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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with Virtuality-Reality
Fusion: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Planning Practices
WU Lei, NIU Qiang, AJIAIBIBULA ANIWAER, XI Yushi

Abstract: The fusion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has transformed the combined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 provision, altering residents' lifestyles and reconfiguring the lay‐

out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This shift helps enhance quality of life, ensure equitable

access to services, facilitate service allocation, and shape an ideal life circle centered

around residence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the online and of‐

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by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pro‐

poses three majo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namely, equalization of services that tran‐

scends spatial and temporal barriers, provision of high-level services beyond commu‐

nity limitations, and facilitation of work-life integratio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mmuting. The paper also predicts two major morphological evolutions, spe‐

cifically, the expansion of flexible living spaces and living circle boundaries through

remote services, and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centers due to the prin‐

ciple of "big dispersion and small agglomeration" and service planning. Furthermore,

the paper proposes a "4-layer and 8-category" facility configuration system, incorpo‐

rating the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service needs to achieve performance levels of "on‐

line real-time—5-minute arrival—15-minute arrival—30-minute door-to-door". Drawing

from case studies, the paper introduces guidelines for facility planning and applies

the proposed planning methodology to the design of the "15-minute" service circle

for Guanggu Scientific Island, along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virtuality-reality fusion; community life circle; facility system; Guanggu

Scientific Island in Wuhan

线上线下模式是信息时代虚实融合阶段的新产物。不同于早期强调远程沟通的虚拟

化服务，线上线下是在移动互联支撑下，线上虚拟渠道和线下实体渠道全面协作，

实时互动，共同智慧、高效完成生产生活活动的新模式[1]，包括线上选购—线下配送/上
门服务、线下到场体验—线上购买等。虚实融合不仅能提供虚拟服务，还能远程提供实

体配送/上门/体验等服务，从而拓宽了居民的服务选择范围，使其不局限于住所周边有

限的服务内容，同时还扩大了设施的服务范围和布局灵活度，促进了供需匹配[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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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融合的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迭代升级与规划探索

伍 磊 牛 强 阿吉艾比布拉·艾尼瓦尔 席钰诗

提 要 线上线下服务是信息时代虚实

融合的新产物，有望提高居民生活的质

量和服务均等化水平，降低设施配建的

难度，并推动以住所为中心的理想生活

圈实现。基于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构想

和线上线下服务智慧化发展，探索并拓

展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内涵；提出其三

大功能特征，即跨越时空障碍的均等化

服务，超越社区基本保障的高等级服务，

支撑远程办公发展的职住融合服务；预

测其两大形态演进，一是远程服务带来

的弹性生活空间和生活圈边界扩张，二

是服务设施布局“大分散、小集聚”导

致的社区中心弱化。根据线上线下服务

的实现方式与需求频次，提出“线上实

时—5min 到场—15min 到场—30min 上

门”的“4层8类”的设施配置体系，并

结合案例研究提出设施在空间上的配建

指引。以武汉光谷科学岛的“15 分钟”

服务圈设计指引为例，应用了上述社区

生活圈规划方法并提出规划策略。

关键词 虚实融合；线上线下；社区生

活圈；设施体系；武汉光谷科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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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迅速成为城市服务运作的主流

模式，在国内外城市规划、地理等领域

引发了研究热潮。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利

用线上线下模式赋能居民生活服务，例

如 2023年 12月中国商务部等 12个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

赋能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指出要“推动

线上线下消费”“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的教育新模式”“改造或建设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社区便民生活服务中心”“提升到

