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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行政界限的发展，如苏锡常城市圈、广佛双城、深圳汕

尾特别合作区开发。

跨边界进行创新型合作发展的实践先于理论的现状，需

要学界的研究给予系统化的梳理与及时的反思。本专辑所提

出的跨边界治理与空间规划的关注点顺应国际理论与实践中

被聚焦和讨论的议题，并希望开展其与传统规划有所不同的

讨论。事实上，传统规划本身一直对区域发展中的整体目标

和府际协作有所关注，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协同

规划，广佛地区的同城化发展等，长期以来都是规划学者关

注的议题。但对于新出现的跨边界治理及其空间发展模式研

究，目前还处在相对模糊的探讨和初步阐释状态，有关新的

边界定义、新的行动者参与，以及新的规划方法等重要的理

论性内容，还未形成系统性认知。

本专辑所有文章都可以视作在试图回应上述实践和理论

的转变。专辑文章以欧洲国家、北美国家、中国不同类型的

跨边界融合发展和协同治理为案例，介绍跨边界区域的空间

治理和空间规划经验，试图对跨边界治理和跨边界规划的理

论研究、规划工具、范型价值以及制度模式作出探索。六篇

文章对于跨边界区域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机理阐释、规划方法

探索有重要价值，也可以对我国同类区域的发展实践提供借

鉴和启示。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篇文章《跨边界区域作为一种价值空间类型——界

定、治理与规划》以跨边界区域作为一种具有发展潜力和战

略价值的空间类型为基本观点，提出跨边界空间识别与界定，

以及相关的治理与空间规划等研究问题。跨边界区域强调分

治主体之间的合作和共管、共治、共享空间单元的识别与建

立，文章讨论了跨边界治理的多属性渗透与多层级合作特征，

跨边界规划更加注重包容柔性和联结情景的理念与方法，最

后对跨边界区域的空间规划作为不同于传统中心体系思维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要素跨界流动性的增强，跨边界区域被

认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动最为频繁的功能空间。传

统视角下的边界地区因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双边流通意

愿的加强，不再被简单视为“边缘地带”。这些区域或通过

集聚产业承担区域的功能分工，或依托成本洼地优势吸引人

口聚集，不断发育并演进发展成为合作治理、共建共享和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前沿地带”，并在空间上形成具有显

性可识别特征的新区域。与之相对应，跨界的合作联动、融

合发展和多主体治理成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特征，本专辑的

内容即基于此基本观察与认识展开。

同时，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疫情防控也引发了对边界管

控和治理的强调，因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部分敏感

地带的边界地区出现了更加强烈的对峙趋势，也影响着边界

地区走向不同的路径。这些现象也同样启示着边界所带来的

空间影响和社会影响，未来需要城市科学保持持续的关注。

由于发展阶段和体制背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跨边界

发展的实践和治理探索晚于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随着国家

层面更加开放的“一带一路”“一国两制”“海洋强国”，区

域层面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等重要倡议、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推

行，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跨边界协同发展的任务与现实挑

战。不同尺度的边界跨越形成不同的跨边界发展模式，包括： 

（1）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发展，如中俄、中越等边界地区； 

（2）跨关境的发展，如粤港澳大湾区；（3）跨省域界限的

发展，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上海大都市圈；（4）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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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划类型进行了展望。

