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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又基于 紧凑城市的 主要 内 涵
，
即 以 高超

■

度、 形 态 紧凑、 功 能浞用 、 城市效羊 高为 主导 因素
，

以设

施布局完善 、 交通结构顺畅的 深圳 市 南 山 区为 例
，
采用 Ｇ Ｉ Ｓ Ｓ 间分析法和综合指标体 系 法

，
通过对收集到

的人口
、 建筑 、 用地等单项指标及综合指标体 系 测度

，

综合衡量 南 山 区 内 部各街道城市 内 部 紧凑度 。 通过

对测度与 规划 预期 发展的横向对 比
，

结合差 异 冋题
，
提出 南 山 区 内 部 紧凑度现状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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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 国大 中型城市经济发展进入
“

新常态
”

，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 日益增长的人地矛

盾导致城市紧凑发展成为唯
一

选择 。 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 ， 城市建成区无序 的蔓延 、 耕地和 自

然环境被侵蚀 、 大量城 中村 的出现以及交通 、 空气污染 。 为探寻合理 的城市紧凑程度 ， 对
“

紧

凑
”

度量与评价研宄正逐渐兴起 ， 衡量城市紧凑程度 的
“

紧凑度
”

测度成为 目前规划学界研宄

的热点 问题 。

在城市地理研宄 中 ，

“

紧凑度
”

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
一

个重要指标 ， 国外提出
“

紧凑度
”

概念始于 ２ 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
１ ９６ １ 年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ｎ 、 Ｇ ｉｂｂ ｓ

，
１ ９６４ 年 Ｃｏ ｌｅ 分别提 出 了紧凑度

计算公式 《 中 国土木建筑百科辞典 城市规划与风景 园林 》 中空间分布测度篇中给出

的紧凑度的 定义 ：

“

紧凑度是描述区域形状特征的
一

种测度值
”Ｗ

。 这种理解可以算作
“

紧凑

度
”

的狭义定义 ， 单指
“

紧凑
”

的空间属性 ； 李琳 、 黄昕珮将
“

紧凑度
”

定义为
“

对城市空间相对

土地利用效率 以及相对市 民行为质量的衡量 。 这种说法相比较更全面
一

些 ， 它强调空间

属性 （客体 ） 与人 （主体 ） 之 间的相互作用 ； 祁巍锋认为 ：

“

城市紧凑度是指在城市形成和

发育过程中 ， 所体现出 的产业 、 资金 、 交通 、 技术 、 人才等物质实体按照
一

定的经济技术联

系在空间上的集 中程度 。
［
４

］

”这种说法可 以算作是
“

紧凑度
”

的广义定义 ， 包含各种城市生产

要素 ， 适用于城市及城市群级别 的
“

紧凑度
”

。

２ 基于“紧凑度
”城市的特征分析

“

紧凑度
”

反映 了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 ， 用 以测度城市建成区用地的紧凑与饱满程

度 ， 可用来预防城市蔓延 ， 以达到节约城市用地的 目标 。 城市紧凑度可 以说是
一

种用来考察

城市空间饱满程度的标尺 ， 城市的土地 、 基础设施 、 人 口 、 建筑物等都是城市空间填充物 ，

这些有形物质的密度越大 ， 说明城市的紧凑程度越高 。 从城市空间运行这个角度出发 ， 紧凑

度高的城市不仅可以节约时间 ， 还可 以节省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从而使得城市获得更高的经

济利益 。 结合过往研宄分析 ， 本文总结出基于
“

紧凑的
”

的城市发展 四大特征 。



２ ．１ 形态紧凑

形态紧凑是衡量紧凑度的首要特征 。 城市形态具有不规则性 ， 但可 以定义圆形是最为紧

凑的 空间形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ｎ 、 王新生等通过各类指数方法均得 出相应结论 ［
５Ｍ

， 即圆形城市

紧凑度最大 。 虽然我们要尽量规避
“

摊大饼
”

式这种 围绕
一

个核心 ， 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向外

扩张的城市发展状态 ， 但圆形城市形态实际上有较大的合理性 ， 在城市发展到
一

定规模前 ，

圆形的城市形态无疑是
一

种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 。 城市形态紧凑可 以避免低密度 、蛙跳式的 、

带状式的和不连续的城市形态开发 ， 避免城市蔓延的产生 ， 有利于保护耕地 、 节约土地使用 ，

从根本上遏止城市的外延无序蔓延 ，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
同时可 以促进城市建设的集中