店到家、线上线下双场景服务质量”等。

线上线下模式深刻影响了居民的生

活习惯与生活空间[3]。一方面，居民足不

出户即可获取诸多上门服务，例如购物、

餐饮、医疗等，可能导致居民获取日常

服务的实体出行范围缩小，频次降低；

另一方面，居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能够

获取到更远地区设施提供的服务，导致

支撑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扩大。这

一生活圈范围的“缩小—扩大”可能导

致传统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中的一些设施

无需建设或被无人值守设施替代，一些

设施数量变少但规模变大，一些设施的

选址区位发生根本变化等。因此生活圈

领域学者提出，需要在实虚活动系统的

框架下反思和重构社区生活圈规划[4]。但

在当前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和建设中，鲜

有学者研究传统设施的变化以及各类线

上线下服务的整合融入和统筹布局；虽

然已经有了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概

念[5]，但尚未明确其功能、形态及设施配

建要求，难以指导实践。

由此，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回顾了线

上线下对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影响，并尝

试结合近年来城市生产生活虚实融合新

趋势，探讨、更新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的内涵，结合实践剖析其功能、形态和

配建指引，并以武汉光谷科学岛为例，

探索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布局方法，

以期推动以住所为中心的理想生活圈建

设，为信息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和城市服

务体系优化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

生活圈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定住

圈”，其核心理念是在个体活动范围内满

足其医疗教育、就业通勤、购物休闲与

生活服务等各种需求[6]。生活圈倡导以居

民住所为中心组织生活空间中的各类设

施[7]，相较传统千人指标更能满足居民差

异性、多元化需求，因此迅速成为新时

期城市服务设施配置的指导思想。

然而，生活圈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

在明显的鸿沟，尤其体现在中心、边界、

空间内涵上[8]。受设施规模门槛、运营成

本和服务效率等限制，服务设施在空间

布局上的不均衡、不公平是难以避免

的[1,9]。因此，尽管生活圈强调以居民为

中心，但在规划实践时仍不得不聚焦于

稀缺资源，以社区公共空间和设施为中

心，且为便于管理、维护而设立明确的

空间边界 （例如社区界、道路、河流

等） [10]。可见，这种生活圈规划仍一定

程度上保留了居住区规划的传统，并不

能充分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距离“生

活圈”的理想还有距离。

新时期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虚

实融合的线上线下服务广泛普及，带来

了实现理想生活圈的机遇。肖作鹏等[11]

提出，生活圈需要关注技术进步下的行

为变革，从“布局设施”走向“布局服

务”。移动互联时代，我国在新零售、

“互联网+”等支持下，线上线下服务基

本覆盖了医疗、教育、养老、生活购物、

政务等方方面面。众多学者探讨了线上

线下服务的空间特征，例如线上线下新

零售的服务范围扩大、可达性更高[12]，
电商孕育了大量分散的、城市边缘地区

的小型消费中心[13]，移动办公提升了郊

区小规模新城中心的办公区位[14]等。由

此可见，线上线下服务相比传统更贴近

居民住所，其分散化、均等化的布局与

理想生活圈的设施配置理念高度契合。

但总体而言，线上线下研究仍以各类服

务的线上化应用探索为主[15-16]，还缺乏

生活圈视角的统筹和理论架构。

线上线下还扩展了社区生活圈的功

能，推动了生活与工作的融合。线上线

下摆脱了办公对固定场所的依赖，推动

了咨询、管理、创作、研究等工作向居

住地转移[17]，以满足职住邻近的需求。

传统居住、工作、休闲的空间边界日益

模糊[18]。居家办公虽然有利于提高工作

满意度和效率[19]，但对居住空间的生产

工具、设施配套等提出了较高的需求[20]，
从而产生了在住址附近布置居家办公配

套设施的新模式。一是契合线上线下融

合的活动碎片化趋势，满足了居民就近

工作的需求；二是弥补家庭硬件条件的

不足，可以营造更为舒适的办公创新环

境[21]；三是更利于就业者平衡工作与家

庭生活[22]。国内外相关实践已较为丰富，

但生活圈研究对此还较少考虑。

2019年笔者关注到线上线下服务的

现象、特征，在生活圈基础上提出了线

上线下社区生活圈[5]，引起规划师的广泛

探讨[11]。然而，彼时线上线下的应用没

有全面展开，所以对线上线下设施的运

作规律、空间特征的理解还不充分。因

此，该研究更侧重于理论框架搭建，界

定了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概念，并提

出线上线下结合的设施配套内容和按配

送时间、圈层式的布局模式等。那么较

传统生活圈，虚实融合的线上线下社区

生活圈具备哪些新功能？在形态上有何

不同？对生活圈规划有何启示？这些还

有待深入探讨。

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理论

迭代

2.1 从社区生活圈到线上线下社区生

活圈

上述分析发现，当前虚实融合的线

上线下服务为社区生活圈规划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要求。一是需要把握服务虚实

融合的特征，实现以家为中心的理想社

区生活圈规划，并更新相关设施配置方

法。线上线下服务能够推动供需耦合，

降低居民对服务中心的依赖以及设施对

市场规模的依赖，降低设施建设、运营

成本，使均等化服务成为可能[23]，拓展

居民日常生活的时空间尺度，强化城市

服务对居民生活的支撑作用。这些趋势

都与理想生活圈的理念契合。二是需要

面向生产生活一体化的需求，基于线上

线下探索“生活—工作”功能混合的城

市服务体系。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下，

远程办公的比例大幅上升，且显著提升

了就业者的远程办公意愿[24]。不仅如此，

随着ChatGPT、AIGC等人工智能的深度

应用，更多工作将在AI辅助下完成，这

将扩大远程工作的行业范畴和参与群

体[25]。因此，远程工作将成为个人学习、

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城市创新的重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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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在牛强等[5]研究基础上，

