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１ ８年第 ５ 期 总第 ２４５ 期

（
ｍ ｏｄｅ ｒａｔ ｅｔｏｖｉｇｏ

ｒｏｕ ｓｉ
ｎｔｅｎｓ

ｉ
ｔ
ｙ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ｌ ａｃ
－

ｔｉｖ ｉ ｔ
ｙ．ＭＶＰＶ ） 时间 。 采 用带有伽玛方差 （ ｇ ａｍ ｍａ

ｖａｒｉａ ｎｃｅ
） 和 对 数 连 接 函 数 （

ｌ
ｏ
ｇ
ａｎ

’

ｔｈ ｍ ｉ
ｃ ｌ ｉ

ｎｋ

ｆｕｎｃ ｔｉ
ｏ ｎｓ

） 的广 义加性 混合模型 （ ｇｅｎ ｅｒａ ｌ
ｉｓｅｄ

ａｄｄ ｉｔ ｉｖｅｍ ｉｘｅｄｍｏｄｅ ｌｓ
，Ｇ ＡＭＭｓ

） 估算环境要素与

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 。

研究结果显示 ， 在单一变量模型中 ，
６个环境

变量 中有 ４个变量与体力活动呈显著线性正相关 ，

包括缓冲区内的净住宅密度 、 交叉 口密度 、 公共交

通站点密度 、 公园数量 。 土地的混合使用程度 、 到

最近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这两个变量与体力活动无

关。

１ 、 研究背景介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城市环境的设计对缺乏

体力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
而这种影响导致了一定的

非传染性疾病 。 许多研究报告表明 ， 当成年人居住

在人 口密度高 、 功能混合的社区 ， 商店和公园等 目

的地在步行可达范围之内时 ，
他们往往会更积极的

锻炼身体。 对建成环境和体力活动的研究一直受到

批评
， 因为这些研究只在少数几个国家进行 ，

没有

收集到所有类型的城市环境 ， 并且依赖于 自我报告

的环境测量方法 。 因此需要开展国际性的研究 ， 来

覆盖所有环境变量 。 如果研究结 果普遍适用于各

国 ， 那么建成环境的干预措施可以被视为与国际非

传染性疾病相关的
一

项政策 。 基于这样的研究背

景 ， 这项在 １ ４ 个城市和 １ ０个国家开 展的国际研

究 ， 目 的是记录和研究社区环境要素和 ＭＶＰＡ在强

度 、 形状和可适性上的关系 。

２
、 数据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首先 ， 在研究设计上 ， 基于 Ｉ ＰＥＮ 的成年人研

究 ， 通过识别出具有较高步行性和较高社会经济地

位 （ｓｏｃｉ
ｏ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ｔａｔ ｕｓ ，ＳＥ Ｓ ）
、 较高步行性和

