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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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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l 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改变要素的流动性

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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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要素的信息流
互联网、物联网的远程感知、互联互通，
促进了异质性要素之间的信息流

远程控制、城市建设的高效运行
智能的交通、能源、环保等设施建设，
对于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运行效率、
服务质量等产生系统的影响

流动性服务、精细化管理
智慧城管、智慧安保、智慧医疗、智慧
教育等服务方式，实现面向居民个体和
企业的流动性服务、精细化管理

企业流动与网络组织变迁
信息技术对于企业的全球流动和灵活配
置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互联网、物联
网改变了企业、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
互动关系



研究背景

l 信息技术时代的城市空间组织

Ø 分析维度
时间：时间限制性、瞬时性、自由灵活变化；

空间：信息时代柔性、弹性、流动性的空间；

距离：信息技术、互联网并非消灭距离，而是重构着要素作用

的时空关系。

Ø 流动空间建构的作用
时空压缩和要素流动距离缩短

行为活动的时空限制变化：ICT导致活动受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降低

认知距离和流动尺度重构：信息技术改变了居民对时空间的心

理距离，促进了消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流动性，使得活动要

素流动尺度扩大



研究背景

技术支撑

居民活动

社会经济

物质环境

流动空间

空间可达性

活动强度

空间活跃性

空间流动性

交通道路

信息网络

实体（虚拟）活动

商业空间

休闲空间

居住空间

创新空间

生产空间

Ø 围绕要素流所建构起来的流动性与场所空间的结合，形成流动空间，成为信息时代和智慧城市起主导

作用的空间形态。

l 智慧城市的空间形态：从“流动性”到“流动空间”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Ø 信息技术对传统要素流动性作用特征

       居民、企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等实体要素的流动性改变；

Ø 要素流动性转向社会流动性

      信息流

      资本流

      技术流

      创意想法流

      价值流

Ø 要素流动性对城市联系网络和空间组

织的重构作用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居民流动性

Ø 信息技术与居民流动性

    居民活动的方式、时空范围、尺度、弹性和联

系

通过手机用户的位置和通话联系数据，来反应区域尺度的人口流动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居民流动性

Ø 信息技术与居民流动性
居民、活动和场所的关系变化（场所依赖性、时空轨迹、

时空活动强度）

WIFI定位获取的手机mac址在商场中的轨迹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居民流动性

Patterns of email (blue) an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read) within a German bank over a 
period of one month. Productivity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is correlated with the sum of both 
types of communication, but not with either alone

虚拟流VS实体流

面对面VS 邮件 

居民虚拟和实体
流动的关系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居民流动性

Ø 移动生活方式的出现

     移动办公、移动购物、移动休闲等生活方式，改变传

统的实体活动；

      移动生活下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变革；

      服务共享、社会化创新

Ø 伴随着居民流动性的，是信息时代想法流动的增强

       跨社会阶层的思想、想法的流动性，特别打破壁垒、

塑造边疆的创新思想、人际互化的流动性

[美]阿莱克斯·彭兰特（Alex Pentland), 2015.

想法流
   行为和信仰通过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在社会网络中的传
播。想法流受社会网络结构、每一对人之间的社会影响
以及个体对新想法的易感性影响，而信息技术恰恰提供
了想法流的媒介。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企业流动性

Ø 新的区位因子

    生产要素流动性影响机制由“距

离成本”转向“时间成本”；

    弹性生产，企业分散布局，布局

的灵活性增强

Ø 企业价值链的流动组织

     生产链、供应链、消费链在全

球的流动与布局

     流动性的生产网络

Ø 企业联系网络
物流企业网络（2015年） 金融企业网络（2015年）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流动性

Ø 智能技术与服务设施结合，促进了设施的整合、

互联互通，极大的改变了公共服务设施的流动性

        智能基础设施：支撑信息、能源的高效流动；

        智能公共服务：提高生产、生活要素的运转效率

           