认为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是基于智慧、

泛在的线上线下服务，为社区全体居民

在其居家生活可容忍的步行出行或上门

时间内提供的高质量、均等化、职住一

体的线上线下生活工作空间的并集（图

1）。换言之，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是社

区全体居民的以家为中心的线上线下个

人生活圈的合集。

2.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功能

2.2.1 均等服务：跨越时空障碍的供需

匹配

传统模式下设施的服务范围有限，

服务效率随距离的增加衰减很快，所以

居民邻近社区服务中心即意味着具备享

受优质服务的区位优势。线上线下模式

可以跨越时空障碍，实现高质量的供需

匹配，提高服务绩效[1, 26]。对需求方而

言，同一地区居民可以拥有更为多元的

服务选择，也能享受到由更远地区、更

高水平设施提供的均质化、优质的服务。

对供给方而言，可以降低供需耦合的机

会成本，扩大市场规模[27]；在智慧平台

调度下，设施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线下

配送/服务的方式，为更大范围内的居民

个体提供服务，并能通过预约—分配，

来实现区域设施体系的高效运转。

因此，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将基本

实现服务的均等化。设施的市场腹地扩

大，而居民对于本地服务中心的依赖程

度降低。例如，郊区的居民能够获取中

心城区设施提供的优质上门服务，中心

城区居民也能吃到郊区农庄当天产出的

新鲜蔬菜。

2.2.2 跨级服务：高等级服务的下沉

社区是城市活动的高频发生地，也

是生活圈理论实践的桥头堡[28]。然而，

社区一级的市场规模有限，难以支撑高

等级服务设施的持续运转，故传统社区

生活圈强调“满足最基本需求”[29]，对

居民生产生活的支撑有限。依托线上线

下的远程服务，高等级设施的服务能够

直接覆盖更多的社区，或是与下级设施

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协作机制，间接地

将优质服务资源接入社区基层。例如，

电商购物“半日达”将百货中心职能下

沉到社区快递站，三甲医院为社区医院

提供远程助诊等。

因此，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可以超

越社区仅满足居民“最基本需求”的限

制，全面支撑人的发展。相较以往，线

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服务内容更为丰富，

设施更为多元，宏观上城市服务设施体

系也趋向扁平化。

2.2.3 职住融合：对远程办公的支撑

以往市民的工作活动与生活活动是

分离的，它们之间通过职住通勤相连，

由此产生了超越社区范围的生活圈系列

衍生概念，如通勤生活圈、扩展生活圈

等[6]。然而，城市生产生活活动可以依托

移动网络设备而随时随地展开，其与空

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解耦[30]。个体的工作

活动向生活空间融合（图 2），例如居民

依托移动互联，可以在家、社区、公园

等众多场所展开设计、管理、咨询等活

动。城市服务体系也关注到这一趋势，

围绕居民住所设置远程办公设施，例如

美国加州湾区 Struggle HQ、北京打磨厂

“共享际”等。

因此，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可以实

现生活和工作的融合服务。这不仅契合

城市生产生活转型趋势和居民切身需求，

也能够激发城市创新和创意行为，利于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2.3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形态

2.3.1 边界扩张：远程服务带来的弹性

生活空间

行为学者认为，社区生活圈是社区

每个居民的惯常行为在空间上的叠加。

这意味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是可以超出社

区范围的，不同社区的居民也可能在同

一个地区高频活动而造成社区生活圈的

重叠[31]。因此，当下依据社区边界划定

互不重叠的“社区生活圈单元”的方式

很有可能导致供需错配[图2(b)]。
新时期的线上线下模式进一步扩张

了社区生活圈的边界。居民能够借助配

图1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概念示意图
Fig.1 The concept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

图2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尺度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the dimensions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y life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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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门、远程协助等获取到更远地区的