式开发 ， 减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 ， 提高使用效率 ， 符合最基本的规模经济原

则可以在实现就近就业 、 从而加强工作地点和居住地联系 ， 提高公共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 ，

减少城市对能源消耗 ， 并提高各种城市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

２ ．２ 规模紧凑

规模紧凑即通常意义上的高密度 ， 包括人 口 的高密度 、 建筑 的高密度 、 土地使用 的高密

度 以及经济就业情况的高密度 。 高密度 ， 意味着城市用地开发强度的提高 ， 单位用地面积的

人 口 、 经济承载能力也相对的提高 ， 承载相 同人 口规模 ， 用地越少的城市密度越高 。 高密度

可 以减少出行距离 ， 减少小汽车的使用频率 ， 同时减少能源消耗与对环境的污染 。 另 外需要

强调的是 ， 城市规模紧凑不等同于高强度开发 ，而是指通过土地 的集约化利用来实现高密度 。

高强度开发是指在
一

定的用地上容纳尽可能多 的人 口和功能 ， 但从本质上说 ， 它是
一

个量的

概念 ， 而集约化利用是质 的提高 ，
二者不属于

一

个范畴 。 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有节约用地和高

效率利用土地的双重含义 ， 对土地利用不仅要求高投入 ， 也要求高产出 ， 追求的是最佳投入

产出 比 ， 也就是最佳效益 ， 这
一

要求和高强度开发有本质的 区别 。

２
．３ 功能紧凑

功能紧凑指 的是在城市空间 中 ， 用地性质多样 、 作为功能性和实质性 的组合 、 在严密的

规范指导下开发 ， 简单来说即
“

功能混用
”

［
７

］
。 简

？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 ， 连 同它的
一

切活动即综

合化的利用方式及传统 ， 代表了对人类来说 ， 最完美的发展模式 ， 同时又促进了财富的创造

及革新精神 的生长 ［
ｓ

］

。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 用地功能混用可以体现集聚效益 ， 集聚效益包

括了 同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和多类企业 的集聚效益 。 反映在用地上 ， 就是 同
一

地区集 中 了 多种

不 同的功能 ， 主张将居住用地与工作用地 、 休闲娱乐 、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混合布局 ， 可 以

在更短的通勤距离内提供更多 的工作 ， 不仅可 以降低交通需求 ， 减少能源消耗 ， 而且可 以加

强人们之间的联系 ， 有利于形成 良好 的社 区文化 ， 创造多样化 、 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

２ ．４ 效率紧凑

效率紧凑即满足城市空间效率 ， 城市空间效率就是指城市运行中单位投入 （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在单位时间 内创造的价值产品和精神产品 的价值量 ， 还可以理解为城市创造或增值单



位价值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锁好投入 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和时间 ｍ 。 换种说法就是 ， 达

到可以使城市运转的最小成本 。 效率紧凑反映在土地资源效率高 、 资本资源效率高 、 劳动力

资源效率高和基础设施最大化利用 四个方面 。 城市空间结构 、 用地模式 、 密度控制 、 基础设

施布局 、 城市增长模式 、 土地集约化程度 、 城市交通模式 、 绿色空间组织等多方面因素都可

能会影响城市效率 ，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 以节约用地为基本原则 ， 寻求城市发展和运作过程

中的最小成本 。 另 外 ， 效率紧凑不仅仅是简单地从经济指标上衡量的效率 ， 而应是从用地功

能配置 、 道路交通布局等城市结构出发的效率衡量 ， 是建立在空间之上的运行效率 。

３ 南山区内部紧凑度测度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

３ ．１ 研宄对象概况

本次研宄考虑紧凑度测度的尺度问题及时间上 的限制和可获取数据的制约 ， 综合考虑 ，

以深圳市南山 区为研宄区域 ， 探索 中微观尺度下区域发展的定量研宄 。 采集深圳市南 山 区

２０ １ ５ 年人 口 、 建筑 、 用地 、 交通 四大类十六小类数据 ， 经过收集 、 数据处理与解译 、 数据

库建立 、 网格化处理等 多个步骤 ， 同时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 ， 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

