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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规划更多侧重于物质形态规划，更

为关注宏观尺度供给视角的空间资源配置，缺乏基于居民

实际需求的中微观视角的社区规划与研究，难以有效应对

人口多元化以及社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已有的社区服务

设施规划主要采用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作为配置依据。这

种平均化、单元式的配置思路不能适应由居民个体需求差

异所带来的多样化需求，亟需建立一套有弹性的社区设施

精细化配置的空间体系。

2018 年底，国家正式颁布《中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标准》GB50180-2018）提出十五分钟、十分钟、五分钟生活

圈层居住区概念，用于指导社区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配

置。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国内城市日益重视社区发展与

社会治理，纷纷开展社区生活圈等相关规划，促进社区建

设。各地实践探索的关键是如何围绕居民日常生活和行为

特征科学划定社区生活圈，成为指导设施配置的基本单元。

本研究以中山市主城区为例，从居民生活空间的角度出发，

创新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生活空间单元与居民实际

生活的互动关系，按照一定标准划定出若干社区生活圈。

二尧研究数据与方法

1.手机信令数据遥
随着手机终端的普及，手机信令数据具备的时空全覆

盖、绝对精细化和高时效等优势使其得到广泛关注。手机信

令数据是手机用户在移动通信网中活动时手机与基站之间

交换信息的记录，将一定范围内的基站所接收的信息集合

起来，就能识别出一个手机用户在这个范围中的活动轨迹，

能够反应每一个用户的日常行为、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本研究以中山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包含石岐区、东

区、西区、南区、五桂山街道办事处、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及

港口镇，总面积 427.96 平方公里，2017 年末常住人口 97.48

万人。研究提前了范围内 1969 个基站 2018 年 9 月、10 月、

11 月的手机信令数据（表 1），包含居住地数据 12030 条；非

通勤 OD 数据 921.1 万条。

2.研究方法遥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本研究主要运用的方法，

该方法直接比较各事物之间的性质，观察每一簇数据的特

征，将性质相近的归为一类，将性质差别较大的归入不同的

类的分析技术。主要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日常生活

出行的主要去向，将活动去向相近，且在一定范围内集聚的

空间归类到一个社区生活圈。按照 15 分钟步行可达范围，

社区生活圈的适宜规模为 3-5 平方公里；参考《中山市控制

性详细规划单元分区及编码体系研究》、《中山市公共服务

设施专项规划》对控规单元分区及社区的划分，以镇区行政

边界为划分基础，结合山水自然地理界限、高快速路、主干

道等，综合划定社区生活圈范围（图 1）。

图 1 社区生活圈划分技术路线图

三尧社区生活圈划定

1.居民出行特征分析遥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社区生活圈划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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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遥 本研究通过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日常生活出行的主要去向袁基于野人群要行为冶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定社区生活

圈袁将日常活动空间集聚形成的各个单元界定为生活圈袁并以中山市中心城区为例袁进行生活圈实证划定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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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手机信令数据提取方法与时间

居住地
1. 晚 18:00- 次日早 10:00 的月累计停留时长最长

的基站的用户数据

2.时长需超过 163800s，即 7 天 *6.5h

非通

勤 OD

1.提取当月工作地基站

2.提取当日早 6:00- 当日晚 22:00 持续时长超过

30min 基站

3.第二步内的基站减去第一步的基站

4.当月居住地与第三步的基站连线，统计当日来往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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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2018 年 9-11 月工作日非通勤 OD 数据分析居民

出行特征，提取中心城区各基站内出行人数排名前三（包括

基站内部出行）的目的地，识别居民日常生活出行的主要去

向，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费、休闲、游憩等活动。通过 921.1 万

条非通勤 OD 数据分析得到居民日常生活出行的 OD 图

（图 2）。以西区为例，演示社区生活圈划分的过程（图 3）。基

于居民生活出行特征，将出行 OD 在空间上聚类的簇群合

并为一个生活圈，同时考虑北二环路、狮滘口河的分割，将

既有规划空间单元合并为 6 个社区生活圈。

2.社区生活圈划分遥
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中心城区 50 个社区生活圈（图

4），平均面积 4.92km2。其中火炬区 12 个，东区 9 个，港口镇

8 个，石岐区 7 个，西区 6 个，南区、五桂山各 4 个。该方法

有效克服了以往社区生活空间单元划分方法中存在的空间

边界不重叠、空间扩大化、参数难确定等多种问题，准确地

测度出居民日常生活圈。

四尧结论与展望

基于行为的日常生活圈视角，重新理解社区乃至整个

城市，推行基于行为的社区规划和社区生活圈规划方法革

新，是响应社会化转型，引导中国城市规划走向人本化的重

要思路。通过研究得出：

本研究创新运用手机信令数据和聚类分析识别居民生

活空间单元与居民实际生活的互动关系，科学划定社区生

活圈，能够更准确地测度居民日常生活圈，可为我国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建设工作提供一个参考范式。该方

法客观有效，相比传统的行政社区边界，据此划定的生活圈

更能反映居民真实生活空间。

通过手机大数据真实地划定社区生活圈，有助于政府

基于“生活圈”优化设施配置和社区公共中心营造，构建“市

级 - 组团级 - 片区级 - 社区生活圈”四级公共服务体系。此

外，手机信令数据还能精准识别社区人群画像，针对差异化

需求制定配置标准，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配套，适

应需求的弹性变化，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适应性和服务

供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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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居民日常生活出行 OD分布图

图 4中山市中心城区社区生活圈划分结果图

图 3 社区生活圈划分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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