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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书共9章节，内容包括绪论、基于地理空
间进行人居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贵州喀斯特地区住宅空间分异、贵州喀斯特地区聚落空间格
局等。
《生态线索与人居环境研究：以贵州喀斯特高原为例》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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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居住空间研究。
社会经济空间研究在地理学和社会学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是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体现在
人居环境上，是众多学者对居住空间的研究。
吴启焰认为（1999），社会空间分异的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土地利用与建筑环境的空间分异
，邻里、社区组织的空间分异，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居民感知与行为的空间分异。
居住空间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比国内目前有关社会空间和居住空间的论文可见，两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非常相似，很多研究
城市社会空间的学者干脆将居住空间看做社会空间，以居住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社会的等级关系。
再分析有关社会空间的经典理论，不难发现国外社会空间研究起源于社会居住模式，并以社会阶层的
居住分化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生态学派，后演化出三大城市社会空间
模型——同心环、扇形和多核心模式。
　　居住空间是居民的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及文化背景差异产生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区（万勇、王
玲慧，2003），其实质是社会等级关系在居住空间地域上的反映。
居住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前者是外表形式，后者是内在实质（黄志宏
，2007）。
国内学者将国外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的理论流派归纳为生态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行为学派、马克
思主义学派和制度学派等（刘旺、张文忠，2004；吴启焰，2001），并总结了城市起源期、前工业社
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居住空间模式（黄志宏，2007）。
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居住空间分异的机制（如住房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形成空间分异的主要制度因素）、
分异特征和分异程度、分异格局和演变过程、分异的控制、住宅郊区化以及郊区化和内城改造对居住
空间的影响等方面进行（Takashi Onish，1994；万勇、王玲慧，2003；吴启焰等，2002；刘望保、翁计
传，2007；徐菊芬、张京祥，2007；武前波等，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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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与人居环境的发展”
；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课题“喀斯特高原峡谷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　　
“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广西区共建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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