３ ．２ 测度指标选取

基于前文关于城市内 部紧凑度的解读 ， 综合考虑以往各项紧凑度指标 ， 依照城市紧凑度

几大重要影响机制 。 空间紧凑度受到空间 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影响 。 选取对紧凑度影响最大的

几项影响机制 。 紧凑城市的 内涵主要体现在高密度 、 形态紧凑 、 功能混用和满足城市效率 ，

因此 ， 影响城市紧凑程度 的机制可 以从其 内涵入手分析 ， 南 山 区 内部紧凑度 ， 不存在形态方

面的考量 ， 因此本文 以密度 、 功能 、 结构 、 效率四方面进行考量 。

３ ．２ ． １ 密度类指标——区域紧 凑程度演化的决定性 因素

城市密度包括人 口密度 、 就业密度 、 资本密度和容积率 、 经济密度等 。 其 中 ， 人 口 、 就

业 、 资源等的空间分布与变化反映 了现代城市空间集聚与拓展的特征 ， 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则

反映 了城市空间的资本密度 以及空间集聚和扩散特征 。 本研宄综合考虑 ， 选取人 口密度与容

积率作为密度紧凑测度三级指标 。

（ １ ） 人 口 密度

人 口密度是简介测度土地使用情况的重要指标之
一

， 人 口密度通常简单表达为都市区 内

总人口 数与总用地面积 的比值 。 在本研宄 中将使用被专家学者认可的居住人 口密度做测度 ，

人 口密度反映 了 区域 内部人口 的集聚程度 ， 与紧凑程度直接正相关 。 本文分别选取 ５００ 米网

格和街道两种分析单位 ， 以网格作为精细分析单元 ， 结果以街道方式呈现 。

（ ２ ） 容积率

多数研宄认为 ， 建筑容积率与城市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 容积率可 以展示区域 内建筑开发

强度 、 土地利用 的密集程度 ， 也代表了
一

定区域范围的活动的数量 。 容积率是城市密度 的另

外
一

种直接体现形式 ， 而容积率高则是从建筑出发体现城市高密度 的首要特征 ， 因而容积率



也是反映城市紧湊程度的主要指标 ， 容积率 的増加反映出城市紧凑程虔的提升 ｇ 以街道为研

宄单元 ， 菜用 ２ ０ １ ５ 年建筑普＿数据 ， ． ５０ ０ 米两格划分建筑 。、

图 １ 蛇口 、 窗头街道图 ：底关系示意及甫屆村卖地调研图

３ ．２ ．２ 功能类指标——区域紧 凑程度演化 的助推器
［
ｍ ｆ １１

城市功能的 变化导致与城市形态产４淨＿ ， 从而促进Ｋ域和城市由向的发藤切
。 城市

功能结构 的ｆ序演变通过资源要素在 ！ｆｅＭ上的童新配置和高级化拉动城市￥间优化 ， 促进城

抵空间功能 的可持续发展， ． 改变城市空间结构 。 同时 ， 城市功能布局模式将间接决Ｓ城市效

卓 ， 功能布 城市查Ｗ多样性增加 ， 缩鐘居 ；ｇ出行距禽 ， 促进Ｋ域内部公共交逋钽

织 ， 进而提升城市效率ａ 因而城市功能是Ｋ域紧凑程度演化 的助推器。

⑴＇顯ｔｔ

空间异质性可以很好地反映形态 内在特征 ， 城市 内部食间多样性特征及城求功能空卿混

用程度 ， 也称作空间 多样性指数 。 针对南 山？特性 ， 选用 Ｓｈ ａｎｎｏｎ－ｗｅ ａｖｅｒ 多祥性指数进行
＇

运寘 《空ＨＩ异质性强调斑块的种类组成和空＿梯度的综合反映 ， 斑块的空＿异质性依赖于分

析尺度 ， 包栝粒度和幅度 幅度是．研宂对象在时间或空间上的持续长度和范 围 ？ 这里的

研宄强调城市交＿ 内相对微观的结构 ，
爵而采用 ２５ ０ｍ

＊
２５ ０ｍ 的 网格对城市各类型甩地进行

栅格处理 》

（ ２ ） 邻近度

邻近度从用地性质的角度考處的事同性质的用地＿的最近距离 ， 反映用地分布情况 。 邻

近度与异廣性虽＿关注城市功能用地的方向 ｔ 姐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 异庚性更侧重子关

