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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处于剧烈转型与重组中，并呈现计划经济路

径依赖下的特殊性。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数量不断增多、内容逐步加深。为明晰国内相关研

究进展和相关问题，以便与国际相关研究接轨，文章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述评研究进展，为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文

章首先从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为切入点，阐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

与理论流变；其次，以特征 - 问题 - 模式 - 机理为技术路径，述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

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基础；最后，通过与西方相关研究的对比分析

总结研究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趋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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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in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is in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themselves, and it present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planned economy under the path-dependent. In this context, the number of studie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is increasing,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depth, boost the urban space theory 
developmen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rstly, this article clarified the course of the theological studie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ith the key point of the contents, 
methods and theory; Secondly, using the technology road of characteristic-problem-mode-mechanism, it 
revis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characteristics, model, analysi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level; Final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related research analysis, it pointed out the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rends.
Key words: marketizati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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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空间要素在一

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以及各要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 [1]。伴随城市制度、经济、

社会的演进，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处于不

断转型与重构当中，成为城市社会关系

和社会过程的空间载体 [2]。通过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的研究，可以透视一定时期

城市社会活动、社会过程与城市空间之

间的耦合与冲突关系，是城市空间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中国自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以来，以土地有偿使用、住

宅商品化、户籍管理松动化为主导的市

场化改革，加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体制转型，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使工

业化水平正处于从中期向后工业化阶段

的转型时期。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在于全

球化的耦合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

市空间发展的动力基础和空间配置方式，

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方式向市

场配置资源转型，促使了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的剧烈的转型与重组 [3]；与之相关

的城市功能类型、产业结构、社会结构

等，在依赖计划体制与构建市场经济的

系统摩擦下不断演替，单位制居住模式

衰落，各种开发区、城市综合体及非正

式移民聚落涌现，促使了物质单元、社

会单元、经济单元的更替，衍生出分异

空间、郊区化空间、消费空间、新产业

空间等新空间类型；与此同时，城市空

间分异、社会分化、城乡问题、郊区化

等现象逐步加强，折射了中国城市空间

结构转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因此，梳

理与总结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城

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进展，有利于从

理论和时间层面认知中国城市空间发展

在特征、问题、模式和机理等方面的特

殊性。

1 理论脉络与技术路径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

研究领域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地理学、

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科学背景的

众多学派及个人竞相参与到其中。研究

普遍认为，“空间”与“人的活动”是城

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基本对象，“形式”（空

间要素的分布特征）和“过程”（要素之

间的作用机理）是研究的基本内容 [4]；

但由于学科本体应用方法的异同，各学

科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差异又有互融，结

论有侧重又有交叉。西方城市空间研究

表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进展与人文

地理学哲学思潮及相关学派的发展有密

切关系，伴随思潮及学派对城市问题认

知体系、方法论的不断提升，相关研究

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

面处于不断变化中 [5]，并呈现四个阶段

特征：第一阶段（1920-1950 年）是起

步阶段，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三大古典

和人口分布的 CLARK 模型产生，城市地

理学作为独立的分支科学开始形成。第

二阶段（1950-1960 年）是模型化研究

时期，这一时期在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兴

起下，三大古典模型得到修正，一系列“物

质－经济”模型大量产生，人口迁居理

论以及人口分布模型得到发展；城市社

会空间结构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逐步形

成，城市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生态学派、区位学派、新古典

主义学派、行为学派成为主流。第三阶

段（1970-1980 年）是多元化研究时期，

人本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现

代主义等哲学思潮涌现，政治经济学的

城市空间研究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

学家研究城市问题的理论基础。第四阶

段（1990 年以来）是区域化、网络化、

可持续化发展研究时期，研究方法由传

统的统计分析向信息化和多智能体模型

转变 [2][6]。在此研究历程当中，研究内容

从形态主导的物质空间转向功能与效益

主导的经济空间，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后转向以社会与公正为主导的非物质

空间结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各个学

科已从实证主义转向人本 - 结构主义；

在学科体系上逐渐形成地理学导向下的

城市经济 - 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经济学

导向的“城市（空间）经济学”、社会学

导向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等。

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方法论

流变为脉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

来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处于人本主义、结

构主义主导时期，行为方法、结构方法等

成为主要研究方法。黄亚平（2002）[1]、周

春山（2013）[7] 等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

究阶段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以来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处于研究