较低 Ｓ ＥＳ 、 较低步行性和较高 Ｓ Ｅ Ｓ
、 较低步行性和

较低 ＳＥ Ｓ 的相似的社区 ， 形成一定的社区分层 ， 使

得社区步行性和 ＳＥ Ｓ 的分异性最大化。 同时 ， 使用

Ｇ Ｉ Ｓ为每个城市的行政单元创建社区步行性指数分

数 。 根据社区 步行性和 Ｓ ＥＳ 的指标 ， 从符合四个分

层组标准的社区中招募参与者 。 项目 的参与者最终

被确定来 自 于 １ ０个国 家的 １ ７个城市 中 ， 共包括

１ ４２２２ 名年龄在 １ ８
－

６６ 岁之间的成年人 。

其次 ， 在体力活动的数据收集上 ， 使 用加速度

计监测体力活动的有效天数和活动强度 ， 并测算 出

平均每有效天的 ＭＶＰ Ａ分钟数 。 在建成环境的相关

数据 收集上 ， 使用 Ｇ ＩＳ 构建参 与者 居住地周 边

０ ． ５ｋ ｍ和 １
． ０ｋｍ 范 围两个缓 冲区 ， 将缓冲区 内的净

住宅密度 、 街道交叉口 密度 、 社区零售 用地与缓冲

区的面积比 、 公共交通站点密度 、 公园密度和到最

近交通站点的距离指标作为环境变置 。 将参与者的

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状况 、 就业状况 、

城市 、 加速度计佩戴时间 、 每个研究单元的 ＳＥ Ｓ作

为协变置 。

最后 ， 在统计分析方法上 ， 使用 ＧＡＭＭｓ分析了

环塊变置与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 ，
并估算受城市层

面因素 、 受行政单元层面因素和受个人层面因素 引

起 的个体 ＭＶＰＡ 的变 异置 。 在对协变置进行调整

后 ， 分别使用 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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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ＧＡＭＭｓ
，
分析环

