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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扩散与渗透对城市居民的休闲价值观、休闲方式及具体的休闲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信息终端

为工具的网络休闲活动的出现以及传统休闲活动的网络化组织是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虚拟休闲空间的产生、传

统实体空间的休闲化及城市休闲空间泛化则是这种 影 响 的 空 间 结 果。主 要 从 技 术 社 会 形 态 更 替 和 行 动 者 网 络 的

理论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生产机理：技术进步是物质动力，群体价值观念转变是思想动力，

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是行为动力，技术社会形态更 替 是 根 本 动 力。在 此 基 础 上 分 析 认 为，信 息 技 术 影 响 下 城 市 休

闲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虚拟化、移动化与破碎化、复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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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以传感技术、通 信 技 术 和 计 算 机 技 术 为 核 心 的

信息技术迅速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人们的 工

作、学习、消费、休 闲 等 生 产 和 生 活 活 动 产 生 了 深 远

影响。借助信息 技 术，远 程 办 公、网 络 课 堂、电 子 商

务等现代工作与生活方式应运而生。按照目的差异

可以将人 的 活 动 划 分 为 以 工 作 为 代 表 的 强 制 性 活

动、以消费为代表的维持性活动和以休闲为代表 的

任意性活动［１］。长 期 以 来，由 于 以 休 闲 为 代 表 的 任

意性活动在人们总体活动中所占比例不高，对经 济

社会的意义不太显著，因此人们多关注信息技术 对

工作等强制性活动和消费等维持性活动以及从宏观

层面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及空间结构的影响［２，３］。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休 闲