积累阶段（1990 年代中期 -21 世纪初）

和多元化时期（21 世纪初以来）中。其中，

在研究累积阶段（1990 年代中期 -21 世

纪初），研究重点转向对城市空间结构动

态演化及机制的分析，城市空间功能与

结构演化研究、模型研究（人口变化模

型、社会区模型、住房结构模型、宜居

城市模型）和影响因素研究成为主要内

容，实证研究成果较多 [8]；在多元化时

期（21 世纪初以来），模式研究和新城市

空间现象研究成为主导，在方法上注重

分形理论、复杂科学等新方法的应用。

目前，梳理与总结中国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研究进展的成果较多，但普遍通

过划分研究阶段，总结不同时期的社会

空间、城市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9~13]，

技术路径单一，不利于全面认知中国城

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进展。鉴于

此，本文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

的中国城市社会文化演进为背景，以特

征 - 问题 - 模式 - 机制为技术路径，系

统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探索中国城市空

间结构的发展趋向。

2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地理学者普遍认为，人本主义和结

构主义认识空间的核心是人对空间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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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构成的感悟与感知能力，包括对区位

的人本感知和对环境的感知 [14]。市场经

济体制确立以来，外部扩展与内部重构

是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特征 [15]，在

此背景下，大城市出现多中心结构，商

业地块聚集，新的商务区逐步形成，工

业发展向工业区和开发区集聚，城市空

间趋于区域化；同时，居住空间由同质

到分异、分散到集聚。关于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特征的研究，一方面以土地利用、

城市功能、城市形态、社区区划、居住

空间分异为载体，研究城市功能演化、

空间扩展、社会分异的特征及演化规律；

另一方面从社会 - 经济 - 制度变迁的角

度，研究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城市空

间发展特征。在学科体系上，城市地理学、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学、城市经济学构

成了研究主体；其中，城市地理学关注

交通条件等制约下的城市内部扩展与功

能结构；城市规划关注在地理与经济学

原理下所有行为功能空间结构与布局；

城市设计学注重居住小区街区和细部尺

度，研究居住小区内部的功能布局和交

通组织 [16]；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体经

济功能与扩散的区域收益规律。

2.1 土地利用演化特征研究

土地利用演化研究以用地类型和城

市功能区为对象，研究居住、工业、商业、

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广场等用地的演化

特征，研究结论分散于个案城市研究中。

赵晶等（2005）[17] 对上海（1947-2000 年）

的研究表明，农业和待建用地从1979 年

开始从离心扩散转变为建设用地，1996

年以后工业和居住用地向城市外围迅速扩

展；在功能更替方面，罗江华（2008）[18]

对柳州（1986-2004 年）的研究表明，城

市逐渐由工业导向型向居住、公共设施

导向型转化；在用地空间布局方面，刘

贤腾等（2008）[19] 通过对 2006 年南京的

研究表明，居住用地呈圈层式结构，工

业用地具有圈层式及扇形结构两重性，

商业用地则是分等级的多中心结构；在

用地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方面，李永乐

等（2013）[20] 对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关

系的研究表明，生活用地比重与城市化

发展呈正向性关系。以上研究表明，不

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城市化、人口、

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明显，呈现方式各异，

但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是主要扩展的用

地类型。研究不足在于对比性研究缺乏，

缺少动态研究，缺乏对研究方法适应性

的判定性研究。

2.2 城市新功能区演化特征研究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以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新型商务区