境特征对 ＭＶ ＰＡ的影响 。 同时 ， 模型纳入了 环境与

城市的交互项 ， 以评价在不 同的城市环境特征与

ＭＶ ＰＡ之 间的关联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另外 ，
针

对居住在环境相关性最弱和最强的 ５％的 地区的参

与者 ， 估算其每周 ＭＶＰＡ 的时 间差异 ， 以量化环境

特征对ＭＶ ＰＡ 的影响效应。

３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发现 ，
参 与 者 平均每天 累 积大约

３７ ｍｉ
ｎ 的 ＭＶＰＡ ， 其中城市层 面的 ＭＶＰＡ为 ６ ． ３ｍ ｉ ｎ／ｄ

，

行政单元层面的 ＭＶＰＡ 为 ４ ． ６ｍ ｉ
ｎ／ｄ

，
个人层面的 ＭＶ

－

ＰＡ 为 ２４ ． ４ｍ ｉ ｎ／ｄ 。 在 Ｓ ＥＶＧＡＭ Ｍ模型 中 ，
６个环境变

量中的 ４个
（
净住宅密度 、 交叉口密度 、 公共交通

站点密度 、 缓冲 区内的公园数置 ） 与 ＭＶ ＰＡ呈显著

的线性正相关 （

ｐ
＜０ ．０ ５ ） ， 且在 １ ． ０ ｋｍ缓冲 区计算

的变量 比 ０ ． ５ｋｍ 缓冲 区计 算的变 置关系更强 。 在

Ｍ Ｅ Ｖ ＧＡＭＭ 中 ， 净住宅密度和公共交通坫点 密度与

ＭＶＰＡ 具有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 系（ ｐ＜０ ．０ ５）
， 其中公

园数量仅在 〇 ． ５ｋｍ 的缓冲区内 ， 与 ＭＶＰＡ 具有显著相

关性。

另
一

方面 ， 环境特征对 ＭＶＰＡ的 影响效应ｆｔ化

分析发现 ， 居住在活动最友好的社 区成年人比居住

在活动最不友好的社区成年人之间 ， 每周的体力活

动 时间差异从 ６８ｍ ｉ ｎ／周到 ８９ｍｉ ｎ／周 ， 这
一数据相当

于体力活动 １ ５０ｍ ｉ ｎ／周 的建议参考值的 ４５
—

５９ ％ 〇

这一研究表明 ， 具有活动支持性的环境会对人群的

体力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

４ 、 研究讨论

在这项研究的 ＧＡＭＭｓ模型中 ， 三个环境属性

（净住宅密度 、 公共交通站点密度和公园密 度 ） 与

总体 ＭＶ ＰＡ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 。 ①净住宅密度的强

相关性与许多其他研究中显示的相
一

致 ；

②公共交

通站点的密度与总的体 力活动不相关 ， 与 ＭＶ ＰＡ显

著相关 ， 但 ＭＶＰＡ与 距离最近的交通站点的相关性

并不显著。

一种解释是 ， 交通线路的多种选择使得

居 民更有可能步行前往满足他们需求 的交通设施 。

良好的交通可达性是减少汽车依赖的生活方式的必

要条件。 特别是在中等收入的样本城市中 ，
汽车拥

有率低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积极的交通工具 （ 如步

行和骑 自 行车 ） ，
可能代表 了需要而不是选择 ： ③

公园密度与成年人的体力活动具有相关性 。 虽然公

园通常被认 为是通过设施和美学来支持休闲活动

的 ， 但是附近的公园也可以是主动交通的目 的地 。

因此 ， 最受欢迎的其他环境变量可能是通过公园对

休闲和交通活动而与总体体力活动相关的 。

与体力活动无关的两个变量中
，
①由于不同国

家之间的社区零售用地与缓冲区 用地的比例差异很

大 ，
所以土地混合使用与体力活动 的相关性并不显

著 ；

②交叉口 密度是街道连接性的
一

个指标 ， 为行

人和车辆提供 了 直接的通道 ， 该变量在 Ｓ ＥＶＧＡＭＭ

中是显著的 ， 但在整个 ＧＡＭＭ ｓ 中并不显著 ，
这表明

了交叉口密度与其他变量 （ 如净住宅密度或公共交

通站点密度 ） 的混杂效应 。

５、 总结

城市环境的设计具有贡献近９ ０ｍ ｉ ｎ／周的体力活

动的潜力 ， 这表 明城市设计应该成为全球相关的公

共卫生优先事项。 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建设 、 改造

和维持那些体力活动 的环境特征 ， 以增加住宅 密

度 、 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务、 确保公园的可达性 ， 预

计将长期大幅度的增加人群的体力活动 ， 并实现联

合国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目 标。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

公共卫生倡议者与包括环境可持续性团体在内的其

他部门的合作提供了 动力 ， 以促进支持体力活动的

发展 ， 减少能源消耗、 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 ，

同时实现健康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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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城市开发与土地经济 （刘冰 ）

创造
一种精明增长型的发展战 略框架 ：

美国

小城镇的实用工具

１ 、 研究背景

在资源枯竭 、 全球化或消费者偏好转变等问题

的大环境冲击下 ， 许多仅仅依靠单一经济部门 的美

国 中小城镇正在陷入挣扎 ， 它们的产业基础被撼

动 ， 经济状态已不复往昔 。 人们纷纷下 岗 ， 市政府

也缺少足够的税基 。

与其寻找新雇主来填补丢失的岗位 ， 有些城市

幵始尝试采用其他的方法来预见和克服面临的挑

战 ， 这种转向
＂

基于地方性
＂

（ｐ ｌａｃｅ
－

ｂａ ｓｅ ｄ ）经济发

展方式的新变化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 名称来实现 。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 （
Ｅ ＰＡ

） 的这
一

报告 中 ， 将该战

略称 为
＂

楕明 增长型 的经济发展 （
ｓｍ ａｒｔｇ ｒｏｗｔｈ

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 ｅ ｎｔ）

＂

， 是指选择以现有资产为

基础 ， 逐步强化社区发展 ， 并构建长期价值以吸引
一

系列投资 的战略。

美国环境保护署在西图集团（ＣＨ２ＭＨ ｉ ｌ ｌ ） 、 战略

经济公司 （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
ｃ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 ｓ

）的协助下 ， 幵发 了

这
一

针对精明增长型开发的 工具 ， 作为华盛顿凯尔

索的精明增长实施援助项 目的一部分 ，
可为建立基

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按照步骤落实的指

南 。 该工具专门用于 中小城市 ， 尤其是那些遭遇人

口 增长乏力 、 地区撤资 、
经济低迷等问题 的城市 。

在这一报告中 ， 首先 ， 概述了
＂

精明增长型经

济发展
＂

战略的若干关键概念 （第二章 ） ； 接着 ，

介绍 了制定这一战略的五个步骤及其遵循的六大原

则 （ 第三章 ） 。 要设计
一

个稳健的经济发展战略 ，

往往需要 多个合作伙伴围绕共同的 目标齐心协力 ，

市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机构人员、 帮助社区复兴的

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使用这
一

工具来指导他们的工作。 它为信息的收集 、 问题的

考虑以及潜在方法的探索提供了
一个框架 ， 社区应

结合实际情况修改并优化这个工具 。

２ 、 准备启动 ： 关键概念

许多社区通过利用其独特 的资产来吸引 新的投

资和支持现有业务 ， 从而成功地培养了竞争优势 。

这些基于地方的资产可能包括 ：

居民及其技能 ， 当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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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筑和基础设施 ， 学术、 技术和医疗机构 ， 地方