服务，使得实际承载其日常生活的空间

远远超出了其本体的活动范围。究其本

质，是居民通过线上线下与供给方约定

并引导供给方远程配送服务或商品，一

定程度上替代了居民出行。由于供给方

的远程配送方式更为多元（骑行、驾车、

无人机等），在相同时间内相较居民步行

尺度的空间可达范围更广，所以居民能

够在传统惯常活动空间的基础上借助远

程供给而享受到更为广阔地区的服务。

相应地，居民实体出行到访的空间范围

也会由此而发生变化，总体上惯常活动

空间缩小，部分活动受线上线下引流而

到访更远。

相应地，也应将这部分远程配送服

务所带来的“弹性生活空间”纳入线上

线下社区生活圈范畴中 [图 2(c)]。所谓

“弹性”是指居民根据个人喜好、时间资

源和行动能力，灵活选择有限范围的出

行，或者距离不等的配送，而使其生活

空间拥有的一定弹性变化。“弹性生活空

间”使不同社区的生活圈重叠变得更为

明显。

线上线下的弹性生活空间对生活圈

规划提出新要求。在传统社区生活圈规

划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分析生活单

元内居住人群的特征及其需求，对居民

的日常活动空间展开时空间行为规划研

究[32]，充分考量在其弹性生活空间内利

用远程服务满足其需求的可行性，并在

其多样化需求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尽可

能多地采用远程服务，而不是一味地通

过实体设施提供服务。特别是偏远社区

和小规模社区，要特别重视弹性生活空

间对社区居民生活的支撑作用，以减少

服务设施配建成本，提高其运作效率。

2.3.2 中心弱化：大分散、小集聚的设

施分布

出于成本考虑，传统生活圈规划中

城市服务设施往往集中在优势区位地区，

以获取规模集聚经济。然而在线上线下

支撑下，受到机会成本、地租成本、建

设成本、交通成本等综合影响，设施布

局将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聚”趋势。

首先是“大分散”。一方面，传统设

施集聚在优质区位以争夺人流量和市场

规模，但也意味着更高的地租成本。线

上线下能跨越时空间障碍推动供需匹配，

线上引流，大幅降低了设施对优质区位

的依赖[33]，所以中心设施可以分散地流

向低地租区域，例如地块内、楼上等。

另一方面，线上线下服务设施总体趋向

功能复合化、体量小型化、运作云端化，

建设成本显著降低[23]。以无人终端为代

表的线上线下设施可以分散式地嵌入社

区内部，以更加贴近市场，满足居民的

高频日常需求。

其次是“小集聚”。一方面，同类型

设施会具有相似的区位选址偏好，从而

自发地聚集，例如各物流公司的网点往

往紧邻；另一方面，一些线上线下服务

依赖高频的线下资源配送，而小规模集

聚可以降低第三方中介（配送骑手）的

交通成本，例如外卖工厂[34]。
因此，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中心

性将会弱化。传统设施是规划干预下的

同类分散、异类集聚（例如邻里中心），

以尽可能有效地提供多样化服务；但线

上线下设施已经具备较大的市场腹地，

所以往往是市场推动下的同类集聚、异

类分散，以契合设施自身的发展需求。

相较传统生活圈，线上线下的设施布局

和服务方式能够实现服务要素更加全面

的覆盖和有效供给，为每个个体提供更

为均等、精准的城市服务。

2.4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4层8类”

设施配置

基于上述社区生活圈的功能、形态

特征，以及新时期居民对虚实融合服务

的需求，按照服务对时间的敏感性和对

空间的要求，尝试构建线上实时、5 min
到场、15 min到场、30 min上门等4个圈

层体系（表 1）。同时，在《社区生活圈

规划技术指南》和《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指南》基础上，总结出商业购物、生活

餐饮、医疗卫生、终身教育、为老服务、

文体娱乐、创新平台、交通出行等 8种
服务类型。围绕上述体系架构，本文综

合现有文献、国内外优秀案例报导、规

划实践成果等，提出设施配置的建议用

地类型与空间规模。见表2。
受篇幅限制，表1、表2仅列出线上

线下社区生活圈中相对传统生活圈新增

或转型的设施。实际上的线上线下社区

生活圈既包含了线上线下新设施（以下

简称“新设施”），也囊括了传统的服务

设施。新设施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传统设

施的转型、改造、升级。学校、剧院、

青少年宫等传统设施仍旧重要，但暂时

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因为还没有出现

类似的虚实融合创新实践。未来可根据

实际情况，逐步扩展线上线下生活圈的

设施体系。

线上实时服务圈支持非面对面交流

的信息传递服务，如缴费查询、知识获

取、状态监测等。这类服务对活动空间

和物质运输没有要求，具备完全线上化

条件。因此，可以以城市、区域为单位

打造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承载此类服务

需求，从而节约城市空间。在实施时，

应重点打通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渠道。

表1 线上线下生活圈的新设施配置示例
Tab.1 Examples of new facilities with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life circle