第二篇文章《欧盟跨边界合作倡议对波罗的海地区环境

治理空间尺度重构的影响》和第三篇文章《情境转向、协议

工具与行动者网络——荷兰西南三角洲的适应性跨界治理》，

分别选取最具跨边界空间治理经验的两个欧盟案例，作为超

国家尺度和次国家尺度的研究代表。其中，前者关注欧盟跨

边界合作倡议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包括新的

地理空间边界形成、新的行动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组

合以及新的规划政策制定；后者聚焦荷兰一国之内流域治理

这一议题，从情境治理、治理工具和行动者网络三个维度切

入，分析跨界行动者在问题界定、利益赋予、外部征召和知

识动员四个“转移”功能中发挥的作用。

第四篇文章《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北美跨界低碳行动》

聚焦北美西部气候倡议（WCI）下美国和加拿大多元主体参

与的低碳集体行动。研究首先讨论了促成该倡议制定的五大

外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推动该倡议实践的三大积极

要素，包括碳交易立法与政策体系的供给、可信价值承诺的

建立和多主体监督体系。研究成果揭示了地方和区域层面协

作解决气候问题的可能性，为双碳领域的跨界合作提供了重

要参考。

第五篇文章《多尺度流空间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跨界

实践与研究》，作为中国跨界合作和空间发展实践最前沿的

实证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化、再区域化和去边界化

的趋势进行了梳理。研究重点对大湾区内目前出现的三种跨

边界合作模式经验进行了总结，包括“强强联合”“中心—

腹地”与“集合（组合）城市”。之后，研究为未来破除行

政和边界壁垒，推动区域治理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中国

背景下的建议。 

最后一篇文章《空间的“柔性”重构——欧盟的跨边

界合作与规划实践》进一步以综合视野审视跨边界合作实践

中的理论方法，深入介绍了欧盟过去 20 年来跨行政区规划

与区域协同过程中的经验。研究重点探讨了“柔性空间”和

“柔性治理”是如何被应用于各种政策制定、规划工具创新、

协商平台的建构过程中，进而促进跨边界合作主体的积极性

以及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文章揭示了欧盟的空间规划从

“刚性”向“柔性”转变的原因、过程、效果，以及该理念

的适用条件和自身局限性。

本专辑所引之案例与经验，期望从区域观、系统观、综

合观、治理观等方面为跨边界治理与空间规划的实践和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以促进规划方法、规划实践的创新，

尤其是为中国大都市区、城市群或者都市圈未来发展的理论

研究提供借鉴。从专辑整体呈现的内容看，最具借鉴价值的

经验来自欧盟，最具中国前沿意义的实践在粤港澳大湾区，

北美的跨界低碳合作则从专项目标的治理协同角度提供了相

当清晰的行动思路，总体上映射出国际视野下跨边界治理与

空间规划研究的共通性。认识跨边界空间的发展潜力，界定

跨边界空间单元的研究方法，适应不同尺度和不同情境的治

理方式，以及实践中已经形成的柔性规划、动态规划理论等，

共同指向了从分治到共治的一种“强边界”规划愿景和路

径，其中蕴含的“去中心”思维明显有别于传统规划的中心

等级体系思维，有助于拓展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的研究视角，

也大致实现了本专辑的组稿初心。

诚然，跨边界治理与规划的议题极具多学科交叉的特质，

所涉及的主体与路径也呈现多元复杂性。在城市实践极其活

跃的中国，以专辑有限的几篇文章尚无法系统覆盖更多的跨

边界发展类型，仅作为启发学术同行的一组踏脚石，或许可

以通过共同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丰富基于中国问题和实践

的跨边界治理和空间规划学术成果。对于专辑中并未充分展

开、但极具讨论性的前沿话题，期待学术界与业界后续给予

持续关注，并展开更有深度的讨论，在此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发展方面：人口的迁移（国外表现为难民或者移

民），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地缘认同感的建立等。（2）政府

管理方面：跨边界区域共治、境外飞地管辖，多级政府协同，

权力的再尺度化等。（3）制度衔接方面：经贸合作的制度对

接，合作共治的执行机制，社会治理的法规互认等。

本专辑的组稿过程从 2022年开始，经过多轮的选题、定
题、写作、审稿、修稿、定稿，至 2023年 8月基本完成。期间，
得到了《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盲审专家以及国内外多个研

究团队（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规院、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芬兰阿尔瓦阿尔托大学）的全力支持。

组稿团队对认真敬业的编辑团队、所有参编团队，以及组稿过

程中为专辑优化提出各种支持、建议的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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