和区域的商业和就业集中地 ， 文化、 自 然和艺术资

源 ， 以及总体生活质量 。

＂

精明 增长型经济发展
＂

与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别是 ， 它更强调建立在现有社

区资产上的发展 ， 后者则是单纯追求就业和税基的

增长却没有特别考虑现有资产的区位及其协 同效

应。

＂

精明增长型经济发展
＂

战略的三个核心组成

部分是 支持企业、 支持劳工 、 支持生活质量 。

（
１ ） 支持企业 ， 指的是以几种关键方式来支

持和扩大现有业务并吸引 新业务 ，

以促进经济发

展 ， 具体包括帮助企业创造 岗位、 鼓励创业 、 通过

扩大和多样化税基来加强财务可持续性 、
通过新的

服务和设施改善生活质量等 。 这
一

战略的关键是了

解社区内现有企业 、 岗位及潜在新兴企业家的构成

和分布等信息 ， 来揭示企业在服务当地居民 、 帮助

提高生活质置方面做得如何 ，
以及哪些行业最有可

能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

（
２

） 支持工作者 。 劳动力发展对于确保居民能

够成功地争取就业机会以及所有居民都有机会从经

济繁荣中获益非常重要 。 拥有广泛技能和教育水平

的劳动力可以帮助当地企业发展并吸引新企业 。 通

过为居民提供学习各种工作技能的机会 ， 劳动力开

发工作还可以减少居民长途通勤以寻找适当工作的

需求 ，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并减少车辆污染 。

（ ３ ） 支持生活质量。 居民和企业双方都重视具

有良好生活质置的社区 。 很多因素可以改善生活质

量 ， 如繁华的市中心或服务邻里的商业区 ， 绿色和

开放空间 ， 多种交通选择 ， 艺术 、 文化和社 医资

源 ， 以及医疗 、 技术和学术机构 。 因此 ， 除 了环境

美化 ， 还需要在城市核心区识别开发和再开发项 目

的关键Ｋ位 ， 包括棕地和填充地。

在准备按步骤制定
“

精 明增长型经济发展战

略
”

时 ， 需要考虑六大原则

（
１

）
医别

Ｈ

增长
”

与
１ ？

投资
＂

并非所有的社Ｅ都在增长 。 但是在大部分情况

下
， 即使社区人 口处于下降期 ，

企业 、 个人和公共

机构仍会继续对这个社区投资 。 将重振经济建立在

持续的投资上 ， 比建立在人口 、 税基及就业增加所

代表的社因增长上更为重要。

（ ２ ） 战术与战略结合

精明增长型的经济发展规划应当包括一个广泛

的长期战略 ， 从而为未来的经济活动和投资设定总

体 目标。 同时 ， 为 了 达到长期愿景 ， 这个规划也应

当含有短期策略 ， 以解决规划实施时具体的障碍和

挑战 。 就算长期的战略在若干年 内没有变化 ， 也应

当结合实际的条件和机遇定期更新短期策略。

（ ３ １ 集中投资

被投资的区域既应该大到可以提供社区变革的

机遇 ，
也应该小到对其投资后的变化可被切身感受

从而进一步剌激投资 。 只有将时间、 财力及其他社

区资源集中投资到这样的地域时 ，

投资才最高效 。

今后 ， 这些较小的
＂

集中投资
＂

Ｅ域可再扩建 ，
以

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功 。

（
４

） 顺
＂

势
ｎ

而上

若在 已有私营活动的Ｋ域尝试推动经济发展 ，

效果最为突出 。 如此
一

来 ， 公共投资便可加强和支

持个体业主 、 企业 、 商业地产 、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等的私人投资 ， 从而进
一

步推动经济发展 。 这些

初步的投资起效后 ， 在这个区域周围吸引投资便会

容易许多 ，
从而随时间推移 ，

将其原先的
＂

势
”