注功能的交融 ，
而邻近度则偏向于关注功能伺的联系程度》 本文研宄中 ， 综合考虑运算精度

及楚算＿度，
选取 ９ 类用地性赓进行交叉运篡，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 中的近邻分析命令计算转点寫

用 地间的最近距离 《



图 ２ 南山 区 内部Ｘ ．

业用地 、 居往用地 、 公共设施用 地分布密虔圓

３ ．２ ．３ 结构类指标
——

区域紧 凑程度演化的主 导因 素

武域壑间锆构的变化会导致文化 、 物质、 资源、 信烏奪各种社会雙间结构的变化 。 对城

市用地－言 ， 结构变化会导致城市用地重新分配 ， 景Ｉ响城 Ｉｔｔ 由部 的整体布局 Ｉ
切发城市

内都各组成部分的實太变革 ， 而人口Ｖ产业 、 社会、 形态等空洵变化导致区域紧凑程度变化 。

效率子系统 ， 促进城市建设集中式发展 ，
． 减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成本 ， 减少出行

距离． 因而城市结构是里域紧凑程度 的主导西素＊

（
１
） 延续度

延续度指榇是为 了测度城市脅调结构最否连续 、 均值发展， 而非蛙跳式跳跃发展 ， 延续

性指标其实通过分析区域密度程度 ． 来判断直域 内 的分析单元 （建筑数量３ 是否足够 ， 以确

认此Ｋ域是香可以被称 简延续ｇ域 。 Ｋ此 ，延续性指榇其实表明的是城市跨越式发展的

樺度：。不连续的城市发属Ｋ域和不连续发展模式将在这个指标中得分较低 ， 水体 、 保护湿地、

森林 、 公园 、 山
■

体及其他公共设施将被排餘 ， 避免其干扰指标测度 。
． 考虑到本指标应 ：重视微

观视角 的研究 ， 菌而采用 ２ ５０ｍ
＊
２ ５０ｍ 的小 网格对城市各类蜜用地进行栅格处理 ， 对每个网

格内建筑量进行测算 ， 以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划分界限 ， 如醫于此像， 则记为 １ ， 低于则

记为 ０进行 ，运鎿 ９

Ｃ２ ｉ 集中廣

集中度指标倉在测度城市空间 内建筑布局结构是高密度集中布局■还是低密度？延发展 ，

城市ｆｔ：
丨旬对能存在延鑛性的发展 ，但从来没有任何城市：

Ｋ域＆均衡均质发展的 《 密度指标的

测度并没有费诉我们空间蒗鼠内 分析筚元舞如何分布的 ， 同样
＇建筑密度的空间 区域 内 ， 建筑

＇

分布却存在着２限的可能性 。
． 运礬过程中选取 ５０ ０ 米大网格进行计拿， 比较每个网格 内的建

筑密度％总体建筑密度之间 的鲞距 。

Ｃ３ ） 聚類

聚类庚指标是衡儀Ｉ域结构暴否違现簇＿式紧凑发展的指标 ， 我们强调＿群是用地结构

组织的独特指标 ， 不两于密度和集中度指标关心分析单元跨网格的发展模式， 聚类度看童关



注网格内 部发展模式 。 空间发展中存在高密度 、 高集 中度
，
但聚类度低的 区域（

因为其空间发

展是均匀分布在所有网格
）

。 相反 ，
也可能存在低密度 、 低集 中度

，但聚类度高的区域 （如果分

析单元可 以在城市空间任意
一

网格内 紧密 ） 。 运算中选取两种不同尺度进行 比较 ， 并根据他

们的差值进行运算 。

（ ４ ） 核心区向心度

核心区 向心度是为了判断区域内城市结构的方向性与核心区 的 引力关系 ， 中心的消亡是

最常见的
一

种衡量城市蔓延的指标 。

一

般来说 ，
这是指分析单元 （建筑 ） 围绕在城市空间 中

景观中心 、 政治中心 、 商业中心等周 围的程度 。 分散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通常被认为会导致更