为代表的城市新产业空间大量涌现，促

使城市空间的多点、多核或多轴的扩散，

并逐步从早期的“孤岛”、“飞地”走向

后开发区时期的城市“新城”、“新区”（张

京祥，等，2007）[21]。新产业类型和产

业空间不断出现，改变了传统生产空间

的类型和布局，引发城市功能区的整体

转型；在经济发展的主流推动下，商业

空间和新产业功能区的布局、特征、规律、

趋向成为研究热点。

关于商业空间，许宗卿（2001）[22]、

闫小培（2000）[23]、吕拉昌（2004）[24] 等

通过对商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城市产业

空间的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商业空间具

有明显的等级性，CBD 圈层正在逐步形

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这一时期城

市经济结构的演化趋势。2000 年以来，

新商业类型和空间布局成为热点，夏春

玉（2000）[25] 和管驰明（2003）[26] 等认

为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区成为新的商业类

型；曹嵘（2003）[27] 等揭示了零售商业

在支路线形延伸和据点辐射方面的经济

效应；赵西君（2008）[28] 等以西安为对

象，证实了城市次级交通峰值、租赁价格、

历史积淀及大型节点对专业化商业街的

影响。此外，在微观区位方面，王兴中

（2009）[14] 以“社会－文化”转向方法

论为理念，以西安等城市为例，探讨并

论述了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理论的理念

体系和方法论。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均

以中心地理学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

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理论基础单一；

此外，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定量

研究较少，这与国内基础数据库的缺失

有关。

关于开发区方面，汪劲柏等（2010）[29]

以产业主题和驱动力的差异为标准，将

开发区划分成八种类型：工业新城、教

育园区、政务新区、奥体新区、大型交

通设施下的新区、住宅新城区、城镇化

下的综合新城、新概念城区。张晓平等

（2003）[30] 从开发区与“老城区”关系

的角度将其类型总结为双核结构、连片

带状结构、多极触角结构等；娄晓黎等

（2004）[31] 提出城市功能分区与产业空

间结构的研究框架。

在类型上，魏心镇（1991）[32]、王

缉慈（1998）[33]、顾朝林（1998）[34] 等

对高新技术产业区、新产业区发展与区

位选择进行研究；甄峰等（2000）[35] 对

信息产业区位及空间分布加以探索；黄

龙云（1995）[36]、李俊莉（2004）[37] 等

对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了系统分析；管

驰明等（2003）[38] 对城市新商业空间和

新公共休闲空间的研究也取得相应成果。

2.3 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城市社会地理学认为，空间分化是

个体社会属性、行为方式等在空间上差异

的表现，是高低收入者不断替换、城市中

社区或者邻里不断重构的空间现象 [39]。伴

随经济－社会－制度的市场化转型，新

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异促使城市社会阶

层分化，不同阶层居住区在居住条件和

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了较大差异，原有

单位型社会空间结构逐渐解体，阶层型

社区分化成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

特征。同时，随着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

改革，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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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区。关于空间分异特征的研究，主

要以社会区和居住空间分异为对象；其

中，社会区划研究是以 1990 － 2000 年

间的城市为对象，研究城市居住空间分

布特征、影响因素、机制和分异模型；

而居住空间分异研究是以 2000 年以后的

城市为对象，研究个人择居与市场供给

下的资源分配关系，以及住房区位与居

住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关系。

以社会区为维度的研究普遍应用因

子生态法，依托“四普”、“五普”数据

研究广州 [40~42]、上海 [43~45]、北京 [46][47]、

西安 [48] 等大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和政府机关、国有单位住房供给在这一

时期仍然发挥作用，影响因素与西方国

家不同。

以居住空间分异为维度的研究，焦

点集中在居住空间分布与区位条件 [49][50]、

土地及住房价格 [51]、空间资源分配之

间的关系 [52]。研究表明，2000 年以来

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整体特征是居

住空间类型的异质化与离散化、居住结

构的破碎与隔离、居住邻里之间的陌生

与排斥；而社会经济因素、家庭结构因

素和个人择居使居住区的组织形式更趋

复杂 [53]。在研究方法上，周华（2005）
[54]、刘璐（2005）[55]、富毅（2006）[56] 等

利用价格与居住关系的模型构建，研究了

西安、成都、杭州的住宅价格与住宅属性

的关系。兰峰等（2012）[57] 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西安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