力

扩散开来。

（ ５） 根据具体目标来寻找合作伙伴

尤其当资金来源的种类多样时 ， 经济发展的成

功需要依靠各个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
让这些合作

伙伴参与到 与战路任务相称的具体 目标中 ， 比寻求

他们来支持广泛或定义不清的计划更为有效。 社區

设定的发展 目标也可与特定的资金来源相一致 ，
以

提高规划实施所需筹集资金的几率。

（
６

） 交流与协调

不同机构和组织间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 能够确

保所有可周的资源被用于支持实现社区的愿景 。 在

资源有限的小城市中 ， 高效的协调能够避免实施过

程 中出现的无效或重复 ，

也可 以避免资源被过度分

散 ，

以至于无法对社医做出 实质性的改变 。

３ 、 战略制定 五大步骤

为了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努 力能够最大可能

地满足社区的需求和 目标 ， 这一
＂

精明增长型经济

发展
”

战略的制定有五个关键步骤。

步骤 １ 选择重点区域

在
＂

精明增长型经济发展
＂

战略制定中
，
首先

要选择
一

个特定地点 、 社区或重点区域。 每个地区

的目标、 指标及适用的实施工具都不尽相同 ， 例如

工业 区的企业需求与市中心的商家需求就不
一

致 。

不论是做一个城市 、

一个分区或一个社区的规划 ，

通常会把这个范围划分为土地使用模式或 目的不同

的子区域。 精明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畴十分重视社区

的
１■

地方资产 （ｐ ｌ
ａｃｅ

－

ｂａｓｅ ｄａｓｓｅｔｓ ）
，
正是由此

与传统方法医分开来。

步骤 ２ 定义背景

在这一步中 ， 社区需要基于选定区域 （
ｔａ ｒｇｅｔ

ａｒｅ ａ
）的定性及定量信息来描述发展条件。 这个描

述应当最大限度地包含公共和私营部门对该区域曾

采取的策略 ， 不仅要把有效 、 无 效的策略标注出

来 ， 还要反映那些可能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但却尚

未产生太大影响的策略 。 尽管数据能够有效地判别

选定区域的背景以及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 但在

制定战路的早期阶段没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数据收集

和分析 ， 这对可能缺乏详细数据的小型社区来说尤

其如此 。 此外 ， 社区甚至可 以收集一些诸如可步行

性审查 、 文化名录、 公交路线地图以及社Ｋ价值观

调查的信息 ， 旨在帮助识别选定区域的地方性资产

及发展智 战 。

步骤 ３ 树立 目标

制定精明经济发展战路的另
一个重要步骤是立

足于现实 ， 为选定区域制定有抱负但可实现的目

标。 报告中所列出的潜在 目标清单并不全面 ， 各个

城市可能需要根据当地条件改进这些 目标或制定更

为具体的 目标。

这些 目标可被分成三大类——对 ：
Ｉｋ业的支持 、

对劳动者的支持以及对生活质量的支持 。

（
１

） 支持企业 。 这类 目标旨在帮助 当地企业

发展并吸引新业务。

目标 １ 保留现有企业

立足已有的产业基础 ， 城市不仅能支擰现有企

业 ，
还能吸引新的企业 、 居民以及员工 。 可以通过

访谈来了解当地企业的挑战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经济

发展战略支持企业的长期成功 。 对现有企业的支持

方式包括改善设施以及新建或重建部分住房 ， 以满

足 目前在社区外居住的员工需求 。 提升市 中心活力

的行动也可以扩大客户群 ， 以此来帮助保留现有的

企业 。

目标 ２ 吸引新企业

作为高度优先发展的业务 ， 吸引新企业可以帮

助增加 当地的就业选择并建立城市的税基。 对那些

最适合社区资产和机会的行业采取量身定制的政

策 ， 通常能最有效地吸 引新企业 ， 为 当地居民提供

高质量 的就业选择 ，

或者为社 ＩＥ提供其他所需的服

务和设施。

目标 ３ 促进创业

鼓励企业家创业可以让他们在自 己的社区 中建

立财富 。 居住在社区 中的企业主倾 向于在 当地商业

服务上花更多钱 ， 并将更多 的收入留在当地经济

中 。 因他们在社区中有 既得利益 ，

不太可能响应其

他城市提供的激励措施而搬迁到外地。

目标 ４ 鼓励填充地点的业务增长

鼓励在特定地点 （如老的市 中心或其他主要活

动中心
）
实现业务增长 ，

有助于提高现有和未来居

民、 员工和访客的整体生活质量。 这种改善的生活

质量也转化为 当地企业 的竞争优势 ，
对于加强地方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⑵ 支持工作者。 这类 目标涉及增加获得就业

