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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学评论》第三辑与前两辑相比有点变化，不再与人文地理学沙龙有关；但在贯彻《地理学
评论》的初衷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坚持以理论与方法论的讨论为主，坚持立足学科前沿，主要
以会议纪实的形式，等等。
本辑即是第三次与第四次空间行为与规划会议的纪实。
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旨在促进中国城市空间行为研究的发展，扩大行为论方法的社会影响，探索行
为研究在规划与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该研究会已举办五次研讨会，聚合了一批感兴趣的学者，成为行为论方法研讨的重要学
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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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问研究的三个前沿——生活质量、社会公平和低碳社会
　基于行为分析的规划策略
　基于手机用户的个体时空行为数据获取方法
　时空行为数据的获取及基于GIS的可视化处理方法
　基于T-GIS的广州市居民日常生活时空关系
　社会空问分异的新视角，
　基于日常活动的北京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社会公平研究
　基于活动一移动时空可达性的城市社会公平研究
第二部分　迁居行为与居住空间
　城市更新中居民行为因素的分析
　北京市居住用地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分析
　城市宜居性的实体空间与行为空间评价及其影响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海外移民的动态研究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与居住分异研究
　北京住宅市场分析
　广州的跨国城市主义——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研究
第三部分　通勤行为与职一住空间
　职一住空间错位研究中的“空间一行为一制度”框架
　香港郊区化与交通行为的变化
　基于通勤行为的北京市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研究
　北京城市居民职一住分离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与冗余通勤——上海和广州的对比研究
第四部分　购物行为与消费空间
　上海市外来人口消费行为特征研究
　休息日与工作日居民购物时空间决策因素及差异比较
　上海市商业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南京东路消费行为空问特征变化研究——2001年与2007年的比较
　供给与需求：广州中心城区医疗设施的空间配置研究
　基于时问地理学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
评议与讨论
　第三次空间行为与规划会议(2009年1月于同济大学)
　第四次空间行为与规划会议(2009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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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38分钟是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与2003年美国城市职一住分离的情况做一个比较，2003年美国大概的通勤时间是38分钟左右
。
从时间上来说，刚才介绍香港是40多分钟，确实非常高，美国2003年和2005年通勤时间最高的城市都
没有超过40分钟。
这就是2005年美国公布的数据，费城地区的通勤时间是38.3分钟，纽约地区是34.2分钟，从《亚洲周刊
》发表的文章里面对亚洲城市的统计，可以看到对香港的统计时间是30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差异会
这么大。
北京的数据是45分钟，也有一些差异，但是至少可以从这里看出北京通勤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从
时间上来说。
　　我们进一步可以把通勤时间偏长的人群的比重做一个分析，我们看到在北京这个人群大概小
于30%，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大概也就是35%左右。
这里是美国的一个数据，在通勤时间前10位的数据当中，通勤时间在90分钟以上的比例，在北京可以
看出是7.7%，说明它的通勤时间是比较长的，也说明通勤时间偏长的比重比较高。
我们比较的是北京市的各个区县，北京的一些郊区城镇，如天通苑、回龙观这两个大型居住社区就
是60多分钟。
第二个比较是根据它的就业人群.在调查的时候也调查了他们的就业地点，我们看到在卫星城镇周边地
区就业的人群，他们的通勤时间相对比较短。
　　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说还是从中心向外扩展的情况。
这是就业的人群，在城中心地带就业的人群，实际上比在周围的近郊区或者说核心区边缘地区就业的
人群，其通勤时间更长。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城市内部交通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交通工具选择的问题。
这是对于通勤时间的描述。
　　对于通勤的距离，我这里算出来的直线距离是5.87公里。
用直线距离来衡量通勤，对北京这样一个大的都市来说，考虑到郊区之后差异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郊区的路直线通行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城市中心区直线通行的难度比较大，所以我把这
个结论摆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展开说了。
也存在着中心区向外围的扩展，同时存在着南北的差异。
　　空间匹配主要采用的是集聚的分析方法。
我们看这些点，通过集聚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到与北京市的就业率是比较接近的。
这是居住地，有一些叠加，在一些区域存在着明显的集聚，一些明显有大量居住区的地方，却没有重
叠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于居住地我们更多使用外来通勤比例的方法。
我们对不同区县外出通勤的比例也做了一个比较，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街道一级、这是城心区
，以街道命名的为城市新区，以乡镇命名的我们称之为郊区。
　　我们现在希望从宏观的方面对影响因素做一个分析，但是宏观的分析主要是一些定性的研究，我
希望在空间结构方面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我们说到北京城市历史演变，经过几次大的发展，职一住格局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职
一住结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近几年从居住变迁的角度，也有很多的研究。
原因当中有一个是住房制度的改革，还有一个是产业政策的调整，上海这几年大量的工厂外迁对此有
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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