理进行了研究。除了上述“自上而下”的

研究方法之外，陶海燕等（2007）[58] 运用

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模拟了在特定收入

分配差异条件下人群居住空间的分化过

程，为居住空间分异研究提供了“自下

而上”的新思路。此外，王兴中（2004）
[59]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角度对生活空间的

研究，在综合质量系统与社区体系等方

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社会生活空间（社

区与场所体系）体系理论。

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中频繁涉及市

场化、政府职能、流动人口、城市规划、

制度等关键词，隐喻了它们与空间分异

之间的内在联系。

3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研究

通过 1990 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积累，

2000 年以后关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的研究增多，主要成果包含以下三个方

面：

3.1 空间拓展模式研究

空间发展模式研究普遍以形态特

征、演化因素和结构类型为依据，对其

进行模式化归类。有学者从形态扩展的

角度总结为集中型同心圆扩张、沿主要

对外交通轴线带状扩张、跳跃式组团扩

张和低密度连续蔓延四种（杨荣南，等，

1997）[60]；还有学者从结构类型的角

度将土地结构模式概括为多中心网络式、

主次中心组团式和单中心聚集式三种（王

宏伟，2004）[61]；在实证研究方面，乔

标等（2009）[62] 将北京的发展模式总结

为向外“摊大饼式”扩张与沿线据点的“外

延式”扩张并存的发展模式，类似的研

究在上海、合肥、广州、重庆等城市展开，

判识方法产生了凸壳原理、空间图形定

量方法、夜间灯光强度等分类方法 [63]。

但是，单纯以形态角度的模式研究，弱

化了人口密度、文化、社区、制度、区

域等因素与城市形态的关系。

3.2 城市形态演化模式研究

城市形态模式普遍以形态演化特征

为基点，总结不同类型城市在城市空间

发展中的形态演化方式。关于大都市形

态方面，顾朝林等（1994）[64] 从形态发

展的角度将大都市发展模式总结为四种：

圈层式、飞地式、轴间填充式和带形扩

展式；王洁晶等（2012）[65] 通过对集中

和分散两种类型的差异性研究，认为“自

由轮轴”形式在中型城市中较明显，组

团型城市“自内向外”整合度逐渐减小，

且呈圈层分布。此外，叶昌东等（2013）[66]

以空间紧凑度为测度，认为中国特大城

市空间形态趋向带状特征，即空间紧凑

度下降，空间破碎度趋向增强。

整体上，相关研究普遍以土地扩展

模式所取代，表明了形态演化与土地利

用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模糊了土地扩

展与形态演化之间的区别，结论的趋同

性明显，缺乏以形态自身尺寸、形态测

度及各要素间关系为标准的模式研究。

3.3 社会区划模式研究

2000 年 以 来， 高 晓 路（2002）[8]、

周春山（2006）[42] 等通过对北京、广州

等大城市的社会区研究，将大城市的社会

区演化总结为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飞

地”发展、基于农村的社会区演变模式；

刑兰芹等（2004）[67] 依据 1990 年代以来

西安市 523 个住宅开发项目及相关信息

资料，认为西安居住分异途径是危旧房

拆迁改造、老城区内填充插补、新区开

发建设三种。郑思齐（2012）[68] 应用城

市内部微观空间数据和微观计量经济学

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进行

实证研究，解析了人口、产业、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房价和地价的空间分布

及其规律，提出城市“土地利用－交通－

环境”空间一体化模型。

4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社会问题研究

2004 年以来，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

逐步从宏观的社会特征描述转向社会空

间结构问题的剖析，主要内容以社会 -

空间问题为导向，研究城市公共资源分

配问题、中产阶层化、社会流动、居住

流动、社会公平、郊区化等内容。

4.1 空间错位问题研究

社会地理学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

究认为，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在“物质距

离”与“成本距离”的“区位效应”主导下，

工作与居住地分化分离 [39]。在个人择居、

规划与设计│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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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配和社会极化的影响下，城市居

