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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城市化进程持续深入的当下，城市发展正面临着全新的动力挑战以及空间

层面的深刻变革。传统“增长主义”模式下，城市发展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

化，以及延伸的房地产动力，其动力空间表现为新城新区形式。但随着城市步入以城市

更新为主导的“结构主义”时代，城市动力及其空间皆面临深刻变化。基于历史比较视

角，结合城市在不同阶段的战略规划实践，指出“城市动力空间”是影响规划转型的关

键要素。同时提出，新时期城市发展动力主要源于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创新驱动、生活

方式变革催生的消费与文化驱动，以及信息技术变革带动的网络驱动等。与这些功能相

匹配的“新动力空间”及其建成环境的生长规律将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Abstract：A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continue to deepen, cities, undergoing profound

spatial changes, are seeking new dynamism. Under the conventional "growth doc‐

trine", urban development has relied heavily on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fast-paced ur‐

banization, and real estate booms, with spatial manifestation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towns and new districts. However, as cities enter the era of "structuralism" cen‐

tered on urban renewal, both urban dynamics and spatial forms are undergoing funda‐

mental transformations. Adopting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drawing on

strategic planning experiences of cities in different stag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urban

dynamic spaces as pivotal forces driving new planning paradigms. The drivers of ur‐

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clude innovations triggered by shifts in produc‐

tion models,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dynamics spurred by the evolving lifestyles,

and network dynamics propell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se emerging dynamics necessitating the creation of new dynamic spaces and their

built environments, significantly shape contemporary urban spati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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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近期有许多文章[1-3]在回顾与总结中

国城市规划建设近 40年的成就与挑战，

其目标是判断过去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逻

辑对未来是否适用。笔者也从“增长主

义”“结构主义”视角对不同阶段的发展

模式进行了初步判断，但并未就不同模

式中的核心变量——“城市发展动力空

间”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

发展模式中，快速城镇化与快速工业化

是城市两种核心动力。快速城镇化带来

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劳动力市场扩大，也

促进了房地产的发展。据统计，1978—
202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 18%增长至

66%，城镇人口从 1.7亿人增长至 9.3亿
人，人均住房面积也从 6.7 m2增加至约

40 m2，住房建筑净增约 360亿m2。快速

工业化则带来产业集聚，促进了生产效

率的提高，成为城市强大的经济增长动

力，45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622亿元

增加到 39.9万亿元。快速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催生城市规模扩张，也促进了规模