活动时间占总体活动时间的比例不断上升，其经 济

社会意义也随之逐步凸显，基于信息技术影响下 的

休闲活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既有的对信息技

术影响下的休闲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对

人们传统休 闲 活 动 影 响 的 表 现 形 式［４］、传 统 休 闲 活

动与网络 休 闲 活 动 的 互 动 关 系 及 对 消 费 市 场 的 影

响［５－７］、网络休闲活动的影响因素测度［８］等方面，揭

示了信息技术对传统休闲活动的影响程度、方式 及

因素，阐明了信息技术影响下传统休闲活动与网 络

休闲活动的关系。但是，休闲方式、休闲组织形式的

改变仅是信息技术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影响表现的

一个层面，这种影响表现得更深层面在于休闲方式、
休闲组织形式改变所导致的空间效应，当前对这 方

面研究鲜有涉及。本研究主要基于技术社会形态演

变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 活

动生产、组织形式及其与休闲空间的互动关系层 面

探讨城市 休 闲 空 间 生 产 的 动 力 机 制 及 空 间 特 征 演

变，将对信息时代的城市休闲空间规划设计、城市空

间结构研究、城市休闲社会建构具有较好的理论 参

考和实践指导意义。

１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时空重构

１．１　休闲活动时间的重新配置

信息技术的 进 步 尤 其 是 以 互 联 网、移 动 互 联 网

技术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新配 置

了城市居民的活动时间，其首先表现在城市居民 的

总体活动层面，即改变了时间在强制性活动、维持性

活动及任意性活动三者间的分配结构，这种时间 分

配结构的改变在工作与休闲之间表现尤其明显，从

某种程度上说，信息技术对时间的重新配置构建 了

一种新型的劳闲关系；信息技术对时间的重新配 置

也表现在休闲这种任意性活动本身层面，主要表 现

为信息技术对传统休闲活动的潜在影响，Ｍｏｋｈｔａｒｉ－
ａｎ等认为信息技术及网络休闲活动对传统休闲行为

的潜在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休闲活动的补充、取



代、时间再分配、作为介质对传统休闲活动的促进四

方面［４］。这种信息技术对传统休闲行为潜在影响的

概念性分析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广泛认同。

１．２　城市休闲空间解构与重构

信息技术对城市休闲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主要表

现在：１）虚 拟 休 闲 空 间 的 产 生。虚 拟 休 闲 空 间 是 信

息技术影响下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相对于实体 空

间的物质性、中心性及有界限，虚拟空间是电脑技术

和人脑意识结合的产物，在空间上具有无限超越 性

和渗透性，是由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及相应的组织机

制所支撑而 形 成 的 新 型 空 间 形 态［８］，其 性 质 更 多 地

取决于人们在虚拟空间的实际活动，而不取决于 虚

拟空间本身。２）传统实体空间休闲化。信息技术的

进步及应用 颠 覆 了 传 统 严 格 的 劳 闲 界 限 观 念［９］，使

得人们树立了一种新的休闲价值观，当新的休闲 价

值观逐步转变为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时，城

市管理者、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人员以及商业管 理

者开始考虑基于功能转变的城市空间重构，具体 表

现为城市 空 间 尤 其 是 城 市 公 共 空 间 休 闲 功 能 的 植

入。３）休闲空间泛化。随着移动通讯技术和无线网

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只要在有无线网络信号 覆

盖的场所，就可以借助移动信息终端开展休闲娱 乐

活动，实现人脑意识与电脑技术的结合，从而生产虚

拟休闲空间，实现了城市休闲空间无限延伸和扩展，
也导致城市各类活动空间的界限模糊化。

２　信息时代城市休闲空间生产动力机制

２．１　物质动力：技术进步

综观人类发展史上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标志

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技 术

革命及以微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

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 产

与生活方式，其中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技 术

的飞速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休闲观念与休闲方 式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借助网络，使用智能手机等

信息技术终端，休闲活动的时空制约得到缓解，扩大

了休闲活动的时空范围，从本质上就是休闲空间 的

生产。因此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衡 量，技 术 进 步 尤 其 是 信

息技术的进步为城市休闲空间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物

质动力。

２．２　思想动力：群体价值观念转变

技术进步导 致 生 产 工 具 的 更 新 换 代，进 而 催 生

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导 致

不同的生存 状 态，群 体 价 值 观 继 而 发 生 转 变。本 研

究的群体价值观念主要指人们对休闲与工作关系的

基本观点或休闲价值观。原始人类主要面临个体与

自然抗争的生存压力，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基本 不

存在，人们的休闲价值观尚未形成；农业社会人们拥

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遵循自然与生理 规

律的劳闲时间安排，休息等于休闲，形成无意识的休

闲价值观；在工业社会专业化社会大生产以及人 类

对自然无节制掠夺的生产关系下，生态环境逐渐 恶

化、人们竞争意 识 强 烈、生 存 空 间 日 渐 狭 小、心 理 压

力增大，人们遵循作息制度与竞争关系的劳闲时 间

安排，竞争压力导致形成工作为核心的休闲价值观；
在信息社会全球化、网络化的生产体系下，人们重新

审视与自然的关系，矿物能源的减少利用使生态 环

境逐步得以改善，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增加了 人

们的可支配时间，网络空间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交 场

所，人们遵循柔性生产与主观感知的弹性劳闲时 间

安排，追求工作与休闲均衡的休闲价值观。

２．３　行为动力：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

技术进步推 动 生 产 关 系 的 变 革，改 变 人 们 的 生

存状态，继而促使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下的新的 休

闲价值观。在 信 息 社 会 的 生 产 关 系 背 景 下，人 们 追

求工作与休闲均衡的休闲价值观，会自觉或不自 觉

地形成一个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并将这种价值观转

化为行动，从而构成信息时代休闲空间生产的行 为

力量。本研究 认 为：信 息 时 代 休 闲 价 值 观 行 动 者 网

络以城市居民为核心，其拥有信息时代的休闲价 值

观和行为方式，在休闲决策中善于利用网络信息 技

术获取信息［１０］，推动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变革；政
府机构负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宏观制度安排；通

信运营商负责网络架设、技术服务及商业模式设计；
信息技术研发机构与信息产品者负责技术支撑和技

术应用；城市规划师负责信息时代休闲空间和休 闲

设施的安排，并帮助政府机构制定相关休闲制度；休

闲研究者则提供信息时代休闲城市社会构建理论成

果，推动城市休闲社会发展与成熟（图１）。

图１　新休闲价值观行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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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根本动力：技术社会形态更替

技术社会形 态 更 替 是 上 述 技 术 进 步、群 体 价 值

观念转变和 新 价 值 观 行 动 者 网 络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
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

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从技术 社

会形态的角度，根据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渔猎

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不同的技术

社会形态在生 产 要 素、生 产 模 式、主 导 产 业、基 本 结

构、基 本 制 度 以 及 基 本 观 念 等 方 面 都 有 自 身 特 征。
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最高级别的技术社

会形态，其核心生产要素是人的知识、消费在整个社

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 服

务业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社会要素呈网络状流动；强

调政府、法律及公众对社会的共同治理，人们价值观

念趋向自主化、个性化，强调工作与休闲的均衡。
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空间生产的根本原因在于

技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技术社会形态的更替则 是

信息技术进步、群体休闲价值观念转变以及新休 闲

价值观念行动者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图２）。从理

论上而言，信息技术作为休闲空间生产的物质动 力

最初只是服务和应用于生产活动，之后日渐渗透 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休闲价值

观。在信息技 术 发 展 初 期，推 动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的 群

体仅局限于管理者和科研人员，普通消费者尚未 成

为这种推动力量，因此，没有形成影响人们休闲价值

观和休闲方式的行动者网络。但是从社会发展过程

或操作层面而言，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群体价

值观念的转变以及行动者网络的行动都是持续渐进

的过程，没有严 格 的 时 间 截 面，所 以，信 息 技 术 越 进

步，三者相互作用的时间关系变得越模糊。

图２　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空间的生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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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特征