岗位和劳动力发展的机会 ， 包括 Ｋ
－

１ ２ 义务教育以

及高级和继续教育 ， 使当地居民享有成功竞争的适

当教育和技能。

目标 ５
． 改善获得当地就业 岗位的机会

这意味着让更多的工作岗位接近居民 ， 或为更

好的 自行车 、 步行和公交系统投资 。 其中可能包括

改善当地的职住平衡 ， 但也应增加区域就业中心的

可达性。 鼓励企业在公交附近选址并发展多种更好

的公交服务 ， 将扩大员工的通勤方式选择。

目标 ６ 增加获得高等教育、 劳动力发展和就

业培训的机会

拥有适当技能和教育的劳动力是吸引新兴产业

的重要资产。 为员工提供 自我教育和高技能培训的

机会 ， 将有助于他们竞争社区内的工作岗位 。 这可

以减少居民通勤出行的长途跋涉 ，

从而改善生活质

量、 减少交通拥堵利 ］空气污染 。 为此 ，

需要了解当

地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以及潜在增长行业所需

的技能 ，
以明确不同行 业的 目 标及教育 、 培训类

型 ， 地方教育机构和就业培训中心是实现这些 目标

的关键伙伴。

目标 ７ 提高 Ｋ
－

１ ２教育质量

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公立学区是建立熟练劳动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进一步设定具体的 目标 ， 以确

保学生接受适当 的培训 ， 如建立科学、 技术 、 工程

和数学 （
ＳＴ Ｅ Ｍ

） 计划 ， 增强年轻人在相关领域的

竞争力
．

Ｋ
－

１２ 机构可将简历写作 、 实习和计算机

课程等纳入课程。 好的学区会吸引年轻家庭和想要

雇佣他们的企业
，

可 以帮助促进现有社区的再投

资 。

（
３

）
支持生活质量 。 这类 目标旨在帮助社区争

取新的经济增长 ， 并更好地服务于居民 、 企业和游

客〇

目标 ８ 促进有活力的中心区或商业街区

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和商业区可以是本地的娱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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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目 的地 ， 或是社区活动和市民生活的中心 。 这

些支持活动如果成功 ， 还可使市中心的房产为城市

税基做出更多贡献。 但在国家和地区趋势不支持地

方零售增长的情况下 ， 要振兴已陷入困境的中心区

可能具有挑战性。

目标 ９ ： 吸 引商店和服务 ， 满足 日常去中心区

和居民区的需求

在市中心或邻里能轻松获取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对于高质量生活非常重要 。 这
一