拓展为主导思路的城市规划的广泛编制，

学界一般总结为“增长主义”的规划。

然而，伴随城镇化下半场的到来，经济

周期下行、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工业生

产过剩、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叠加，传

统动力模式难以为继，土地资源配置从

外向扩张转向存量时代，城市内部更新

成为优化空间、实现价值、促进资本循

环的有效途径。城市发展正经历从“增

长主义”向“结构主义”转变的窗口期，

对于新型动力与动力空间的研究在城市

规划中显得更为重要。首先，城市动力

的错误判断或低效空间一旦形成，则大

量投入难以收回成本，并加剧后期再调

整的难度。其次，当前对城市动力空间

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尚未形成，对于动力

空间的规划实践、识别方法及其演化规

律的理论支撑不足，难以为城市动力空

间的科学规划、建设、治理提供支持。

因此，重新审视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和

动力空间规划设计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

议题。

本文基于城市动力空间的国内外理

论基础，一方面对近30年一系列重要的

中国城市的规划实践进行归纳与回顾，

总结“增长主义”与“结构主义”时期

城市动力空间的不同形成机制；另一方

面基于多元大数据的动力空间规律研究，

探讨如何以科学逻辑为基础，通过创新

的空间规划供给，寻找并持续激发城市

的新动力与动力空间。本文通过理论与

实践的对照研究，探索新的动力来源与

运行规律，更新与深化对于城市动力及

其空间组织机制的认识与应用，旨在为

城市规划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工

具，以应对城市发展中的动力不足问题，

推动城市更加活力、高效与可持续

发展[4-5]。

2 城市动力空间研究的文献综述

城市动力学(Urban Dynamics)由For⁃
rester于1960年代正式提出，是将系统动

力学（System Dynamics）延伸应用于城

市系统的研究[6]，首次将城市看作一个整

体系统，探索人口、住房存量、企业数

量、税率等主要动力间的动态关系以及

对城市吸引力的影响[7]。城市动力学研究

中一个重要分支是将城市动力与城市空

间相结合，形成城市动力空间研究；与

之类似且具有较强关联的是从经济地理

学视角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规律的研究；

随着多元数据获取和应用探索不断深入，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活力研究也广泛出现。

广义来看，目前城市动力空间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 3个流派：系统动力学衍生的

城市研究视角、经济地理学视角以及基

于大数据的城市活力视角。

2.1 城市研究视角：侧重城市动力机制

研判

城市研究学派主要是研究城市的形

成、发展趋势与功能的各种流派，有较

多学者[8-12]将经济学讨论的城市动力从城

市经济、人口增长扩展到空间扩张，将

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展与内部空间重新组

合、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物的改变等作为城

市发展动力的界定（表1）。张庭伟[8]认为

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来自政策力、经济

力和社会力的共同作用；吴志强等[12]、
Hamdy等[9]则因更关注空间布局变化的驱

动机制，重点归结于外资投资或交通可

达性、规划区位、服务设施、自然环境

等基础要素。虽关注点各有差异，但经

济、社会、环境的分析逻辑较为清晰。

此外，城市研究学派也侧重于城市动力

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系，如：黄亚

平[13]提出城市动力是城市经济、人口与

社会、环境发展动力的综合与统一；马

丽等[14]、王小广等[15]从内生和外源、市场

和政府等视角出发构建多层次指标体系，

进一步探讨资源环境本底、生产消费经

济活力、科技创新与基础设施的软硬件

投入、贸易金融等政策导向引发的动力

影响。

2.2 经济地理学视角：探讨经济活动的

空间集聚规律

经济地理学主要是研究经济活动的

空间集聚规律。关于经济增长和产业集

聚相互促进加强的研究，其实质是将城

市动力与空间进行耦合探索。

这一判断由 Martin等[16]和 Baldwin
等[17]提出。Marshall的外部经济论、We⁃
ber等[18]的工业区位论、Fujita等[19]经济集

聚与区域发展理论等研究推进，以及

Brulhart等[20]对欧洲实证研究，国内学

者[21-24]对长三角和沿海城市带的相关研

究，均揭示了经济发展和工业产业集聚

度的正相关关系，即聚集经济形成动力

空间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城

市发展效率。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

会，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也显

示了类似的特征，以创新、文化等要素

集聚作为依托的动力研究也成为新一轮

的焦点。Romer指出，企业追求由创新

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倾向于在创新活

跃的地区进行投资，这导致经济增长集

中在创新集中的地区[25]。国内学者[26-29]对
创新集聚空间的相关研究，如区域创新

关联网络、长三角区域创新格局的实证

分析，也均表明了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发

展与创新要素集聚的密切关联，由大学、

研究机构、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集聚构

成的创新动力空间，具有高度的内外部

网络联系和知识共享能力。陈建军等[30]

通过对全国 222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提出

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框架，强调信息

水平对集聚空间的带动作用。文化创意

产业也迅速成长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特征[31]。姜玲等[32]发现文化创意产

业的集聚总体上产生正效益，如资源共

享、成本降低、创新增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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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活力视角：探讨活力分布特征

与形成机制

由于表征城市居民活动的城市大数

据不断累计，一些关于城市动力的研究

转向基于以人群集聚为核心表征，即将

关注点聚焦在百度热力、微博签到等数

据，强调城市“活力”的研究。Huang
等[34] 、Zhou等[35]、Yu等[36]等学者也将经

济和社会整体表现[37-40]，或咖啡店、小

型餐饮、文化要素等设施作为评价城市

活力标准，但其理论来源主要源自雅各

布斯的邻里活力，认为城市活力是城市

中丰富的活动和良好的生活场所所产生

的表现，取决于人们聚集的社会建构。

此外，在评价城市活力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聚焦于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特征