线上
实时

5 min
到场

15 min
到场

30 min
上门

商业购物

网上银行

无人售货铺
快递网点

物流配送
中心

生活餐饮

云端政务
线上缴费平

台

智慧体验
网点

智能保安亭

外卖配送
中心

生鲜配送
网点

家政服务
网点

医疗卫生

云医院
心理咨询

平台

医疗检测
站

上门检测

终身教育

慕课、线
上学堂

早教到家

为老服务

AI健康管
理平台

社区日照
养老网点

文体娱乐

云旅游
VR场景馆

自助图书
终端

24 h图书馆
多功能运动

场地
AR街道公园

创新平台

远程会议室
咨询平台

胶囊办公舱
胶囊睡眠舱

共享际
人才服务

中心

交通出行

共享车停放站
智能充电桩

智慧公交车站

智慧轨道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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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到场生活圈支持时间敏感度

高、空间需求低的基础保障型服务。一

是这类服务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设备的

要求不高，可以通过物联网监测、无人

化运营来实现，布局成本较低；二是这

类服务的需求频繁，对空间邻近性和可

达性要求较高，需要广泛布局在居民楼

下、小区内部、道路两侧等。为满足上

述需求，这类服务设施应当具备体量小、

空间灵活、布局分散等特征，如无人售

货机、胶囊舱、智能充电桩等；服务半

径以居民步行5 min距离为标准，即以住

所为中心的 300—500 m。虽然这类设施

后端依赖智能物联，但前端仍需要人工

维护，需要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运维机制。

15 min到场生活圈支持时间敏感度

适中、空间要求较高的基础保障与品质

提升型服务。一是这类服务注重场景氛

围与面对面服务，对线下的服务设备和

服务人员也有一定要求；二是这类服务

多针对某一特定群体而并非覆盖全人群，

需求较 5 min服务圈而言稍少。受经济、

空间、社会成本等限制，此类服务适合

在传统设施基础上改建，如共享办公室、

体验馆、日照养老网点、医疗检测站等；

服务半径以居民步行15 min距离为标准，

即以住所为中心的1—1.5 km。
30 min上门生活圈对应弹性生活空

间，支持时间敏感度较低、空间要求较

低，且远程配送供给主导的服务。这类

服务的地点往往在家、办公室等需求发

起处，或是没有明确限制，具备上门服

务的条件；时间灵活度高，需求方和供

给方可以提前预约、自由商议时间。因

此，在线上平台的支持下此类服务的范

围适合以供给方配送（电动车、无人驾

驶车出行）为标准。考虑到服务的匹配、

准备等均需要耗费一定时间，故服务半

径为以住所为中心的3—5 km，即相关设

施布局在距离市场主体3—5 km范围内的

交通相对便利、地租相对较低的区域。

与此同时，在道路交通布局时也应当预

留高效率的慢行交通网络，以支持短途

物流配送和人员流通。

3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规划探

索：以武汉光谷科学岛为例

在2022年武汉光谷科学岛的“15分
钟服务圈设计指引”项目中，以“数字

赋能”作为城市服务体系设计原则之一，

率先在规划中落实了线上线下生活圈理

念。光谷科学岛位于武汉市东部、武汉

新城中部核心区，是湖北省光谷科创大

走廊战略的创新源头，研究意义突出；

作为新城待建区域，其总面积为 17.15
km2，预计人口 6.7万人，相当于 2个完

整居住区，规模适中；兼具产业园区、

居住小区、商务中心等，功能全面、空

间种类丰富，具备研究代表性；预计入

驻人群为科学家、高端服务人员、企业

主等，其生活、工作的智慧化程度较高，

更易接受线上线下的城市服务运作模式，

具备研究典型性。

3.1 需求分析

首先，结合实际情况与规划定位，

明确人群属性。东湖科学城作为规划待

建新城，根据《东湖科学城国土空间规

划（2021—2035年）》（同步编制），科

学岛区域分为启动区、科技研发区、大

科学装置区、综合服务区等 4个组团，

主要用地构成如图 3所示。由此，可以

根据各组团的主导产业和用地构成，预

估拟入驻人群的年龄、收入、生活习惯

表2 线上线下新设施的具体配置建议（部分）
Tab.2 Suggestions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new online and offline facilities (partial)

