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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有二：其
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其二则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开始步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与之相伴的
则是，中国城镇也开始面临城市化加速发展与城乡空间剧烈重组的历史性转型。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推动力之一
，这就使中国城市规划学科面临着城市化达到中、高级阶段后所呈现出的一种以内涵提升为主的新规
划设计理论和研究方法技术的挑战。
　　本书所关注的“流动人口居住空间”，正是我国城市化背景下自然萌生的一类新型社会空间：它
不但在演化规律和空间机理的系统发掘方面具有显著的样本意义与典型价值，其合理引导和有效整治
也成为目前备受关注、亟待解决的一项理论与实践难题，是我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探讨转型期城市
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现社会公正与人本内涵的重要领域之一。
　　本书延续了项目组对于弱势群体居住空间的长期研究，希望通过从现状剖析到系统整合、从城市
到社区再到单元的多梯度研究，系统地建构一个兼顾宏观与微观、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流动人口居住
空间”实证研究的基本框架，力求在研究对象普遍化、研究层面多元化和研究方法数字化等方面有所
创新和尝试。
全文共设七章，大体思路如下——　　在对流动人口和居住空间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对西方快速城
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加以概述的基础上，以北京、上海、南京、常州、无锡、深圳等大城市
为重点考量地域，以SPSS、GIS等数字技术平台为依托，分别从宏观（城市）层面、微观（社区和单
元）层面和特例（聚居区）层面探讨农民工的形成机制、空间机理、居住实态、空间环境及其影响因
素；最终，立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同时借鉴国内外的既有成果与成功经验，从房源供给、组织
运作、规划设计等方面综合探讨农民工各类居住空间建设与改善的总体原则与基本策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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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这一背景，本书以我国三大流动人口圈的典型大城市为例，以大量一手资料和GIS数字技术平台
为依托，试图建构一个兼顾宏观与微观、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实证研究的整体框
架。
其核心内容包括：在宏观（城市）层面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聚集分异、职住分离以及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状况；在微观（社区与单元）层面基于“就业一居住”的互动关联，评估流动人口居住空间
的类型特征与影响要素；在特例（聚居区）层面探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演化规律，从区位分布、人员
构成、就业结构、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居住环境等方面剖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结构特征；最后又从
房源供给、组织运作、规划设计等方面人手构建流动人口居住空间改善的综合策略等等。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学科、地理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教学、研究和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和聚集，给我国城镇建设带来了
全方位的冲击。
其中除了就业的压力外，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首当其冲。
在目前社会经济转型和各项政策制度重构的关键期，农民工居住空间也一举成为城市化背景下解析社
会空间的典型样本与关键路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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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1 流动人口聚集分布的现状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中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
的反映。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因素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对城市人口分布的研究历来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对城市发展带来了
机遇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国内国际的人口迁移的研究日益得到城市学界的重视。
一些学者进而对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规律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或城市人口迁
移模型（钱纳里的城市化阶段学说、托达罗模型）。
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借鉴西方人口迁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内一些大城市进行实证分析（
周一星，1996；熊世伟、范炳全、宁越敏，1998；周一星、孟延春，1997；项飚，2002；罗霞、王春光
，2003等）①。
本章利用上海市“五普”数据，对2000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分布空间特征、与城市社会特征因子之间的
相关关系等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为探讨流动人口聚居形态等中微观特征提供宏观的研究背景。
　　1）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常用定量描述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聚集，达到某种
程度后，会对原来的城市社会空间形成一定的冲击，如社区文化、邻里交往等。
鉴于流动人口对特定的社会空间形成影响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及比例，在描述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特征时，文章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密度和流动人口占统计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两个指标，对流动人口
的空间分布特征作基本描述。
前者表达的是流动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后者表达的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聚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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