民经济活动和居住用地的分离趋势逐渐

明显，“职 - 住”空间不匹配问题日趋严

重，2004 年以来，学者开始关注“职 -

住”空间不匹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冯健

（2004）[69]、宋金平（2007）[70]、孟繁

瑜（2007）[71] 等对北京“职－住”空间

分布的研究表明，2000 年以来北京“职－

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并造成低收入阶

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交通

拥挤、社会隔离等问题，为高失业率留下

隐患。李强（2007）[72]、刘志林（2009）[73]、

孟 斌（2009）[74]、 吕斌（2013）[75] 等 通

过对整体与局部的居民工作的通勤时间、

距离、方式及费用方面的研究表明，在

空间分布上商品住宅社区“职－住”分

离程度较严重，社区居民的就业可达性

最差，弱势群体在就业可达性上被置于

更不利的境地。相似研究在广州 [76]、西

安 [77] 等城市陆续展开。

4.2 弱势群体居住的空间问题研究

张京祥等（2007）[78] 从制度角度认为，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二

元规制”环境作用下产生的一类独特的

地域空间 , 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有本质

区别；袁媛等（2011）[79] 从社会学的角

度认为，由于户籍贫困人口、失地农民

和流动贫困人口迁居能力有限，加剧了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群体隔离和内卷化。

在保障性住房方面，有学者从住房制度

的角度认为当前保障性住房空间发展的

主要问题是比例失衡和空间布局的边缘

化 [80]。李志刚等（2011）[81] 则通过对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实证研究表明，新移民

聚居区的居住满意度中，社区归属感起

决定性作用。相关的研究证实了边缘化

和隔离化成为保障性住房的普遍性特征。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普遍认为混合居住模

式是最有效的方法。万勇等（2003）[82] 从

规划角度提出多中心城市结构下居住的

混合策略。李志刚等（2004）[83] 认为通

过政府介入和规划的控制，可以在一定

空间尺度上实现空间利用的高效率。徐

菊芬等（2007）[84] 认为可以通过制度调

控实现混合居住。针对这些“自上而下”

的策略，有学者认为单纯依托“自上而

下”的干预，往往会使问题处于“再生产”

的状态中。

5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研究

5.1 社会关系主导下的机制研究

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改变着城市发展的

动力基础，成为塑造空间的主要力量 [85]；

张京祥（2007）[86]、胡军（2005）[87]、殷洁

（2005）[88]、何丹（2005）[89]、于涛（2009） [90]、

周敏（2014）[91] 等通过构建“城市演化的

制度分析框架”、“政体模型”、“综合干预

模型”等框架，分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中的社会关系。研究表明，市场化、分

权化、全球化是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演化的内在动力，其作用方式是政府通

过企业化的转型，与城市诸多经济发展

主体结成“城市增长机器”来促进空间

发展；而且不同的制度对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演变的作用不同，其对城市空间发

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除了制度视角之外，“社会－空间”

是另一个重要维度。张庭伟（2001）[92]

首次建构了由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

构成的动力机制模型，认为空间演变是

在这三种力量的“合力”、“覆盖”、“综合”

下演化与发展的，他确立了“社会－空

间”视角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石

松（2004）[93] 从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的

行为主体、组织过程、作用力、制约条

件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化与理论化研

究；而冯健（2004）[94] 在吸收西方结构

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研究方法和视

角的优点的基础上，将中国城市空间重

构的动力机制归结为政治、经济、社会、

个人四个层面，在它们相互交织下形成

综合机制模型，研究政治与政府、社会

与个人、经济与市场等之间的系统关系。

5.2 空间生产主导下的机制研究

经济发展视角下的空间结构形成机

制研究，是以空间生产和经济发展过程

为对象，借用经济规模效应、地租等土

地经济学理论，研究内外动力的相互关

系及其作用过程。因视角的差异性，对

空间形成机制的判定各有不同。陈修颖

（2003）[95] 从区域的视角认为外部动力

为国家力量、地缘一体化动力和全球化

动力，内部动力为产业升级与创新、地

域生产力梯度和关联产业集聚力。王开

泳等（2005）[96] 则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

将动力系统分为一般机制和特殊机制两个

方面，在此基础上，栾峰等（2008）[97] 将

城市空间形态成因机制概括为内生限制

性因素和社会能动者因素两大方向。王

建华（2008）[98] 从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

角度认为：经济性因素是内在动力；空

间性因素是基础条件；技术性因素是牵

引动力；制度性因素是框架。

6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6.1 存在问题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还处

