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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被存起来以获得更有利可图

的预定 。 此外 ，

ＡＤＰ政策会以
一

种更灵敏的方式改

变价格 ， 以便为整个规划范围内 的需求变化提供更

快的响应 。

尽管停车价格和相关收入相对较低 ， 但消费者

剩余的增加带来了 更大的 目标函数价值。 其背后的

基本原理是 ， 在 目标函数中 ， 消费者剩余的期限将

会降低停车价格 ， 以增加消费者剩余 ， 这样就可以

避免极高的停车价格。 因此 ， 除非该机构经营
一个

以利润为中心的业务 ， 否则 ， 如果该机构想通过为

停车系统提供
一

个更合理的价格来提高消 费者 的满

意度 ， 那么就必须包含消费者剩余。

研究实验都是 为了增加随时间 的需求 而进行

的 。 下面 ， 我们将尝试研究不同需求模式下的 Ａ ＤＰ

定价策略的健壮性 。 除了 先前假设的需求增加外 ，

还考虑 了
一个钟形和减少的需求模式 。

研究还通过允许不同的需求 目 的地有不同的需

求模式来测试 ＡＤ Ｐ定价策略的性能
，

来检验需 求

和停车场 ， 以及停车价格之 间的动态关系 。 结果清

楚地表 明 ，

ＡＤＰ政策在所有性能指标上都优于短视

的政策
，
这表明

，

Ａ ＤＰ 方法能够有效地处理停车需

求的空间和时间上 的差异。

该研究针对需求驱动的停车定价和预订问题 ，

研究表明 ， 在此过程 中 ， 某机构决定了 停车价格的

空 间和时间分布 ， 从而实现 了 整个系统的 目标 ， 而

不同来源和 目 的地的司机则通过在线预订来争夺有

限的停车位 。 拟议的动态 Ｓｔａｃ ｋｅｌ ｂｅ ｒ
ｇ领导的游戏是

一个多阶段的非合作的双级 Ｍ ＰＥＣ模式 ， 在这个模

式 中 ， 该机构在高层决策中做出价格决定 ，
而司机

则在较低的水平上做出停车位置决定。 针对该模型

提出的 一种非近视的 ＡＤＰ算法 ，
研究进一步设计

了
一个嵌入式子例程

，
将每段时期的双级 Ｍ ＰＥ Ｃ模

型转换为一个可解决的单级 Ｍ ＩＱＰ。 研究以伊利诺

斯大学香槟分校校区为例 ， 对该模型的性能进行 了

测试 。 通过大量的数值实验 ， 证明 了 基于 ＡＤＰ的

定价策略能够实现更好的系统性能 ， 特别是将未来

的停车供应和需求信息整合到动态定价决策 中 。

未来还有许多可能的研究机会。 在这项研究

中 ， 所有的参数都被假定为确定性的 ，
而在现实

中 ， 不确定性在需求和用户行为 中广泛存在 。 在这

种情况下 ， 确定性模型的定价策略可能会变得不合

适 ， 甚至会导致系统性能低下 。 因此 ， 在未来的研

究中 ， 机构与司机之间的博弈行为是
一

个有趣的话

题。 此外 ，
未来的努 力还可以 用于探索更复杂的司

机停车行为 。 例如 ，
司机可以调整他们预订或离开

的时间
（

延迟或提前
）

以避开高 格期 。 停车位的选

择也可能会根据停车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 此外 ， 我

们还希望通过考虑多个停车管理机构在价格竞争中

的参与来扩大研究范围 。 在这种情况下 ， 平衡约束

（

ＥＰＥ Ｃ ）的平衡问题很可能是在动态环境中形成的 。

这些可能性可以在未来 的研究中得到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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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城乡可持续发展 （干靓 ）

空间转型分析 ： 地方和区域层面可持续能源

转型的空间显式与循证 目标

全球气候变化、 化石能源枯竭和经济 问题是 当

今能源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 在过去十年中
，

意大利

锡耶纳等一些人 口低密度地区已经成功转向 了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 。 而荷兰等一些人 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则提出 了更强势的能源转型 目标。 而这些 目标普遍

