和生活污水大量排放,二是大量

垃圾、粪便入河。城区每日产生的近千吨垃圾中,有
近20%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这些垃圾大部分都被

偷排入河道。粪便入河也是一个污染源因素,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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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日产数百吨。福州市造成“内河污染”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如客观条件的不足,历史因素的制约,但
最主要的还是主观人为因素导致今天的内河污染,
这将大大制约内河旅游资源的开发。

3.内河的整治与管理有所改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内河对现代

生产、排涝、生态功能、旅游休憩的意义,开始对内河

进行分区分河管理整治,通过大规模的内河整治,逐
渐改善了城区中心部分河道“脏、臭、堵”的现状。据

称,经过治理,到2010年,福州内河水将达到景观用

水标准,内河旅游将得以开发,但是就目前来说,水
体质量仍然是制约内河旅游开发的一个很大的因

素。另一方面,由于福州内河大都位于老城区,内河

两岸空间狭窄,沿河各类建筑和市政设施密集,雨污

混流,这也是内河整治和开发的一个难点。

  二、公众对内河现状的满意度调查

为了更好的了解公众对内河现状的了解及满意

程度,采用问卷调查得知,了解市民对内河现状的满

意度。调查结果总结与分析如下:
(1)市民对内河各方面印象一般。问卷调查统

计的结果(见表1)显示:64.21%的市民认为福州内

河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一般;49.47%的市民认为福

州内河的水质条件比较差,作为内河旅游的承载体,
水质的好坏极其重要,水质治理当为头等大事而且

急需解决;在内河沿岸风光方面,22.11%的市民认

为比较好,46.32%的市民感觉一般,17.89%的市民

认为比较差,可见市民对内河沿岸风光的评价存在

较大差异,这与各条内河沿岸整治差异有关,如白马

河与晋安区的几条内河段的沿岸是密集的居住区,
不合理的搭建严重影响了沿岸的风光;53.68%的市

民对相关部门实施的管理政策感觉一般,说明政府

执行的内河治理措施虽然有些成效,但还不能让市

民完全满意。
表1 市民对内河各方面印象调查结果 %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水质条件 0.00 9.47 36.84 49.47 4.21

历史文化 11.58 36.84 28.42 20.00 3.16

自然特色 8.42 26.32 50.53 9.47 5.26

沿岸风光 9.47 22.11 46.32 17.89 4.21

管理政策 5.26 15.79 53.68 18.95 6.32

总体印象 2.11 17.89 64.21 12.63 3.16

  (2)水体质量改善得到部分市民认可但仍要加

强。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市民(54.74%)最满意的

是水体质量的变化,有相当部分市民(30.53%)最满

意的是沿岸整治,可见相关部门对于内河的管理有

一定成效。但被问及“进行内河旅游开发急需进行

哪些改变”时,大部分市民(70.53%)认为水体质量

仍然急需进行改变,可见水体质量仍然是市民最关

心的,而这也是制约内河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1 市民对内河近十年最满意的变化调查结果

  (3)公众认为福州内河没有被很好利用。图2
可以看出:多数市民(53.68%)认为内河没有得到很

好利用,这正如专家们所说的“躺在金矿上睡觉”。
由于福州城区内河河网密度大,且分布均衡,曾经有

位意大利籍华人建议福州可以模仿意大利威尼斯水

城,发展水上交通体系[4];但现在的内河,不仅没有

很好的发挥其生态防护及生产功能,反而还因为其

部分河道的严重污染而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政府

为了治理内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效

果还不理想。

图2 市民对福州内河整体感觉调查结果

  三、福州市内河旅游开发的有利条
件

  1.区位条件优越

福州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带,处
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全国旅游业最发达

地区之间,接近浙南与闽南两个重点旅游区,是建设

中的海峡西岸经济纽带。交通区位条件好,是全国

沿海主枢纽港,处于闽江下游河口段,拥有铁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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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国际机场,是水、陆、空交通网的中心。由于优

越的区位条件,福州能够吸引众多客源。

2.人文环境特色鲜明

福州市内河因北面高山上的溪水源源不断直流

城内,是唐代中和年(881—885)修筑护城河而成[5]。
福州建城2200多年,曾为短时期的古都,具有很深

厚的历史文化。历史上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古今中

外都有许多访者。近现代革命史迹丰富,民族英雄

林则徐、革命烈士林祥谦、思想家严复、文学家谢冰

心等享誉海内外。还有反映福州历史文化的三坊七

巷街区。42条内河将这一系列的名胜古迹串成了

一线。

3.市民参与意愿强烈

(1)公众对内河旅游开发前景充满信心。绝大

部分市民(82.11%)支持内河进行旅游开发,并提出

了许多建议与意见。对于“福州内河现在发挥了哪

些功能”这个问题,大部分市民(70.53%)认为目前

内河发挥了排涝功能,相当部分的市民(22.11%)认
为目前内河发挥了生态防护功能,只有13个人选

“旅游游憩功能”,说明内河的旅游开发还未很好开

展,有很大的空间与市场。
(2)公众认为内河开发应突出历史文化特色。

内河特色是内河在形成发展中所具有的自然风貌、
形态结构、文化格调及其所依托的地区历史底蕴、景
观形象、产业结构和功能特征的总和[6]。从整体上

表现出强烈的特色是内河过去和现在的浓缩,是物

质主体和历史文化的提炼[4]。65.26%的市民认为

将内河开发为旅游区,其资源的特色在于历史文化,

45.26%市民认为“历史风韵”是福州未来的内河风

貌,由此可以看出对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城市,大部

分市民还是希望内河的风貌体现出历史风韵。因为

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身边随处都充斥着现代化,市
民渴望在闲暇的时候能够回到充满历史风韵色彩的

