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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一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研究前沿》丛书规划是东南大
学出版社推出的关于空间研究的系列新作，林林总总十多种，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城市与区域空
间研究的前沿性、原创性和综述性的研究成果，内容覆盖城市与区域研究的方方面面。
　　21世纪我们的生活什么最离不开——城市和区域。
这主要在于：首先，气候变化、能源、生态、人口和环境等问题，这些我们曾在20世纪已经预见到的
危机，现在一一变成现实，我们将如何面对危机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城市和区域这样的空间研究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次，城市与区域空间是当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竞争的主要场所，空间利用：
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地区人类社会的富裕程度和时空效率；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这些城市与区域的文明和
价值取向；第三，中国城市和区域是当代变化最快的空间，测度和把握城市与区域发展，离不开城市
与区域空间研究。
　　总之，可以说，在中国盛世巨变的浪潮中，《城市与区域空间研究前沿》丛书应国家发展而生，
与城市和区域共成长，以中国研究特色立身，以研究创新选材，以独到空间见解立言，可以成为科学
家、规划师和管理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研究平台。
专此赘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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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使空间产生显著的变化，一种以流动为主要特征的
新空间形式出现了。
《流动空间》首先对研究命题的可行性进行阐述，在对国内外的空间观进行了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流
动空间的理论研究基础进行了整理；其次，明晰了流动空间的概念、二元属性、基本特征和结构模式
；再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流动空间》分析了流动空间对传统空间的影响，论证了区域流动空
间的整合；最后，从居住、办公、公共服务和工业空间中人们行为范式的转变，分析流动空间中城市
功能空间的解构与重构。
　　《流动空间》的出版将推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空间流动的研究，并开始关注由流动的空间引发的区
域空间和城市空间规划和建设由内至外发生的巨大转变，它既能够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规划管理和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以供地理与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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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球城市空间体系是由各地区组成的，每个地区相对于该网络具有不同的价值。
在全球化影响下，地区不是被动地受其支配，而是以其自身特性影响全球化作用过程的深度和广度。
更确切地讲，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是建立在地方化基础上的全球整合模式。
因此，区域必须重塑自身，以便加入全球经济竞争，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重要价值
。
鉴于在全球化作用下，企业网络形态会发生演化，地区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不是永恒的，所以可在全
球竞争中构建地方化生产体系，来提升区域竞争力。
在此注意一点：流动空间的空间网络结构是一种动态演化模式，因此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是
变化的。
　　任何信息一旦进入流动空间，几乎就可以同时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到和
随机音箱中听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动空间是实现全球化的空间基石。
　　2）信息技术发展推动城市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型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空间形态发生
了或正在发生隐性变化，表现为由地理空间向地理网络空间转换。
地理网络空间的外在表现即是流动空间，它是信息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空间形态，为地理学研究提供新
视角。
　　（1）高层次服务业等控制型资源通过知识转化为信息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
这种通过网络分享知识和技术的过程将导致多极多层次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引发了信息社会的新城
市空间形式——流动空间，并最终促成传统城市空间的转型。
　　（2）重视信息与联系的发展思维。
一方面，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变化也越来越快。
地区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基本上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
地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信息，以适应市场的新变化。
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及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
也使传统的区域发展突破了相对封闭的模式，而与全球的城市及区域发生广泛而复杂的联系，联系的
广泛性和紧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发展的前景。
　　（3）城市空间发展面临挑战。
流动空间的发展不仅作用于生产空间，同时也作用于生活空间。
流动空间不仅影响着全球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同时也影响着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的构成与布局
。
因此，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角度开展流动空间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动空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