缺乏空 间技术可行性的论证。 为 了 解决这
一

问题 ，

本文尝试提出＿种 名为
＂

空间转型分析 （
Ｓ
ｐａ

ｔ
ｉ
ａｌ

ｔ
ｒａｎ ｓ ｉｔ ｉ ｏｎ ａｎａｌ

ｙｓ ｉ
ｓ

， 简称 ＳＴＡ ） 的 综合方法 。 它将

能源开发潜力的模型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选址的定性

考量与 多情景 比较开发模式相结合 ，

用以明确能源

转型过程中的空 间显式
（

ｓ
ｐ
ａ

ｔ ｉ
ａ

ｌ ｌ ｙ
ｅｘ

ｐｌ ｉ
ｃ

ｉ ｔ
） 和循证

目标 （
ｅｖ ｉ ｄｅ 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丨 ａｒ
ｇ
ｅｔｓ

）
。

本文首先介绍 了可 用于确定能源目标的方法框

架 。 ＳＴＡ主要包括 ７ 个步骤 ： ①通过与利益相关者

的访谈收集可再生能源发展潜 力 、 制约要素和具体

的空 间数据 ； ②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各项标准的重要

性 ， 以支持情景模拟 ； ③选择可再生能源的来源以

及转型所需 的技术 ；

④通过运行定性的可持续标

准 ， 使得空间发展意图更加明确 ； ⑤绘制表达可再

生能源潜力和约束的底图 ；

⑥通过情景模拟计算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以及每种约束的相对影响 ； ⑦

将可再生能源研究与能源消耗现状和节能的可能性

相结合 ， 以期达到最终可再生能源供应大于本地能

源消耗的能源平衡 。

本文 以荷兰 科尔克拉德林堡能源转型项 目

（ Ｐａｒｋｓ ｔａｄＬ ｉｍｂｕｉ

＾；Ｅｎ ｅｒ
ｇｙ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ｏｎ

， 简 称ＰＡＬ
－

ＥＴ
） 为例 ， 在 ＳＴＡ 框架下进行 了 实证研究 。

ＰＡＬ－

ＥＴ项 目访谈了 １ ８ 位市民和政府代表
，
访谈内容涉

及当前 的能源转型状况与 受访者的意见 。 回收的

３９ 份调 查问卷显示 了
■ ？

可再生能源使 用
＂

、

＂

经济

可行性
＂

和
＂

文化遗产保护
＂

等关键词对该地区的

重要性。 在 ＳＴＡ 的可再生能源与技术选择阶段 ， 该

项 目 选择 了太阳能 、 风能 、 储热储冷系统
（
ｈ ｅａｔ

－

ｃｏｌｄｓ ｔｏｒａ
ｇ
ｅ

）
、水力发 

电和生物质能 。 随后确定 了

引进可再生能源 的潜在限制 因素 ， 主要包括 当地明

确禁止某项技术 的政策 、 地区范围的政策限制 （如

低空飞行区禁止安装大型风力发电机 ） 等 ， 同时普

遍的美学标准以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会限制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 。 该项目进一步把所有的研究分析汇

总在一张可再生能源潜 力地图上 呈现 ， 提出 了住

宅 、 公共建筑和工厂屋顶适合添加光伏电池板 、 开

放水域具有设置浮动光伏电站的潜力 、 中远期可将

太阳能集热器集成在城市道路上等建议 。 基于ＳＴＡ

方法 的 案 例研 究表 明 ， 荷兰 科尔克拉德林 堡

（ Ｐａ ｒｋ ｓｔａｄＬ ｉ ｍｂｕ ｒ
ｇ ） 有可能在 

２０３５
年到

２０４５
年间

达到能源平衡的目 标 ，

研究也提供了 不同可再生能

源所 占 的比例 ， 并强调可再生能源的组合方式是灵

活的 。

作者指出 ， 就ＳＴＡ 方法本身来说 ， 需要大量准

确数据 ， 否则在 Ｇ ＩＳ平台中的分析结果会产生较大

的偏差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平衡 目标所对应的

空间范 围如何划定 ，
ＰＡ ＬＥＴ 项 目 研究范围 内 的城

市之间有较为紧密的合作 ， 在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过

程中能够联合发力 。 另外 ， 前期的访谈和调查问卷

的质量也会对后续的分析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 对比

ＳＴＡ 与其他空 间分析方法 ， ＳＡＴ方法最显著的特征

在于通过动态 Ｇ ＩＳ模型分析 ， 展示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潜力 以及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 中利益相关者偏

好的关注。

总体而言 ，
ＳＴＡ方法可以揭示 当地景观特征 、

利益相关 者价值观和可再生能源潜力之间 的关系 ，

有助 于现行政策 的评估和新政策 的设计 。 此外 ，

ＳＴＡ 方法需要更加重视对经济成本的考虑 ， 同时注

重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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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 ： 王雅桐 ）

中 欧和东欧城市可持续 发展迈 向精 明增长专

门化 之路

早在 １ ９ ９０年代初 ， 城市可持续发 展议题就已

在国际上 引发大规模讨论 ， 各类指导框架与评价体

系相继 出现 。 在欧盟层面 ， 目 前公认的可持续城市

发展模式
“

未来城市 （
ｃ ｉ ｔ ｉｅｓｏｆｔｏｍｏ ｒｒｏｗ

）

＂

，
着

重强调社会进步 、 绿色生态与经济实 力的协同发

展
。 而

＂

精 明 增 长 专 门 化 （ ｓｍａ ｒｔ ｓ
ｐ
ｅｃ ｉａｌ ｉｚａ

－

ｔ ｉ
ｏｎ

）

＂

是 欧盟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最新范式 ， 它将

可持续发展与精明增长相结合。 欧盟各成员国 由于

经济 、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

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 而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正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 。