设施分类

商业购物

生活餐饮

医疗卫生

终身教育

为老服务

文体娱乐

创新平台

交通出行

设施名称

无人售货店

快递驿站

智慧体验网点

外卖配送中心

家政服务网点

医疗检测站

早教到家

老年大学

社区日照养老网点

自助图书终端

多功能运动场地

AR街道公园

共享际

胶囊睡眠舱

胶囊办公室

智能充电桩

智能公交车站

智能轨道站点

功能

线下选购、线上识别扣款

线上调度、线下高效运输

线下体验，线上下单购买

线上下单，线下多餐饮集聚送

线上选择，线下上门服务

线上问诊，线下体检

线上课程，线下邻里组班实践

线下连锁校区，线上直播云课

线上监测问诊，线下上门照护

线上共享资源，线下实体借阅

线上音视频互动，线下智慧体验

线上线下同步畅游

线上支付，线下共享社交空间

线上查询预约，线下前往休息

线上查询预约，线下自助办事

线上查询，线下充电

线上监测、付款，线下乘车

线上监测、付款，线下乘车

兼容用地类型与规模建议

R/A/B/M/W, 20—50 m2
R/B/M/W, 10—30 m2
B/W, 80—150 m2

R/B/M/W, 400—800 m2
R/B, 50—100 m2

R/B/M/W, 100—300 m2
R/B, 200—500 m2
R/B, 1000—5000 m2
R/B, 200—400 m2
R/A/B/G, 2—5 m2

R/A/G, 200—1000 m2
R/G, 1000—3000 m2

R/B/M/W, 200—1000 m2
B/W/M, 2—3 m2
R/A/B/S, 2—3 m2
结合停车位设计

按照公交站点标准建设

按照轨道站点标准建设

案例参考

2017上海Bingo Box
2019北京菜鸟驿站

2022广州华为智能生活馆NewPark店
2017南京市秦淮区金銮大厦外卖工厂

2020温州洞头区北岙社区便民服务点

2021杭州市余杭区葛巷社区智慧健康站

2021北京幼起点智慧托育早教

2020广州盛年大学

2020山东日照郑州路社区智慧康养

2021广州楚杰ker自助图书服务终端

2021唐山益民园智慧社区

2021深圳罗湖区笋岗立交社区公园

2022深圳创富港罗湖金丰城店

2020重庆江北机场

2018日本东京Station Booth
2017上海静安怡景苑特斯拉充电桩

2022长沙梅溪湖智慧公交站台

2019广州地铁3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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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 3）。对于建成区而言，还可结合