如何帮助创造这种多样化和充满活力的

城市生活。以建成环境五要素理论（5D）
为指导，聚焦探讨人群集聚为表征的活

力背后，城市建成环境、功能形态等因

素的影响程度。由于时空大数据的可用

性日益增强，且与统计数据相比具有对

城市活动进行空间映射的优势，因此，

模型化、定量化的分析层出不穷，实现

了不同时间 （工作日—夜间—双休日）

和空间 （历史街区、滨水区、街道等）

的精细化分析。如：Li等[41]通过空间回

归模型 （OLS、莫兰、GTWR） 探讨密

度、设计、多样性、可达性等指标对深

圳不同时段活力的影响；宣蔚等[42]通过

OSR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居住人

口、功能业态、城市环境与交通设计对

合肥城市活力空间的影响；王波等[43]针
对广州中心城区“多节点”活力格局，

从区位、功能混合度与密度出发进行分

析预测。综合来看，研究结论大部分侧

重于要素影响程度的判断和存量空间优

化建议，对于城市更新有较强的指导

作用。

2.4 现有城市动力空间研究的局限

目前，城市研究、经济地理研究和

城市活力等 3个学派对城市动力空间的

研究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定局

限与不足。城市研究更多涉及城市动力

相关指标与内涵界定，经济地理学视角

的研究更多是趋向城市之间关系而不是

以城市作为对象，城市活力研究更多对

现状进行数据画像与特征描述。三者共

同的不足是缺乏从城市规划实践角度对

城市动力空间的研究，或者说动力空间

的研究与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分离，不

能有效指导实践。

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基础，

尤其是从城市规划实践出发，再回顾近

30年来城市战略规划，从城市规划专业

实践者角度对城市动力空间展开深入比

较研究，通过分析若干超大特大城市过

的规划实践，探究不同阶段城市动力及

动力空间谋划，明晰其对规划的关键

影响。

3 实践角度的城市动力空间转型：

结构主义视角

回溯城市发展动力与动力空间研究

的中国实践，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

从大规模扩张迈向城市更新的关键转型

阶段，且这一转型在多个层面有所体现。

有两个问题经常被提及：城市发展的新

动力是什么？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在哪里？

组合起来就是新时期“城市动力空间”

表1 城市研究视角城市动力机制分析的相关梳理
Tab.1 Theoretical review on urban dynamic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tudies

学者

张庭伟[8]

Hamdy O, et al[9]
De la Luz Hernández-Flores M,

et al[33]

马海涛，等[11]

吴志强[12]

黄亚平[13]

马丽，等[14]

王小广，等[15]

仲量联行《城市发展动力指数
City Momentum Index 2019》

城市动力内涵

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展、内部空间重新组合

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物的改变

城市化与改变或影响地景的过程

人口增长、用地拓展、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土地利用

取得最佳综合效益目标和
协调发展的城市建设目标

城市增长

城市经济活力

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动力机制和驱动要素分析

政府力、市场力、社区力

交通可达性、规划区位、服务设施、自然环境

社会福利、人口增长率、移民比例、受教育年龄
二、三产就业比例、到采石场/学校/城市区域/道路的距离

政府驱动（产业园区与优惠政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市场驱动（企业及自筹资金占固
定投资比重、金融市场活力、社会商品零售额）；科技驱动（科技论文发表数、大学与科研工
作者数）；对外贸易（外贸依存度、贸易畅通度、资金融通度）；对外交通（路网密度、设施连
通度）；对外政策（政策沟通度、清廉指数）

外资投资，交通可达性、规划区位、服务设施、自然环境等基础要素

技术及信息的传播、人口迁移、资金流通；控制中心（尤其在经济领域）、人口自然增长；经
济要素发展（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人力储备能力、参与能力）；创新研发能力（创新投入力度、产出能力）；内资企业
活力（内资企业规模、民营经济活力）；内需消费能力（相对消费能力、绝对消费能力）；自然
环境支撑力（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支撑力）；社会环境支撑力（城市建设、社会保障支撑力）