长 的出行距离和 出行成本 。 核心区 的 向心度随距离核心区较近分析单元 （建筑 ） 比重增加而

加大 。 相反 ， 如距离核心区较远分析单元 （建筑 ） 比重较大 ， 则城市呈现更蔓延的趋势 。 在

本文的研宄中 ， 考虑到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方 向 ， 将核心区定义为世界之窗地铁站及周边区

域 ， 并采用公式 ， 计算每个街道到核心区 的距离 。

３ ．２ ．４ 效率类指标——区域紧凑程度演化的诱导 因 素
［

１ ４
］

而城市效率主要体现在城市交通网络承载力 、 交通可达性方面 。 城市交通网络是城市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城市形态和结构的关键构成要素 ， 引 导和决定着城市 内部功能和空间

的演化 。 城市交通模式 、 道路组织和模式选择决定着城市空间形态的 同时 ， 影响着城市功能

结构和紧凑程度 。 公共交通为主导 的城市交通体系可 以满足高密度城市人 口集聚区 的通行要

求 ， 城市效率高 ； 将单
一

的土地使用模式转化为功能混用 、 弹性土地开发模式 。 城市交通组

织的优劣直接影响城市功能混用程度 、 开发抢去 ， 影响城市效率 ， 因而城市效率是区域紧凑

程度的诱导因素 。

（ １ ） 路 网密度

路网密度是
一

种已被公认可 以表征城市效率的要素 ， 原因在于 ， 路 网密度越高 、 街区地

块越小 ， 说 明街道空间的连通性和步行适宜度相对越高 ， 城市效率也随之提高 。 考虑到路网

密度和交叉 口密度指标测度 内容相同 ， 测度难易相近 ， 本研宄中选取其中
一

项路网密度进行

测度 。

（２ ） 公交站点密度

公交站点密度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乘车 出行 的频率和效率 ， 为更好体现公交的便捷程

度 ， 本文舍弃 了过往研宄中常用得到公交站点的距离 、 到地铁站点 的距离 、 交通路线密度 、

中转站之 间的距离等 ， 选取 了根据代表性的交通站点密度指标 。

（ ３ ） 城市中心区可达性

城市中心的可达性是为 了判断区域对于已知 目 的地的可达性 ， 以往研宄中通常把指标确

定为城市 中心或中心商务区的距离 ， 随着研宄的深入和研宄范围 的扩展 ，

一

些研宄把 目 的地

的可达性变量确定为到城市商业 中心的距离指标 。 本文采用此种方法 ， 计算每个街道到城市

商业 中心的距离 。 根据 《深圳市商业分级设置方法 》 ， 本文选取全市 ６ 个市级商业区 （老街



商业区 、 华强北商业区 、 福 田中心商业区 、 南山后海商业区 、 宝安新 中心商业 区 、 龙岗 中心

商业区 ） 中的 ５ 个 ， 考虑到龙岗 中心区距离南 山 区距离过远 ， 其影响可忽略不计 。

３ ．３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各项指标的紧凑度评价 ， 可 以得出城市紧凑程度的初步概念 ， 但将众多评价因素综

合量化 ， 因此有必要构建
一

个能够涵盖紧凑城市主要 内 涵的综合指标体系 ， 综合各评价因素

并定量计算城市 内部紧凑度 。 根据上文分析 ， 采用递进因素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 ，

一

级指标

为南山 区 内 部紧凑度 ，
二级指标为密度紧凑度 、 形态紧凑度 、 功能紧凑度 、 效率紧凑度 ４

项指标 ；
三级指标 １ ２ 项 。

表 １ 内部紧凑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公式及详细含义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计算公式 含义

