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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软科学研究的体系和成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21世纪科技与社会发展丛书”的出版，旨在充分挖掘国内地方软科学研究的优势资源，推动软科学
研究及其优秀成果的交流互补和资源共享，实现我国软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科学决策做出积极贡献。
大连市有着特殊的地缘位置，地处欧亚大陆东岸、辽东半岛最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
半岛隔海相望，北依东北平原，是东北、华北、华东及世界各地的海上门户，与日本、韩国、俄罗斯
、朝鲜等国往来频繁。
作为著名的港口、贸易、工业、旅游城市，大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东北地区、全国乃至整个东北
亚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个大背景为大连市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大连市还拥有众多大学、科研院所及高水
平的科研队伍，因此，大连市发展软科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近年来，大连市的软科学事业发展很快，已经在产学研合作、自主创新、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建设、
公共管理、交通运输、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软科学研究，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
通过“21世纪科技与社会发展丛书”的出版，大连市软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及资源得到了科学整合。
一方面，能够展现软科学事业取得的进步，凝聚软科学研究人才，鼓励多出高质量、有价值的软科学
成果，为更多的决策部门提供借鉴和参考；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成果展示，加强与其他城市和地区软
科学研究人员的沟通和交流，突破部门、地方的分割体制，改善软科学研究立项重复、资源浪费、研
究成果难以共享的状况，有利于我国软科学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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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地理学研究人居环境大有可为。
本书从地理学的“空间、差异、地域、景观”视角探讨城市人居环境基本问题，并实证分析了人居活
动的地理环境、城市人居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居环境的社会地理学研究、城市居住空间扩展
、不同地域尺度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及人居环境生态安全。
    本书可作为从事区域发展、城市规划与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社会学等研究
人员的理论参考书，也适合高等院校城市规划、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等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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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
留于城市”。
可以说“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城市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追求。
可是这种追求的内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时代的更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生活社区的环境要求
更是如此。
在我国，随着小康社会进程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居住环
境的要求已经从以安居为目的向更高的要求提升，住区的环境和住宅的设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居住者
与购房者所关注。
特别是2003年“非典”在我国暴发以后，人们的住房需求正从物理空间需求到生活质量需求，从污染
治理需求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需求，从城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以及从面向形象的住区美
化到面向功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演化。
人们对居住区建筑设计的品位要求在设施完善和生活便利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自然环境、居住环境和
绿色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培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尤其是高收人人群，仅仅住房面积大与
装修漂亮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居住要求，更加注重住区整体环境的完善与配套（李静，2005）。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1996年
底我国城市化进程为29.6 ％。
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Northam）提出的规律判断，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从“起始阶段”向
“加速阶段”过渡的转轨时期。
但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且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巨大，造成各地区之间的经
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模式、城镇空间结构以及城市与区域的关系等方面也有较
大差别，各地区的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在性质、内容和迫切程度上也很不相同。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40％以上，已率先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是我国的“高城
市化”地区。
从土地和城市人口分布来看，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5 ％，却集中
了48.4 ％的全国城市人口；而西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56.3 ％，集中的城市人口却不及
全国的1／6。
从城市分布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相差近8倍，两者在城市人口密度方面的差距也达13倍
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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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
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
世纪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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