集聚力（人口、资本、产业）；创新力（科研基础、产业创新能力、多样性、创新效果）；市场活
力（市场主体活力、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影响）；韧性（抵抗冲击能力）；经济发展成果（经济增
长领先度、经济发展领先度）；辐射力（城市与所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城市与所在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交通便利度、城市间关联程度）

经济发展动力（经济产出、航空互联互通性、零售销售额、企业总部、外商直接投资）；社会
发展动力（人口）；商业房地产发展动力（吸纳量、租金、办公楼、商铺、酒店、投资交易、市场
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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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

笔者试图从两个视角来回答：一是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实践者是如何

回应的；二是各个具体实践背后是否有

能够提炼和总结的一般性规律。笔者在

《当前阶段的规划需求和实践创新》 [44]一
文中讨论了“增长主义”和“结构主义”

（表 2），本文延续这一思路继续开展

研究。

在“增长主义”时期，城市的发展

主要受广泛的外部环境动力影响。一般

来说，这个时期的城市动力主要包括快

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以及延伸的房地

产等三大主导因素，表现为经济的快速

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对房地产的

巨量需求。许多的规划实践表现为对新

城新区的建设谋划，空间跨越发展成为

主要规划方法。

在“结构主义”时期，传统三大动

力难以持续，快速工业化转为创新驱动

阶段；快速城镇化进入城镇化下半场，

进入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一些城市还

进入收缩阶段；房地产也进入新模式，

“房住不炒”成为主要方向。最为关键的

是城市进入了城市更新时代，进入了

“总量不变，结构调整”的“结构主义”

阶段。这阶段的核心动力聚焦在新质生

产力，进入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主导、

生活方式变革的消费和文化主导以及信

息技术变革的网络化主导阶段，而城市

发展动力的变化也将深深影响城市动力

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结构。

3.1 增长主义阶段的实践

当前阶段对城乡规划的反思较多，

其实更多由于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不适

应从“增长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

型，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在土

地财政与土地金融的影响下，城市表现

为快速扩张与新城新区建设，其规划建

设的逻辑也相对简单，是城市规划的

“春天”，本文也试图借鉴笔者参与的几

个城市战略规划对此进行简单回顾。

3.1.1 动力来源：高速城镇化、工业化

驱动

增长主义时期 （1990—2015年），

城市所处的经济周期呈上升趋势，全球

化趋势整体向好，国内城市以工业发展

和人口迁入作为主要动力，总量增长驱

动城市对原有空间格局进行调整，积极

谋划建设新城新区和开发区，见表3。
3.1.2 动力空间需求与供给：新城拓展

与新中心建立

面对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增长的需

求，老城区相对局促的空间、传统的建

设方式均难以适应，因此，新城拓展成

为规划的核心命题。规划重点探讨多中

心的结构组织、新城建设模式等，为已

出现或即将到来的产业增长、人口增长

提供空间支撑。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

2000年广州城市战略之前，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在1996年就已经启动《哈

尔滨松北新区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彼

时全球化初兴，东北亚地区开始广泛合

作，大量日韩企业在此布局，围绕地缘

合作契机，加上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需求

促进，规划提出哈尔滨“跨江北上，开

发松北新区”的构想。通过行政管理中

心、边境贸易开发区、对外交通枢纽等

建设，支撑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经贸

城目标，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区建设模式。

2003年开始编制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

战略》基于“大国首都、世界城市、文

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判断，提出

疏解主城过于集中的功能，在京津走廊

上谋划建设较为大型的永乐新城，后在

2016版北京市总体规划工作中调整为通

州城市副中心，内在逻辑依然是外围布

局新城，以推动城市有序发展。

3.1.3 成效与思考

整体来看，经过二十余年发展，一

批产业定位清晰、基础设施完善、服务

功能相对完备的新城新区，作为城市副

中心或特色新城逐渐成熟，较好支撑了

城市增长的需求，发挥了城市动力空间

的价值。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动力的

减弱，大量建设过快的新城新区有些成

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低

效用地集聚的典型地区，成为亟须调整

和优化的重点地区。这意味着城市发展

动力及其所匹配的动力空间的需求逻辑

已经发生转变，需要适时调整。

3.2 结构主义阶段的实践

3.2.1 动力来源：多元产业要素主导

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受“经

济周期”的影响和“被追赶的经济体”