于形态研究向社会研究的转型阶段，信

息化研究处于萌芽期，它与相同阶段的

西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相比，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在理论研究层面，强化西方

相关理论的引入，缺乏构建于城市空间

自身特殊性、文化性和价值体系之上的

本土理论体系，忽略了中国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转型中的本土智慧的总结；模式

研究普遍以土地形态取代了城市形态模

式和社会空间模式，且以形态描述为主，

缺乏以文化、结构测度为基准的综合性

模式研究，理论性和科学性不强。

（2）在研究内容层面，实证研究结

论的趋同性明显；研究视角以宏观和中

观为主，缺乏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微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刘淑虎  任云英  马冬梅  肖轶

��



现代城市研究

2015.05

观尺度空间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城市经济

空间结构的研究以空间的经济解析为主，

缺少产业结构重构与社会、形态、文化、

生态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针对当下智慧

城市、节约型城市等理念下的城市经济空

间发展的对策性研究。

（3）在研究方法层面，虽呈多元和

定量化趋向，但因基础数据的缺乏，研究

深度受限。方法上强化西方相关方法的引

入，但对其适用性和局限性研究缺乏；此

外，学科交叉研究仅处于内容覆盖层面，

未在方法上形成体系。

6.2 研究展望

伴随中国城市社会文化的不断演进，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面临新的课题，文

章依托对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

梳理，认为以下研究内容将受到重视：

6.2.1 基于中国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理论模式探讨

模式研究的单一性和表象性是中国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体系未形成的主

要成因，因此，要注重构建于中国政治体

制、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哲学观念、城

市测度之上的多元性、综合性模式研究；

将城市空间发展历程纳入到国家文化观

念、价值体系、认知水平以及对国外经验

本土化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中，总结和挖掘

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本土智慧，为

理论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6.2.2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相关问题的深入

分析

在研究深度方面，关注政治体制、

哲学观念、价值体系等与城市内部空间结

构发展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注重物质空

间 - 经济空间 - 社会空间 - 制度空间的

交叉研究，从综合视角解析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重构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

态之间的关系，以便于对中国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形成整体认知；

在内容拓展方面，加强制度空间、文化空

间、空间微观尺度等方面的研究；并针对

当前智慧城市、节约型城市等理念下的城

市经济空间发展进行理想模式及对策研

究。

6.2.3 新空间现象的研究

近年来伴随中国向新型城镇化与工

业化的转型，在城市空间演进方面，文化

产业、智慧产业、生态产业等新城市新功

能区不断出现，一体化空间、郊区化、同

城化等现象在一些大城市凸显，关于这些

新空间现象的特征、模式、机制，以及由

此引发的市民“被上楼”、“同质化社区”

等“社会 - 空间”问题将成为研究热点。

在发展模式方面，针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

过度导致资源浪费的问题，以“节约”和

“可持续”为主导的空间发展模式及相关

研究将受到重视。在社会演进方面，以社

会平等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公正是当前的

主要矛盾（王兴中，2009），公平与自由

导向下的城市社区体系构建势将成为未

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趋向。

6.2.4 新方法的应用研究

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明，方法

论的先进性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及相关

研究的方向和深度。面对中国城市空间结

构的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可积

极引入国外新城市空间结构方法论下的

新研究方法，在判别其与研究对象相适应

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另一方

面，探索适合中国当前数据统计体系上的

新方法研究，注重信息化和智能模拟方法

的探索。

注：感谢林滢、余咪咪、田野对本论文提供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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