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以提高精度。

其次，根据人群的时空分布和生活

习惯，明确公共服务的重点配给内容。

由于科学岛建设还在起步期，缺乏时空

间行为数据，故本文模拟了该区域人群

的时空分布（图 4）。以“启动区”组团

为例，该区域预计生活2.0万人，住户的

家庭单位小，工作时空弹性大、居家办

公概率高，在工作日白天也可能驻留在

住所内；在晚上、周末仍可能有办公、

会议需求，需要前往公司或是安静场所

远程办公；周末可能举行家庭休闲活动，

前往公园、剧院、博物馆等。因此，启

动区不仅需要配置传统居住空间所需求

的商业、生活、养老等服务，对居家办

公的舒适性，以及生活餐饮、商业购物

的便捷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面，该区域住户年轻化、高知化，孩子

多为幼儿园、小学适龄儿童，因此优秀

的少儿教育服务也有利于该区域的人才

引进，见表3。

3.2 供给决策

结合传统设施的现状或规划方案，

提出新设施的空间布局和规模。以科学

岛启动区为例，根据表3，创新平台、终

身教育、商业购物是该区域公共服务的

配置重点，具体如下：

（1）创新平台方面，可以增设快速

到场的胶囊办公舱和短中期办公的共享

际，以满足居家办公、邻近办公的需求。

按照就业人口 1.2万人、居家办公比例

0.5估算①，其中：常态共用系数0.3，需

提供约1000个共享际工位；临时共用系

数0.05②，需提供约180个胶囊办公舱位。

图3 光谷科学岛的功能组团概况
Fig.3 Overview of functional clusters of Guanggu Sci⁃

entific Island

组团名称

启动区

科技研发区

大科学装
置区

综合服务区

主要用地
类型

R/M/A/B

M/A/S/G

A/R

B/R/A/G

人群类型

科研人员、
家眷

科研人员

科学家、
企业家

服务人员、
家眷

生活特征

年轻化；居家办公；
家庭活动

年轻化；高强度工作

中老龄化；重养身和
再学习；跨区域会议

高流动性；中低收入

需求类型

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

便捷式、一站式

休闲、便捷交通

基础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侧重方向

创新平台、终身教育、
商业购物

创新平台、生活餐饮、
文体娱乐

文体娱乐、为老服务、
交通出行

商业购物、生活餐饮、
创新平台

表3 光谷科学岛各组团的人群活动特征与配置需求
Tab3.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 needs of each group in Guanggu Scientific Island

图4 光谷科学岛的人群时空活动图（模拟）
Fig.4 Spatial-temporal human activities in Guanggu Scientific Islan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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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布局时，胶囊办公舱可以围绕居

民日常活动高密度区，灵活、分散配置

在宅前空地、绿地广场，以及高架桥底、

绿化隔离带等灰色空间；共享际可以布

置在地块内部的居民日常活动中、高密

度且低地租区域。

（2）终身教育方面，组团中部配建

有一所中学、小学，居住区内部配建有

多所幼儿园，基本能够满足教育需求。

考虑到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偏好，可

以建设早教到家网点，提供定制化的课

外兴趣培养、早教课程等。早教到家网

点可以结合幼儿园设置，也可以在邻近

公园处新建，便于开展户外集体活动。

（3）商业购物方面，组团东侧集中

的商业街便捷性不高，而居住区外临街

设置的店面则较为零散、短期内营业率

低，故电商网购仍是启动区重要的商业

支撑。因此，应当以小区为单位设立快

递网点、相邻楼栋建立共享“蜂巢”，完

善物流终端网络；布局 24 h无人售货铺

和若干售货机，在新城建设期间满足临

时购物需求。

（4）除上述重点配置的服务外，还

要适当布局生活餐饮、文体娱乐类设施，

例如满足购物消费需求的无人售货站、

快递驿站，满足文体休闲需求的AR公园

等，以进一步提升区域吸引力和服务完

备度。

上述配置的设施多侧重于 5 min到
场、15 min到场两个层级。启动区的规

模较小，属于邻近建成区的 30 min上门

辐射范围内。因此，在建设初期，可以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远程享受其他区域

提供的 30 min上门服务，例如外卖、生

鲜配送等，以提升区域生活品质。相关

布局如图5所示。

3.3 规划策略

一是在规划衔接上，建立控规—修

规间的服务设施配置传导机制。建议将

线上线下服务新设施的配套布局列入控

规的公共服务专题研究清单，按照“人

群特征—活动时空分布—需求剖析—设

施供给”的思路，明确线上线下服务的

典型分区和设施名录，包括线上线下服

务设施的供给类型、规模、分布等管控

指标，并在修规中落实建设。同时，由

于相关设施主要与其他类型用地复合利

用，涉及微观空间建设，因此其设施位

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灵活调整，依据具

体方案深化确定。

二是在设施配给上，建立以城市为

单位的智慧服务平台，以及设施动态建

设的运营机制。首先，整合线上线下服

务资源和需求资源，依托线上线下智慧

平台评估居民使用服务的时空间行为，

结合公众反馈，在区域层面灵活调度、

动态建设线上线下设施；根据利用效率

和社区需求，将低使用率区域的设施向

高使用率区域动态转移。其次，考虑新

设施与传统设施在满足居民需求时的替

代/补充效应，以及各自的优势，设定合

理的新设施配置比例与规模折算系数，

以提升城市服务体系韧性。

三是在支撑体系上，建立“天—地”