众所周 知 ， 从 １９ ８０年代末 到 １９ ９０年代初 ， 中

东欧部分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 ， 从

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 并且逐步加入

欧盟 ， 与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发展共同体 。 本

文基于以上背景 ， 重点讨论了 中东欧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相关议题 ， 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 首先梳

理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与之后的城市可持续

发展历程 ， 探寻其发展轨迹 ； 其次 ， 采用数据对中

东欧各国绿色绩效进行评估与 对比 ， 提高对影响城

市可持续发展相关 因素和相 互影 响作用机制的 认

识 ； 最后 ， 文章提 出 中东欧各国城市未来可持续发

展的展望与建议。

从中东欧城市可持续发展历程来 看 ， １ ９９０ 年

以前 ， 中东欧国家受计划经济的 强制发展指标影

响 ， 工业污染严重 ，

未 出现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 。

在社会制度发展变革之后的过渡期间 ， 产业结构调

整和去工业化运动使得工业污染显著降低 ，
然而相

比于环境保护 ，
这一时期城市生产力降低、 失业率

增加等经济社会问题更为紧迫 ， 可持续发展战略

度紧张缓慢 。 加入欧盟以及单边市场之后 ， 受惠于

欧盟范围内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激励政策 ， 短短十

余年间 ， 中东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取得显 著成效 。 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 ， 中东欧国 家的人

均 ＧＤＰ增 长率 、 贫困人 口 降低率 以及温室气体排

放降低率均优于欧盟平均水平 ， 但这些国家之间的

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 罗马尼亚 、 拉脱维亚等国的指

标明显优于欧盟平均水平 ，

而捷克等国的各项指标

却明显落后于平均值。 此外 ， 国家 内部各城市间 的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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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也明显失衡 ， 首都城市拥有绝对的发展优

势 ， 产 业与人 口 不断积聚 ， 加剧可持续发展负担 ，

而其他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 ，
人 口流失与城市规

模萎缩严重 ， 同样难以可持续发展。

作者提出 ， 中东欧城市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差距

可能与城市群 （ 中欧城市群、 西欧城市群、 波罗的

海沿岸城市群 ） 、 城市规模 （大 、 中 、 小 ） 以及人

口变迁 （增长 、 无变化、 衰退
）

相关
，
为验证这一

假设 ， 本文采用欧盟统计局的城市审计数据以及欧

洲环境署提供的城市数据 ， 遵循世界经济与合作组

织欧洲委 员会构建综合指标的方法论 ， 选取城市废

弃物排放量 、 人工建设用地 占土地总面积的份额 、

私家车数量和 ＰＭ
，

， ，年平均 浓度 四项作为变 量 ， 计

算得到 １ ６６ 个 中东欧城市的绿色绩效指数 ， 并采用

双 因素方差分析 ， 比较城市群、 人 口增长和城市规

模对绿色绩效的影响 。

分析结果显示 ， 城市群与人 口结构变迁和绿色

绩效的差异明显相关 ， 而城市规模不具有显著相关

性。 具体而言 ， 城市群直接影响城市人工建设用地

比例以及废弃物排放量 ， 中欧城市 的人工建设用地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群 ，

而波 罗的海沿岸城市群

的人工建设用地比例最低 ， 人 口 密度低 ，
但人均废

弃物排放量最高。 人 口变迁则影 响城市绿色绩效的

各个变量 ， 人 口增长推动城市发展 ， 同时也增加废

弃物排放与交通出行量 ， 导致污染加剧 ， 人 口 的不

断集聚将加剧这一恶性循环 ， 最终使城市走向 衰

亡 ； 而人 口衰减导致城市规模萎缩 ， 城市发展动力

不足
， 但城市生态质量很高。 城市规模对绿色绩效

的影响较低 ，
这意味着各种尺度上的城市都可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 ， 重点是在于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