内河中游憩休闲一番,因此大部分市民认为内河开

发为旅游资源的特色在于历史文化,即认为对福州

市内河的旅游开发不仅仅要重视其景观生态效果和

其所属地区外在的建筑特色,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挖

掘城市的文化内涵。福州是一个具有2200多年历

史的文化古城,这说明内河在旅游开发的建设上具

有非常大的潜力。
(3)公众认为内河旅游开发应注意环境与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开发建议与意见这个问题上,
有33.68%的市民认为在内河旅游开发中首先应注

意环境保护,有38.95%的市民认为在开发中首先

应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随着内河旅游的开

发,游客和各个商业网点的进入,将会导致内河卫生

状况的下降,特别是承载内河旅游的水体环境的质

量下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如果日益严重将会严

重影响内河旅游的开发。在内河旅游开发实现之

后,相关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以及第一产

业与以往相比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种转变不可

避免地使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利益纠缠在一

起,增加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管理的工作难度,
使保护更具挑战性,也更加复杂[7]。

  四、福州市内河旅游开发的思路

1.结合城市的绿地廊道、道路廊道等开发好河

流廊道

闽江穿城而过,形成独特的江滨景观,结合闽江

江滨的开发,同时改善晋安河、白马河的水质,形成

环境优美、通畅的内河河网;控制两岸的开发建设,
保护好两岸的文化古迹,同时沿岸建设有特色的观

光休闲公园。

2.注重内河开发与水的和谐

福州城市空间建设以水作为城市灵魂,在保持

城市水系特色的同时使内河与城市建筑和谐交融。
内河的旅游规划要注重整体性、视觉美学功能性、生
态性,突出文化性;在维护生态效应的同时,要提高

水体景观的情趣性,改进内河的亲水性,满足居民和

游客对休闲、娱乐、观赏的需要[8]。可在水系的周围

建设步行街,开设几个与水亲近的接口,使得游客更

加亲近水。

3.充分发挥城区丰富的古、近代人文景观及温

泉资源的旅游价值

内河开发要注重历史文化风韵,特别是要利用

好福州丰富的古桥文化,内河上有数量众多的古桥,
或构造独特,或雕刻细腻,目前福州市区现存古桥三

十座左右,而今已成为内河旅游难得的资源[5]。同

时福州的温泉资源算是一大特色,可以将内河旅游

与之结合,使游客在游憩内河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到

福州的特色资源———温泉。

4.与闽江连通,设计合理的内河游路线

游客从西湖上船,顺白马河而下,欣赏沿岸的三

坊七巷、朱紫坊、西禅寺等景点,还可就近尝一尝福

州小吃,然后选择适当的内河路线,绕到晋安河,在
温泉公园上岸;内河二日游则是把内河与闽江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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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通过相通的水道将台江区、鼓楼区、晋安区的旅

游资源串联起来[5]。

5.进行夜间亮化设计,推出内河夜景游

以前许多旅游景点的开发过于单调乏味,没有

将本景点的风韵和特色完全展示给游客看。通常游

客白天游览完景点,晚上就无事可做。福州可以效

仿南京秦淮河,建设两岸绿化景观或进行水街开发,
让游客观赏“福州秦淮河”夜景。还可以与闽江串

联,届时可在江滨公园及三县洲大桥下建设游船码

头,引进中型的内河游船,并对其外观进行夜间亮化

设计[4]。

6.对福州内河旅游进行分期、分段开发

福州内河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完成治理总投资在15~20亿元人民币,限于福州市

的财力,只能逐步实施,标本兼治,每年整治几公里,
管好几公里,逐渐改变城区内河的面貌。基于目前

福州内河的整治现状,分期、分段开发是福州内河旅

游开发的现实选择。采取整治一段,开发一段的措

施,使整治好的河道,达到路通河畅,河岸环境良好。
对于贯穿景点较多的主要河段,特别是连同台江区、

鼓楼区、晋安区的河道进行优先治理开发。可以对

白马河、东西河、晋安河、光明港的河道进行彻底清

淤疏通,使它们互相联通,所有的生活、工业用水都

不能直接排到景观内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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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aboutTourismofUrbanRiverin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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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urbanriverinFuzhouhasitsuniqueenvironmentandhistoricalelegance.Itisimpor-
tanttodeveloptourismonandalongtheurbanriverscientificallyandgivefullplaytoitsroleoftourist
resortforthefurtherdevelopmentofFuzhou.Onthebasisof95pollswhichtargettodifferentcustom-
ers,thispaperrecordsboththeevaluationonthecurrentsituationandtheexpectationtothefuturede-
velopmentofinlandrivertourismfromthepublic.Thispaperalsofindsthatthewaterqualitymustbe
preservedbothintheforepartandendingtimeoftheinlandrivertourismdevelopment.Atthesame
time,it’snecessarytopreserveandpromotethehistoricalconnotationoftheurbanriverandenhanceits
imageandpotentialityastouristresort.Somedevelopmentideasfortourismonandalongtheurbanriver
inFuzhoubasedontherecommendationsfromtheexpertsaswellastheauthor’sunderstandingareput
forwardfinally.

Keywords Inlandriver;developmentoftourisms;survey;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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