一体的服务运输廊道。以较高标准配置

区域慢行系统，预留地块间、地块内部

的快速骑行配送廊道，并提出廊道宽度、

密度建设要求；在规划时建议预留空中

运输廊道，廊道内限制高层建筑与高压

走廊等，并结合城市风道系统协同规划。

四是在运营方式上，建立社区级的

“政—企—民”协作治理机制。线上线下

的活动时空碎片化、设施建设规模小数

量多，所以有必要以社区为载体搭建协

作平台，以提升设施运营效率与水平。

同时，为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投入，应

当由政府牵头，推动社会资本积极入场；

建立公开、透明的协作治理和公众监督

机制，不断规范和改善线上线下设施

运营。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信息时代虚实融合的线上线下服务

提高了居民幸福感与城市活力，也深刻

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空间。

为适应新趋势、满足新需求，实现理想

生活圈目标，社区生活圈需要更新理念

与规划方法。本文基于线上线下社区生

活圈构想和线上线下服务的实际情况，

再次探索并更新其理论内涵，系统分析

其功能、形态，并提出设施配置指引与

规划方法。

首先，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功能

相较传统生活圈更为丰富。依托虚实融

合，它能够实现跨时空间的供需匹配，

扩大设施服务范围和居民选择范围，推

动城市服务均等化；超越社区生活圈

图5 启动区的线上线下设施布局示意
Fig.5 Schematic layout of online and offline facilities in the project laun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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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服务”的限制，将高等级服务远

程输送到社区一级，推动社区服务多元

化；不仅提供日常生活服务，还能够支

撑远程办公、居家办公等，利于职住融

合并契合活动碎片化趋势。上述发现有

助于加深规划研究者对线上线下服务的

作用、优势、机理的理解，也为后续社

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理论基础。

由此，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形态

也更为复杂。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不仅

包含传统的惯常活动空间，还需要考虑

居民使用线上线下服务的空间。在线上

线下调度下，供给方的远程配送一定程

度上替代了居民出行，使得支撑居民日

常生活的空间实际远超出其线下活动空

间，即社区生活圈的弹性扩张。其次，

传统社区中心的中心区位消退，设施选

址因素重构而演化为“大分散、小集聚”

布局，从而实现服务要素的全面覆盖和

有效供给。上述发现架构了线上线下服

务与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桥梁，推动信息

时代生活圈理论的更新与完善。

因此，本文围绕上述趋势和特征，

架构了“4层8类”的线上线下社区生活

圈设施配置体系。“4层”是指围绕服务

可达性、需求水平与实现方式，提出的

“线上实时—5 min到场—15 min到场—

30 min上门”4个时空间范畴。“8类”是

根据现有生活圈配置指南与现有实践案

例提出的商业购物、生活餐饮、医疗卫

生等 8类服务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实

践应用，从空间规划视角提出了各类设

施的主要功能、用地布局与规模建议。

上述结论可以为社区生活圈规划与未来

社区营造提供参考。

最后，以武汉光谷科学岛的服务圈

规划为例，应用了上述方法。在实践上，

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更加强调居民时空

间行为的调查[35]，从居民的个体需求出

发到设施的服务供给，再依据服务的实

现方式与可达性配置相应设施。同时，

也提出了系列规划管理上的建议。上述

应用进一步阐释了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的特征，以及规划配置方法。

4.2 不足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本文重

点探讨了当前时期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

的内涵和功能形态特征，但对于其设施

配置方法还不够精细和全面，所选择的

光谷科学岛案例也侧重于方法的应用示

例，还未获得建成运营后的实施反馈。

二是线上线下生活圈的内容正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其设施配置方

案的体系构成、设施规模等还有待持续

观察、验证。三是受篇幅限制，没有讨

论线上线下服务对传统设施的影响以及

传统设施在配置上需要做出的调整等。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中

国建设，城市服务的虚实融合化持续推

进，其深度、广度还在不断拓展。数字

服务的智慧性和流动性进一步提高，将

对城市服务造成巨大影响：远程诊疗完

善后足不出户解决基本就医需求，医疗

体系是否重构？XR技术大幅满足了人的

精神需求，文化和教育设施如何转型？

有着医护机器人24 h的贴心照料和VR娱

乐，养老设施的内容和布局会否发生改

变等。可以预见，城市空间面临新一轮

的“数字革命”，也带给城市空间进一步

优化的契机：对于旧城更新而言，流动

的线上线下设施能够提高城市空间利用

绩效，所节约的空间可以布局更多侧重

体验的绿色开敞空间；对于城市结构而

言，扁平、均等的线上线下设施一定程

度上降低中心区位的重要性，推动城市

空间去中心化，疏解城市中心的功能，

推动郊区社区的发展，提升城市空间的

整体绩效等[36]。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 依据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2)，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4.69亿，

占网民整体45.4%。在此取50%。

② 按照日常 8:00—22:00的办公时间，每次

临时办公1小时计算，即除常态共用之外

的办公人群平均每小时使用概率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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