影响。前者表现为经济发展处于波峰和

波谷哪个阶段；后者影响经济发展的动

力推动要素，是一般工业化的跟随还是

处于创新驱动的被追赶。当前，中国经

项目

周期表现

逻辑主线

发展动力

发展机会

规划需求

代表规划案例

增长主义

长中短周期力量方向一致

周期同步，总量增长

工业化、城镇化、房地产主导

在总量的变化中寻找发展机会

新城新区，城市跨越式增长

哈尔滨松北区发展规划（1996）
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03）

结构主义

长中短周期彼此冲突

周期波动，结构演进

创新主导、消费主导、文化主导以及网络化驱动等

从结构的变化中寻找发展机会

城市更新、城市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结构

武汉2049城市发展战略
杭州2050城市发展战略
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
广州2049城市发展战略

表2 “增长主义”与“结构主义”城市发展与规划对比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rowth doctrine and the structuralism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城市

哈尔滨

福州

北京

城市功能定位

东北亚重要的制造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
科技文化名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福建省的政治中心，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
区域中心城市与门户城市，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

大国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城市空间结构

跨江发展，重点建设松北新城

东进南下、沿江向海，重点建设
南台岛副中心和滨海新城

双十字双城多核，重点建设建设
永乐新城

表3 “增长主义”时期城市规划中城市动力与动力空间发展思路
Tab.3 Urban dynamics and dynamic spaces in the growth-dominated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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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处于彼此冲突的长中短周期，塑造了

更加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由跟随的工

业化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领跑型的新型

工业化转型，发展动力和模式更加复杂，

叠加当前中国城镇化达到 66%以上后，

城市受房地产驱动的增速也显著放缓。

整体来看，无论工业化、城镇化、房地

产以及城市空间发展，均处于结构调

整中。

3.2.2 动力空间的需求与供给：专业

化、差异化的动力地区形成

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2015年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的发展强调

“一个尊重，五个统筹”，城市新一轮的

规划重点转向了功能定位以及空间结构

的调整，笔者也提出了城市发展从“增

长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型。

城市的功能定位在技术上有许多新

的突破，一方面受全球城市理论和价值

区段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在

全球和区域网络中的地位，尤其聚焦在

控制力和影响力上，比如上海提出了

“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武汉提出了

“国家中心城市”目标。

城市从增长主义转向结构主义，城

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也成为城市战略规划

重点。上海空间发展率先强调用地零增

长，空间发展方针表述为“中心辐射、

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笔者

参与上海“十四五”空间发展专题研究，

进一步提出“重点地区”和“潜力地区”