密度紧

人 口密度 ＤＥＮ３ａ）
ｕ
＝
Ｐ

（
ｉ

）
ｕ
ｌ
Ａ ｕ ＝

Ｙ＼ｐ｛
ｉ

）
ｍ
）
Ａ ｕ

ｍ＝ｌ

单位面积土地上居住的人 口数

凑度
容积率 ＰＬＣｋｉ）

ｕ
＝
Ｂ

（
ｉ

）
ｕ／Ａ ｕ＝Ａ ｕ

ｍ＝ ｌ

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

率

延续度 ＣＯ／ＶＴ
（
／
）
ｍ

＝＞ ＜ｘ
－

］
＼
０〇ｓ ｈｅｒｗ ｉｓｅ

＾
／

ｔ ．
１Ａ

判断区域是否连续发展 、 不存蛙

跳式发展的指标

结构紧
集中度

Ｖ ｒａ
－

ｌＪ｜ ｏｉ
－ ｌ」

描述区域 内发展集中在少数区域

而不是低密度的蔓延

凑度

聚类度
衡量区域发展是否

一

直集聚在最

小 面积的用地的指标

核心 区 向心

度

ＸＤＩＳＴ 

＝
Ｔ

｛
ｉ

）
ｕ

（

Ａ
＾

）

／ｆ^ Ｆ
（
ｋ ，ｍ）ｒ ｛

ｉ
）
ｍ

／＿
■

］

判断分析单元与 中心 区距离 的指

标 ， 以判断中 心是否消亡

功能紧

异质性 Ｈ＝
Ｙ４

｛ｐ
ｌ
ｘ ｌｎＰ

ｌ

）
，
Ｈ

＇

＾Ｈ／Ｎ

１
＝

１

衡量不 同性质 的土地是否均匀 分

布在较小区域内 的指标

凑度
邻近度

ＤＩＳＫｉ
，ｊ）

ｕ二

Ｈ Ｆ
ｉ
ｉ

， 衡量城市空 间 中 不 同属性分析单

ＰＲＯＸｉ ｕ ）
＝

 （
ＤＩＳＴ ｕ

［

Ｔ （ ｉ ）ｕ ＋
Ｔ〇 ）ｕ

］

／Ｔ （ ｉ ） ｕ
［

ＤＩＳＴ （ｉ ｊ ）
］

＋
Ｔ （ｊ ） ｕ

［

ｄＩＳＴ （ｊ ｊ ）
］｝ 

 １

元之间距离 的指标

路网密度 ｉ？／Ｖ０
（
ｊ
）
ｕ
＝

 Ｌ
（
ｉ

）
ｕ ／

Ａｕ
＝

＾ ［ 

Ｌ
（

ｉ
）
ｍ

］ 

／
Ａａ

区域 内所有的道路的总长度与 区

域总面积之 比

效率紧

凑度

城市 中心可

达性
ＢＳＤ

（
ｆ
）
ｕ ＝ Ｃ（ｉ）ｕ／ Ａｕ 衡量出 行 目 的地的交通可达程度

公交站点密

度

ｃ１

ＣＤ／５７
Ｔ

＝Ｖ
区域 内所有公交站点数量与 区域

总 面积之比

在对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指标值进行权重赋值 、 无纲量化处理 ， 并确定了指标权重系数

后 ， 以 ｃ （ Ｚ ｉ ） 为相应的二级指标评价指数 ， Ｃ 为
一

级指标的评价值 ， ｉ 为相应的二级指标个

数 ，
？

ｊ 为第 ｊ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
ｃ
ｐｊ 为第 ｊ 个指标的模糊隶属度函数值 ， 采用下列公式模型



来计算二级指标和
一

级指标 的评价值 。

ｃ｛
Ｚ

ｌ
）
＝

４

Ｃ＝ａ
ｃ％ ）＋ ， ２

ｃ （Ｚ
２
）＋… ＋ ，４

ｃ （Ｚ
４
）＝

Ｉ
尸， （４ ）

１ 

— １

表 ２ 内部紧凑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公式及详细含义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 ）

