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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为导向的社区规划理念兴起

生产空间导向的城市空间发展

重视生产空间发展

强调土地功能与城市结构优化

将居民作为均质整体

忽视居民实际需求与主观决策

重视生活空间构建

强调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与生活空间塑造

关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与社会分异

从居民实际需求出发

生活空间导向的城市空间发展

•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现实诉求

• 中国城市社区空间分异不断显化与时空间行为的社区分异

• 社区人口结构的多元化与生活空间营造需求的差异化

• 基于“千人指标”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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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借鉴

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数据集成

时间利用 活动空间 行为模式

特征分析

需求挖掘

数据源

以行为数据为基础的
多源数据

决策机制 偏好结构

规划管理基础数据 规划管理分析

方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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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成果

动态化、
精细化

行为响应
的模拟

空间层面

时间层面

落实层面

个人 家庭 社区

日常 实时



国外城市社区生活圈研究

生活圈的相关概念
（田边健一、渡边良雄，1985） 韩国木洞新区生活圈规划

20 个小生活圈（组团、服务半径200~300m）；

10 个中生活圈（小区、人口1~2 万、小学和邻里中心服务半径

400~800m、邻里）；

3 个大生活圈（居住区）。



（柴彦威,1996）

（王德,2001）

（孙德芳,2012）
面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生活圈体系

国内城市社区生活圈研究

兰州城市生活圈
（半径1.5km的圈代表了低级生活圈的范围
半径4km的范围代表了高级生活圈的范围）

（朱查松，王德等，2010）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村庄布局规划 
（徐建刚 ，2016）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研究框架

城市生活圈规划应用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城市生活空间重构

城市社区生活圈界定

城市社区生活圈国内外研究进展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

概念构建 体系界定空间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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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生活圈

活动类型

出行方式

（非工作活动） （工作活动）

（非步行可达）

（步行可达）

社区生活圈 理想通勤生活圈

通勤生活圈

步行可达
非工作活动为主

步行可达
工作活动为主

非步行可达
非工作活动为主

非步行可达
工作活动为主

社区生活圈：

以居民的居住地为中心向外扩展，步行可达、由居民家外惯常的非工作活动空间所占据的，呈现

一定方向和距离特征与特有形态的辐射范围。



活动类型

出行方式

（非工作活动） （工作活动）

（非步行可达）

（步行可达）

社区生活圈

扩展生活圈

理想通勤生活圈

通勤生活圈

（孙道胜、柴彦威、张艳，2016）



基于行为视角的社区生活圈概念构建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体系模式

 社区生活圈Ⅰ：居住小区内部的封闭生活圈，以自我的

空间使用为主。

 社区生活圈Ⅱ：社区周边的生活圈，主要服务于本社区，

存在部分共享现象。

 社区生活圈Ⅲ：与其他社区共享程度较高的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Ⅰ

社区生活圈Ⅱ

社区生活圈Ⅲ

居住小区边界

15分钟出行距离边界

以居住小区边界进行划分

以15分钟出行距离进行划分

以居民活动空间的共享进行划分



基于GPS轨迹的生活圈空间范围识别

个体居民的生活圈 单个社区的社区生活圈个体生活圈叠加



基于GPS数据的社区生活圈识别

安宁北路社区 安宁东路社区 安宁里社区 当代家园社区 海清园社区 力度家园社区

领袖硅谷社区 毛纺南社区毛纺北社区 美和园社区 铭科苑社区 清上园社区

长城润滑油社区 学府树社区 宣海家园社区 阳光社区 怡美家园社区 智学苑社区



城市社区生活圈空间体系划分

                                    --以北京清河地区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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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空间体系界定指标

社区生活圈的界定方法

• 社区生活圈的叠加：分析不同社区的生活圈之间重叠。

• 社区生活圈的嵌套：分析社区生活圈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包含关系

社区生活圈空间界定的指标

• 社区生活圈的集中度：社区生活圈中的空间靠近社区中心的程度，用百分比表示。

• 社区生活圈的共享度：相邻的社区生活圈之间对相同区域共同利用的程度，用0-1的数字表示。



社区生活圈Ⅰ
社区生活圈Ⅱ
社区生活圈Ⅲ

社区生活圈体系的识别

集中度

共享度

15分钟内步
行可达非工
作活动

社区间叠加



案例--北京清河地区

清河地区：
北京北部郊区
城市居住组团
社区多样性较高
居民日常生活方式规律鲜明

数据采集：
2012年，共采集372名社区居民7天GPS数据



安宁北路社区 安宁东路社区 安宁里社区 当代家园社区 海清园社区 力度家园社区

领袖硅谷社区 毛纺南社区毛纺北社区 美和园社区 铭科苑社区 清上园社区

长城润滑油社区 学府树社区 宣海家园社区 阳光社区 怡美家园社区 智学苑社区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应用

                                                        --北京

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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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时空
需求测度模型与计算

• 基于社区-人群-行为的模型构建
• 模型参数解读与计算流程说明
• 分人群的时空需求弹性系数
• 结合社区人口结构的设施调整参数表

居民时空间行为特征
挖掘与公共设施需求

分析

• 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活动分类
• 居民时空间行为特征的分析指标
• 不同社区居民的时空间行为比较
• 不同人群的时空间行为比较

面向居民时空间行为
特征分析的北京城市
社区分类体系构建

• 分类原则一：空间地带性
• 分类原则二：主要住房来源
• 分类原则三：是否更新改造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需求

城市空间重构 不同社区居民行为
异质化

人口流动增强 不同人群行为多
元化

人口比例决定设
施配置总量

问题一：如何体现社
区与人群差异

“项目-社区-街区”
三级空间落地

问题二：如何分级
落地

基于“千人指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

社区-行为谱系

人群-行为谱系

设
施
配
置
总
量
弹
性
化

设
施
空
间
配
置
等
级
化

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时空优化模型

• 基于GPS数据的社区生活圈界定
• 社区生活圈的的空间圈层划分
• 基于不同空间圈层的社区空间评价
• 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设施空间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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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调查案例社区 2012年调查案例社区 行为数据：结合定位设备与调查网站的一周日志调查

交通方式、活动起止时间、活动类
型、地点类型、活动地点经纬度等

样本活动日志表

家庭住址、年龄、户籍、教育程度等

样本社会经济属性表

城市社区居民时空间行为与公共
服务设施利用调查



社区人口普
查数据

社区人口分
类数据

居民时空行
为数据

居民时空行
为调查

对F值进行标准化
处理

不同类型活动对应的公共
设施需求总量

社区各类人群的F值
汇总

规划实践
参考

社区-行为
谱系

人群-行为
谱系

模型计算流程



社区-行为谱系



人群-行为谱系



社区设施配置调整表（优化配置方案）社区设施配置调整表（基本配置方案）



关于社区生活圈研究的几点思考

存在问题

Ø 数据的问题：要由个体GPS数据扩展至多元行为数据

Ø 空间概念的问题：未区分各类活动，需进一步完善概念模型

Ø 规划应用的问题：需探索规划路径和制度设计

理论探索方向

Ø “新”时间地理学方法在社区生活圈研究中的尝试 : 地方秩序嵌套（pockets of local order）、企划

(project)、情境(context)

现实应用可能

Ø 生活圈研究在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应用可能：新区生活空间体系构建、居民生活方式分异与社区生活空间

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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