的动力空间重点。见表4。
3.2.3 成效与思考

整体来看，从“增长主义”时期的

规划转向“结构主义”时期的城市规划，

核心是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型和动力空间

的重新定义。城市发展动力更注重从全

球和区域网络谋划城市的控制力和影响

力以及促进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目前

诸多超大特大城市均注重城市创新功能

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供应链中链

主企业的带动作用，注重交通枢纽功能

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文化功能等。

这些功能与空间之间存在着匹配、耦合

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应优化动力要素和

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强调功能与空间

匹配的形态，并给予相应的基础设施支

撑网络和要素匹配。新的城市动力空间

与传统的主副中心结构不同，其功能不

仅是为城市周边地区的配套服务，更是

体现城市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核心功能。

通过进一步挖掘动力空间规律，构筑新

的城市中心体系，形成更具有韧性的动

力体系，是发挥城市规划引领作用的重

点内容之一。

4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动力空间规

律的进一步研究

吴志强等[45]指出，可以在多源、异

构的复杂城市数据中获得依靠人的观察

难以感知的特征和规律。因此，本文提

出基于城市多源大数据，构建用于剖析

城市动力空间运作机制的解析模型，并

围绕模型尝试剖析三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动力空间要素配置，明确影响动力空

间发展的核心要素；二是通过定量的聚

类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动力空间的精

准识别；三是基于识别的动力空间与建

成环境进行耦合分析，剖析建成环境对

动力空间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促进科学

的规划设计。

本文选取上海市作为案例城市进行

研究尝试，主要技术思路（图1）如下：

结合前文对当前城市发展动力的趋势性

分析。首先，选取 5种新兴城市动力进

行探究，并结合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

要素情况，围绕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要素

即“人才、企业、设施”，构建动力评价

图1 动力空间研究思路及技术流程图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echnical flow chart of dynamic spaces

城市

上海

杭州

武汉

广州

城市功能定位

卓越的全球城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独特韵味与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历史文化名城、
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

更具竞争力和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强化创新
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四大职能

国际商贸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全国综合性门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

城市空间结构

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

10个创新圈、10大魅力圈、组团都市联盟

高效链接的主城区（武汉三镇）与功能明确的
四大外围组团：大光谷，大车都，大临港，大临

空；三轴联动，双主四副

两洋南拓、两江东进、老城提质、极点示范

表4 “结构主义”时期部分城市规划中城市动力与动力空间发展思路
Tab.4 Planning concepts in urban dynamics and dynamic spaces in the "structuralis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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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动力空间：从增长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型 郑德高 张 亢 李鹏飞

体系，通过无监督机器学习初步筛选动

力空间（即要素聚集区域）。其次，通过

半监督机器学习分析城市动力空间形成

的核心影响因素，并且确定各类城市动

力空间的划分。最后，通过建成环境形

态和城市动力空间分布的耦合分析，判

断不同动力空间类型关联性更高的空间

形态。

4.1 动力空间的要素配置

在对动力空间的识别中，首先聚焦

动力空间的核心要素，围绕“人才、企

业、设施”3个方面构建评价要素表（表

5），并基于上海全域构建200 m栅格全覆

盖的渔网数据，将要素表中所有数据关

联到栅格上，从而形成面向上海 5类动

力空间、3个维度要素的数据集。

在构建的数据集基础上，首先对 5
类动力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降维聚类，

形成连续化数值的动力空间识别结果。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关注不同因子的影

响，从而确定不同类型动力空间的核心

要素配置。

在对上海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

“人才”相关要素对动力空间的形成具有

显著影响，明显高于“企业”和“设施”

要素。就业人口的集聚往往伴随相关产

业的集聚，人才的生产力与创新力是动

力空间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随着

具有专业技能和素养的人才不断集聚以

及所服务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升级，动力

空间的能级与竞争力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见图2。

4.2 动力空间的精准识别

在对5类动力空间进行初步识别后，

考虑到空间的连续性、地域的功能性，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动力空间分别确定阈

值来明确相应的空间分布。如上海：商

图2 上海五类城市动力空间XGBoost模型特征重要性前五名
Fig.2 The top five features of the XGBoost Model for five types of urban dynamic spaces in Shanghai

表5 动力空间识别的核心指标
Tab.5 Core indicato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dynamic spaces

动力空间类型

商业集聚区

高端制造
集聚区

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区

枢纽地区

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

维度

人才集聚

企业集聚

设施集聚

人才集聚

企业集聚

设施集聚

人才集聚

企业集聚

设施集聚

人才集聚

企业集聚

设施集聚

人才集聚

企业集聚

设施集聚

指标

餐饮行业工作人员；酒店行业工作人员；购物场景客流；酒店场景客流；丽人场景
客流；美食场景客流；亲子场景客流；运动健身场景客流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批发与零食类设施点；商业与商务服务类设施点