密度紧凑度 ０ ． ３ １ ５３

人 口密度 ０ ．２ １ ０２

容积率 ０ ． １ ０５ １

延续度 ０ ． １ ５ ８ １

结构紧凑度 ０ ． ３ １ ５３

集中度 ０ ．０４２ ５

聚类度 ０ ．０９４ ０

核心区 向心度 ０ ．０２０ ６

功能紧凑度 ０ ．２ １ ６４

异质性 ０
．
１ ２９ ９

邻近度 ０ ．０８６ ６

路网密度 ０ ．０４ ８９

效率紧凑度 ０ ． １ ５３ １ 城市中 心可达性 ０ ．０８ ５ ５

公交站点密度 ０ ．０ １ ８７

４ 南山区内部紧凑度测度结果及特征分析

表 ３ 综合紧凑度水平归
一

值

街道 綜合紧凑度水平归
一值通过对指标赋值 、 尤網量化等处理后 ， 其分析

粤海街道 ０ ．６ ５４８机构如表 ３ 所示 ， 南头街道为综合紧凑度最高的区

蛇口街道 ０ ．５ ８６４域 ， 招商街道和西丽街道的紧凑度相对较低 。 考虑

南头街道 １０ ００°到选取算法角度的主观性 以及权重赋值的主观性 ，

沙河街道 ０ ＇５２ ６０本测度结果可能存在着
一

些误差 ，但研宄中已经尽

桃源街道 ０２ ９３６

可能减少可避免的误差 ，增强测度的客观性 ， 因而 ，

南山 街道 ０ ＇

测度结果总体来说还是真实可信 ， 可以反映区域 内

招商街道 ０ ．０ ３ ８９

部
１

择遠麽 问翻的 ， 根椐湾麽结早 ． 可 ＬＸ！ 劳现南 丨

丨

丨

区
西丽街道 ０ ．０ ０００

综合 内部紧凑度具有 以下分布特征 ：

（ １ ） 街道紧凑程度不均衡且差异明显 ， 区域发展差异大

南 山 区 内紧凑度差异较大 ， 跨度明显 。 最大值南头街道与最小值西丽街道指标数值差距

高达两倍多 ， 而某些单项紧凑度 的数值差异更大 ，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 比高达 ５
：
 １

， 同时可

发现对于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说指标大多符合极值 ， 各项指标均相对较高 （或较低 ） ， 但对其

他街道来说 ， 指标值变化情况比较复杂 ， 高低起伏复杂 。 南头街道紧凑度指数相对比较高 ，



与其他街道拉开差距较大 ； 其他街道分为几个阶层 ， 粤海 、 蛇 口 、 沙河街道紧凑度相近 ； 桃

源街道和南 山街道的紧凑度相对更低
一

个阶层
； 招商 、 西丽街道在紧凑度最低的阶层 。 同时

整体而言 ， 南山 区紧凑度平均值 ０ ．４ ５６３ 与相对最大值 １ 之 间差距较明显 ， 但什么是适宜的

紧凑度 ， 紧凑度最大值 的边界在哪里 ， 这些问题则需要详细分析 。

（ ２ ） 密度紧凑度从中心向外逐渐降低 ， 符合 圈层理论

南 山 区紧凑度分布符合城市圈层理论 ， 以南 山 区 中部最高 ， 向南北两侧逐渐降低 ， 连接

东西两侧宝安区和福 田 区的南头 、 粤海 、 沙河街道综合紧凑度都相对较高 。 同时东部区域的

紧凑度普遍高于西部紧凑度 ， 紧凑度的最低值位于南 山 区西北侧 的西丽街道 。 同时 ， 区域东

南侧的蛇 口街道紧凑度也相对较高 。 同时对各单项指标来说 ， 密度子系统 、 效率子系统内 内

各项指标值具有
一

定的相关性 ， 但对于功能子系统和结构子系统却不具备此类相关性 。

（ ３ ） 紧凑度分布情况与发展阶段有直接关联 ， 发展时 间较长街道紧凑度高

结合南 山 区历史沿革综合讨论 区域紧凑度问题 。 南山 区起源是 由 １ ９ ８ ３ 年成立 的南头区

与 １ ９ ８４ 年成立的蛇 口区合并而成 ， 随后不断演进 ， 形成现有的八个街道结构 ， 而从紧凑度

上来看 ， 南头街道和蛇 口街道正是 区域 内发展时 间最长的街道 ， 随着时间的累积 ， 区域 内建

筑不断增加 、 人 口不断累积 、 城市结构不断完善 ， 从而形成高紧凑度 。 其他城市新规划 区的

建设虽然已初具规模 ， 但在测度数据 的分析中 ， 还不足 以改变南 山 区紧凑程度分布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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