（１）虚 拟 化。与 工 业 时 代 休 闲 空 间 基 本 局 限

于 有 明 显 空 间 界 限 的 实 体 空 间 不 同，信 息 技 术 的

发 展 促 进 了 赛 博 空 间、信 息 空 间 及 数 字 空 间 等 虚

拟 空 间 的 产 生，很 多 休 闲 活 动 选 择 在 信 息 技 术 构

建 的 虚 拟 空 间 进 行，城 市 休 闲 空 间 呈 现 虚 拟 化 趋

势。但 从 本 质 上 衡 量，虚 拟 空 间 是 依 托 实 体 空 间

存 在 的，无 论 是 虚 拟 休 闲 活 动 还 是 实 体 休 闲 活 动

都 应 以 实 体 空 间 为 载 体，因 此，虚 拟 空 间 与 实 体 空

间 的 相 互 关 联 与 融 合 将 是 信 息 技 术 影 响 下 城 市 休

闲 空 间 的 本 质 特 征。
（２）移动 化 与 破 碎 化。由 固 定 空 间 向 移 动 空 间

的转变，这是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重 要

变化，这 种 变 化 也 导 致 了 城 市 休 闲 空 间 的 破 碎 化。
信息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能无限扩展至

网络覆盖的范围，而无线网络技术的出现及移动 信

息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

时代［１１］，可 以 在 移 动 状 态 下 开 展 休 闲 娱 乐 活 动。

Ｋｅｎｙｏｎ在进行信 息 技 术 对 居 民 时 空 利 用 影 响 的 研

究时提出“多任务”现象［１２］，正是这种时空利用的“多
任务”导致了时空的“破碎化”［１３］。

（３）复合化。在信息技术影响下，工作与休闲的

时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可以在休闲时间工作，也

可以在工作时间进行网络休闲活动，居住场所与 工

作场所正在“合二为一”［１４］。除了工作与休闲时空的

复合化之外，户外公共空间、流动的通勤空间等都存

在居民时空利用的“多任务”［１２］和休闲时空的复合化

现象。另外，这 种 休 闲 空 间 的 复 合 化 还 表 现 在 实 体

空间中商业空间与休闲空间相互渗透，尤其是商 业

空间的休闲化趋势较明显。

４　结论与讨论

信息技术扩散与渗透重新配置了城市居民的总

体活动时间和休闲活动时间，同时也对现有的城 市

休闲空间产生了解构与重构效应。虚拟休闲空间的

产生、传统消费空间的休闲化以及休闲空间泛化 都

是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空间生产的表现形式。这

种城市休闲空间生产是一系列动力作用的结果，具

体而言，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是城市休 闲

空间生产的物质推动力量；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 社

会群体价值观念转变是城市休闲空间生产的思想动

力；树立了全新休闲价值观念的群体组成的行动 者

网络是城市 休 闲 空 间 生 产 的 行 为 动 力。技 术 进 步、
价值观念转变以及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的形成实际

上是一个技术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因此信息技 术

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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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更替。工业社会的城市休闲空间是实体物质

形态的、有边界的、固定的、整体的和相对独立的，而

在信息社会，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以及各种 网

络信息终端的使用，城市休闲空间呈现出虚拟化、移

动化与破碎化及复合化的特征。
信息技术丰富和扩展了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和

休闲空间，在虚拟休闲空间开展网络休闲活动逐 渐

成为城市部分群体主要的日常休闲活动。从表面上

看，虚拟休闲空间出现后，实体休闲空间的作用下降

了，事实上，无论人们进行网络休闲活动或是进行传

统休闲活动，都必须以实体空间作为载体，因为虚拟

空间是信息空间与人的意识融合的结果，信息空 间

与人的意识虽是虚拟无形的，但人本身却是物质 实

体的，其必须 以 实 体 空 间 为 载 体。虚 拟 休 闲 空 间 只

是信息时 代 出 现 的 一 种 新 的 城 市 居 民 休 闲 空 间 形

态，基于虚拟休闲空间的网络休闲活动对传统休 闲

的影响究竟是替代、补充、促进或衍生以及四种影响

的程度值得 深 入 研 究。另 外，基 于 城 市 居 民 休 闲 行

为变化的城市休闲产业组织和城市休闲空间结构与

形态将是今后重点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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