工厂蓝领工人

制造业企业

科研及技术服务类设施点

金融工作人员；写字楼白领；高学历就业人口；金融场景客流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金融业企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

金融与保险类设施点；科研及技术服务类设施点；商业及商务服务类设施点

交通设施场景客流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

交通运输与仓储类设施点

娱乐行业工作人员；景区工作人员；休闲娱乐场景客流；旅游景点场景客流；
运动健身场景客流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

运动与休闲类设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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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区类动力空间，识别出约 58.16
km2的空间，约占上海的0.76%；生产服

务类动力空间，识别出约 46.72 km2的空

间，约占上海的 0.60%；高端制造约

215.36 km2，约占上海的2.8%。

在对上海的 5类城市动力空间进行

初步评价后，对 5类空间进行叠加，发

现上海许多空间存在复合的功能，尤其

是中心城区，多为动力空间的复合区，

如商业复合区、生产性服务业复合区、

文化创意复合区等，而高端制度空间则

相对分布在城区外围，见图3。

4.3 动力空间与建成环境的耦合关系

为了更好地规划建设动力空间，本

文在识别动力空间以后，关注动力空间

与建成环境的耦合关系。虽然建成空间

的领域相对宽泛，但为了简化研究逻辑，

应用“高度、密度、强度”的高密强评

价体系[46-48]作为建成环境的主要评价标

准，通过聚类识别不同高密强的建成环

境，并与识别出的动力空间进行匹配耦

合分析，分析得出各类动力空间的建成

环境特征规律。

分别将建成环境的高度、密度、强

度按高—中—低值进行聚类，形成27种
空间形态，并分别与 5类动力空间进行

耦合，剖析不同动力空间的建成形态规

律（图 4）。初步发现，以历史街区或老

旧厂区作为独特空间承载的文化产业动

力空间往往具有中低等级的建筑高度、

强度与密度。商业动力空间在城市中具

有普遍性的特征，在建成环境类型中也

呈现出分布均匀性的特点。生产性服务

动力空间则与中度和高度发展的建成环

境中形成显著的关联性，其高密度的企

业集聚、便捷的交通网络、丰富的人才

资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实践中，既有控规体系中建成环境

相关的指标要求如容积率、高度、强度

等，更多针对新建地区形态的适宜调控，

缺乏动力适配的考量，导致城市动力需

求与空间供给之间缺乏有效联动，建设

运营与规划预期有落差，大量空间难以

实现良性运转与增值。因此，通过引入

动态规划理念，根据动力空间的发展变

化及时调整适合的空间布局和设施配套，

将有效确保城市建成环境与动力空间的

协调发展。当然基于高度、密度、强度

来代表研究建成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也将不断丰富建成环境的指标来深

化剖析两者的耦合规律。

5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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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海五类复合动力空间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types of composite dynamic spac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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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上海五类动力空间在27种高密强建成环境类别中的分布结果
Fig.4 Distribution of five types of dynamic spaces in Shanghai within 27 categories of high⁃density and intensive buil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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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动力空间：从增长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型 郑德高 张 亢 李鹏飞

面临新的动力挑战与空间变革，也对规

划学科发展提出新要求，需要从理论与

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并进一步

指导未来实践工作。传统“增长主义”

模式以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以及

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城市空间发展主

要在城市外围建立新城区和开发区等。

伴随着城市逐渐从“增长主义”向“结

构主义”转型，城市发展动力的原有

“三驾马车”难以持续，城市的产业升级

调整转向新质生产力主导的多元内源动

力，包括创新、服务、文化等新兴动力，

并在空间上也寻找新的耦合点，逐步成

为新时期城市动力空间的重要节点，将

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更新方向、城市

的机会空间规划等产生重大影响。本文

从“增长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阶段

性判断，以及对城市动力空间的理论、

实践及其建成环境成长规律的挖掘，期

望为城市规划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

和工具。本文也只是粗略地给出了动力

空间研究的框架，期望有志于这一领域

的同行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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