Ø 面向个体的“流动服务”模式

       传统的基于固定场所的服务转向面向个性化需求

的“流动服务”模式

       基于位置服务的资源与信息整合，如外卖服务，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信息化基础设施

环境卫生管理、
垃圾处理管理及

自动控制

城市供水、节水
和排水、城镇燃

气供热
城市道路与交通

市政设施、园林
绿化

提升功能
及自动化
程度 进行实时监

控与全方位
的数据分析

提高运行
的安全系

数

提高城市
管理效率
和水平



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要素流动性特征

l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流动性

Ø 社会网络激励

        

        通过社会激励，迅速招募服务对象，应

对服务网络建构所需的资本、忠实粉丝

        创建速成组织，不是众包，而是社会网

络激励

        社会动员：可靠的社会纽带组成的网络

中的交流能够促进对于新的服务迅速认可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
形态

Ø 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高速交通

网络支撑下，实现不同功能空间

之间的虚拟信息流和实体要素流

动。

Ø 智能基础设施、智慧公共服务应

用、智慧产业经济为智慧化的空

间打造提供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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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社区——流动与功能复合的活力空间

Ø 线上线下活动互动：居民社区活动——流动模式变化

.
Ø 通过要素流动促进社区层面的活动和空间融合，营

造社区活力空间.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办公空间——移动工作、共享、弹性、信息密集

Ø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受办公空间成本和远程办公

的影响，城市中心的集中式办公空间将会向郊区化

、分散化、流动性的智慧办公空间模式转变.

Ø 流动办公空间（远程办公、联合办公空间、第三空

间等）为不同群体提供互动、交流的场所，进而促

进社会交往和创新过程.

北京、上海的联合办公与创新空间集聚区域

Ø 利用城市中科研、教育、商务办公、交流等要素空

间集聚的特点，着力打造城市级的智力与创新中心

，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空间营造提供条件.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消费空间——个性化、定制化的流动服务模式

Ø 信息技术对供应链组织的变革性影响，改

变了厂家、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

Ø 信息时代的商业服务可以使消费者在任何

时间和地方享受服务，通过移动终端设备

为移动中的居民提供生活服务，促进了个

性化流动服务模式的出现.

Ø 加强了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实时交流.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消费空间——个性化、定制化的流动服务模式

瓜果蔬菜市场 大型批发市场 社区配送店

     蔬菜销售的线上线下互动，具有比菜场更明显的价格优势，对传统的菜市场产生潜在的冲击，需要

重新审视传统的以人口规模配置菜场的规划标准。

传统菜场的死与生——线上配送的冲击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产业空间——全球性流动与社会化创新

智慧产业载体 远程协同创新

通过远程协作、实时沟通，
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创新人
才、创新资源集聚起来，实

现远程协同创新

全球网络嵌入

在培育地方城市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创新空间，促进地方
创新空间和生产功能嵌入全

球网络和全球流动空间

在“互联网+”行动、智慧
城市的推动下，以创客空间、
创业社区、大数据产业园等
为典型代表的智慧产业空间

不断涌现



流动性支撑的智慧空间形态

l 智慧产业空间——全球性流动与社会化创新

     个人制造实验室（Fab Lab）：美国MIT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

发起的小型制造实验室，其自下而上社会化的创新模式，目前

全球已经形成600多个Fab Lab实验室。



政策建议

Ø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整合规划
              互联网、物联网与城市交通、物流和能源网络建设相结合

              整合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平台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智能化运行监测、管理和预警，提高城市基础设施

的运行效率和弹性

Ø 促进要素流与城市空间的协调规划
              新时空协调模式；人流与土地利用的协调规划建设

              区域要素流与城镇网络优化；城市通勤流与职住平衡

Ø 引导混合用地的功能空间建设

Ø 通过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提升存量规划
              智慧化的手段在历史街区、老旧小区、老旧厂房的植入

Ø 强化智慧的城市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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