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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一种物化的资本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与文化
要素的集聚。
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既能够成为城市人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又能够在改变社会关系的
同时，“形塑”市民的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的生产要素与文化要素在城市空间集聚，不同的群体与个人在这个空间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定
位。
由于城市社会空间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有限性，在人的欲望无限增长的前提下，所有的城市社会竞争
都与城市社会空间竞争有关，如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一个组织的发展空间、一个商业业态的空间、
一个个体职位的空间，甚至一个停车位等，无不具有典型的社会资本属性和商品属性，任何个人或组
织对空间的获取都必须通过某种意义上的竞争过程才能完成。
　　1）城市社会空间的文化意涵　　城市是一个空间物化样态的多系统结构空间关系，这个空间关
系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关系和社会空间结构，这个结构在一定意义上与国家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经
济发展水平、宗教形式及自然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冯。
杜能（1826年）、劳恩哈特（1855年）、韦伯（1909年）和帕兰德（1935年）等人的“区位论”，把空
间看成一个连续体，认为该空间内的经济活动都与空间内某一参考点（如冯.杜能“区位论”的中心城
市）之间的距离有关e。
把城市空间视为一个“空间连续体”，合理距离内的空间整合，能够重组地理空间与人文区位空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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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空间与消费者行为》从城市商业空间与消费者行为两方面出发，在构建中国城市消费者行
为地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系统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购物消费行为、夜间消费行
为和服务性消费行为，首次提出基于消费者行为的中国大城市商业空间结构为中国大城市的消费变革
与空间重构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构建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城市空间与消费者行为》可供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研究人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
划管理者、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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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都对零售业态的类型、规模和空间布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制。
这些规制大多都是伴随着商业设施的大型化和新型业态的迅速扩张在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形成的。
与美国自由放任的态度相比，欧洲各国早期商业空间的发展大多严格遵循中心地等级体系，20世纪70
年代以后放松管制的结果使得位于城市郊区的大型商业设施发展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
这些新建设施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心区的衰退、对中小企业的威胁、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以及消费群
体的两极化等等。
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比利时、德国、英国相继出台了专门法律或在城市规划中设置相关条款来
对大型商业设施进行规制，以制约其区位选择，使之接近人口中心和交通节点，并尽可能利用已有的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保证所有群体的可达性。
当前各国政府的商业规划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即尽可能地容纳业态的创新，但同时也要对其带来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进行客观的评价。
其中，社会和环境效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资零售企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商业环境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北京
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从这些政策的类型、功能和目的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方面，即零售业对外开放政策、城市总
体规划与商业发展规划、流通业发展分类指导目录和其他专项规划与区域性规划。
已有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虽然体现了商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紧密的优点，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
如北京市的商业政策以行政类政策为主，法律类政策付之阙如，导致现有的政策体系缺乏稳定性、连
续性和执行效果；各种商业规划之间时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内容，地方部门在编制本区的商业规划时，
也仅将上级出台的政策作为参考。
此外，政策中对外资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而对国内中小型企业的保护相对较少；对大型商业设施项
目的规制法案迟迟未能出台，也使以大型商场、购物中心为代表的商业设施在不同阶段均出现了盲目
建设的状况。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受经济发展水平、小汽车拥有比率、土地、能源等因素的约束，大型的商业设施
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的城市建成区独立发展。
随着我国商业规划的目标逐渐从严格的遵循中心地等级体系向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转变，基于
消费者行为的微观调查和利用科学手段对新建大型商业设施的影响进行评价，成为规划体系中亟须补
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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