面 向未来 ， 中东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

远
，

作者提出 ３ 点建议 ： ①中东欧城市应建立多层

级的管理体系促进城市
一

体化发展 ， 所有的政策 、

项 目和建议相互关联 ，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协

调一致 ； Ｉ ：加大有助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投资力度 ，

中东欧城市应把握欧盟政策 的扶持机遇 ， 在技术创

新、 教育科研、 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利于城市可持续

性发展的领域加大投 资力度 ： ③通过精明增长专门

化连接城市精明增长与可持续增长 ， 城市发展不可

能也没必要面面倶到 ， 尤其对于中小城市
，
应该发

掘并着重发展 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 实现精 明增长与

绿色增长的和谐互动 ，

推动城市发展 。 目前
，
中东

欧大部分国家及其地区围绕精明増长专门化已经制

定了相应研究和创新战略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智慧

城市和绿色城市成为城市的最终发展 目标 ， 能够将

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的生活结合起来 ， 并确保在城

市经济 、
环境 、 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高标准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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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绿地在老年人护理设施中 的作用

城市绿地 Ｕ ＧＳ
） 对城市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曰

益得到认可 ， 但大部分研究只针对公园 、 社区花

园 、 城市森林等绿地 ， 而缺乏对不同人群的城市绿

地需求与使用情况的考虑 ，
也未能将城市绿地与社

会基础设施联系起来。 老龄化已成为 目前全球性 的

人 口发展趋势。 已有研究发现 ， 到城市绿地的良好

可达性对于居住在绿地周围步行距离 中的老人而言

具有正面的健康影响 ， 并且可 以增加他们的寿命。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老龄友好城市导则 中也强调将

城市绿地作为
一

项老龄友好 的指标。 本研究以欧洲

１ ７ 座城市为例 ， 探讨 了城市绿地在老年人护理设

施中的作用 。

研究将城市绿地分为老人护理设施内部的花园

以及外部的绿地两大类 ， 检验它们对于老人生活质

量和管理的不同作 用 ， 研究在奥地利 、 德国 、 挪

威 、 波兰 、 罗 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分别选择人口密

度 最高和最低的城市以及研究合作伙伴所在地城

市 ， 共计 丨 ７个城市 ， 在 ２０ 丨６年 ５－ １ ０ 月 间 ， 通过邮

件向其 中的 ４５ ８家公共护理设施发放网上标准化问

卷调 查邀请 ， 共计收回 １２ ６ 家设施的有效 问卷 ， 其

中 ９ ２％有可供老 人使用 的花园 ，
２％有无法被老人

使用的花园 （如前院 ）
， ６％没有花园 。

研究结果显示 ： 城市绿地有助于体育活动 、 娱

乐和社交 互动 。 老人可使用花 园的护理设施认为体

育活动 （
６ ６％

） 和社会互 动 （
６３％

） 是花园对于老

人而言最重要的益处 。 ６４％的护理设施将花 园用于

疗愈 ， １ ７％计划未来这么做。 对老人而言 ， 在花 园

所从事的 最主要体力活动是步行 （ ９５％ ） 和园艺 ／

采摘植物 （ ６４％
） ，

而体 力 训练 （
７％ ） 和跳舞

（
５％

） 的 重要性最低。 步行路径和环形散步道

（
７ ７％

） 被认为是促进体力活动的主要设施。 娱乐

类别中最重要的活动是从 自然与个体互动 中获益 ，

如 享受 阳 光 （ ９ ０％ ）
、
聊天 （ ６０％ ） 和观察 自 然

（ ５ ６％ ） 。 护理设施 以外的城市绿地为无法享 用内部

花 园设施的老年人弥补了享受绿地的需求 ，
这些老

人最常 访 问的 设施之外绿地主 要包括城市公 园

（

９
１ ％ ） 、 城市森林 （

２７％
） 和湖 泊或河滨 （

丨 ７％
）

，

访 问的频率取决于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

研究还发现 ：

８ ７％的护理设施考虑花园设施的

老龄敏感设计 ， 其最重要 的特点在于为身体残疾的

老人提供无障碍设施。 为 了保护老年人 的隐私 ， 并

避免直接进入街道 ， 大 多数设施都施加 了 围栏和视

线保护装置 ， 并提供防滑铺路 ， 以防止老年人滑

倒。 然而 ，
只有 ３８％的斯洛文尼亚和 １ ３％的波兰设

施为老年人的步行安全提供扶手 。 另外 ， 致力于在

心理健康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的设施较少 ， 只有３ １％

的设施提供痴呆症疗愈花园 ，
而感官或气味花园仅

有 ２ ３％
。
虽然接触 自然被认为是花园里老年人最重

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

但只有不到一半的设施提供了

自然花园。

研究还提出 ， 针对老年人护理设施中 的城市绿

地管理与设计需要进
一

步考虑 自 然与老龄友好性设

施以及负面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 。 该研究为城

市绿地规划 、 管理和设计提供了 重要的经验 ， 不仅

着重于城市绿地的定量供应 ， 也需要考虑对于老年

人来说高质量 的城市绿地的可达性以及老龄敏感设

计。

来源 ： Ａ ＫＴＭ ＡＮＮＭ ， Ｃ ：ＨＥＮＸ ．ＩＯ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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