目标聚焦日常所需

的零售和服务 ， 而不是奢侈品和非必需品。 缺乏便

利可达的杂货店或药店的社区 ，
可以将这

一

目标纳

入其经济发展战略中 。

目标 １ ０
： 确保不同收入人群可 负担的 多种住

房类型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足够吸引人的社区 ， 它不会

吸引员工和企业 ． 而低收入居民无法负担住房时会

被迫离开城市 ， 使得劳动者和顾客被从当地经济 中

移除 。 而位于中心 、 有适合各种收入家庭住宅的高

质量邻里 ， 使人们有可能居住在岗位附近 ，
且当收

入和生活方式改变时仍可住在同
一社区里。 不同类

型住房 （ 例如租和售 、 多户和独立 以及大小 ） 混

合 ， 可以容纳从新入职场到养家糊 口到退休的不同

生活阶段的人。

目标 １ １ ： 提高公共空间和游憩场所可达性

开放空间 、
公园和娱乐设施对居民的身心健康

很重要。 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场所可以提高住宅区

的房产价值 ， 并吸引 新的居民和员工 ；

而将社区与

就业中心连接起来的小径 、 路边 自行车路线可以改

善就业机会并减少幵车。 社区可基于现状制定 自 身

的 目标 ， 以特别改善现有的开放空间或建立新的开

放空间 。

目标 １ ２ ： 保留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自然空间

保护 自然区域可为城市带来重要的娱乐 、 生态

和经济收益 ， 从而提高生活质置 。 这些区域可能是

沿着河流的天然缓冲区 、 吸引居民和游客的公园 、

或儿童可以玩耍的地方。 鼓励在填充场所和已建 用

地的增长有助于减少这些 自然区域的开发压力 ， 使

其更容易保护 。 社区可检视气候变化的预期彩响 ，

确定保护区域的边界 ， 以防止将来的洪水 、 野火和

其他自 然灾害 。

目标 １ ３ ： 改善步行和 自行车设施

这
一

目标会为居 民 、 员工和游客提供诸多 好

处 。 人行道 、 自行车道和小径使步行和骑车更加安

全 、 有吸引 力而鼓励更多的人使用 。 步行和骑车进

行通勤 、 购物 ， 可以让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锻炼 ， 改

善身心健康 ； 员工有更多的交通选择 ， 易获得更多

工作机会 ， 而减少开车会减少拥堵和污染。 从商业

角度 ， 步行 、 自行车的交通改善后出现了社区零售

销量增加的迹象。

目标 １ ４ ： 保持品格和与众不同的社区 资产

在发展过程中 ，
社区必须维护那些使之具有特

性的场所和机构 ， 如 宗教机构 、 公共艺术 、 博物

馆 、 自 然景观 、 集会场所和历史建筑 。 这些地方以

及迷人的街景和店面 ， 有助于形成地方感和社区认

同感 ， 有助于留住现有居民 ， 并可吸引新的居 民和

企业。

目标 １ ５ ： 在适合的地点允许混合用地开发

拥有住宅 、 商业服务 、 市民场所和其他土地用

途的地区 ， 能使居 民更接近工作和 日 常需求 ， 步

行 、 骑行或开车距离更短 ， 这对于没有汽车的人尤

其重要。 各种用途创造了具有地方感的活力社区 。

调整区划 用地代码从而允许混合使用 ， 通常是开发

这些地区 的关键第一步。

目标 １ ６ ： 确保相邻用地的兼容性

有机增长有时导致不相容的 土地使用彼此接

近 。 例如 ， 住宅可能穿插工业 用地或太靠近高速公

路 ， 危及居 民的健康。 居住相关抱怨可能会为 当地

企业创造
一个冷清的环境 ， 导致他们重新选址。 如

果 当前土地使用情况的评估表明存在此类问题 ， 城

市部 门应与居民＾３企业合作 ， 希望制定
一

个解决该

问题或更新区划用地代码的 目标 ， 以防止新开发产

生类似问题 。

目标 １ ７ ： 为气候变化做准备

许多社区已经在经历气候变化的影响 。 由于气

候变化影响着社区的各个方面 ，
应将气候影响规划

纳入经济发展、 土地利 用 、 交通 、 住房和其他计

划 。 了解当前和预计影响的社区可以更好地规划其

经济发展 ， 以保护居民 、 企业和基础设施免受伤

害
，
并利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新机遇 。 如果

一个

社区能够证明它已经考虑了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其经

济并正在准备和适应这些变化 ， 那么对于寻求长期

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企业来说 ， 它可能更具吸 引力 。

步骤 ４ ： 识别现有资产和障碍

在精明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中 ， 应当反映
一

个

选定区域的已有资产以及实现社区 目标的障碍 。 识

别可能的障碍是实现 目标的重要步骤 ， 因为 当克服

具体困难而不是实现广泛目 标时 ， 选择的实施工具

和资源通常更有效 。 如果
一

个城市的 目标是促进市

中心更加活跃 ， 实现这
一

目 标的潜在障碍是 多种多

样的 ， 包括 ： 过于陈旧且狭小的零售空间 ， 市 中心

零售需求过小 ，
外地业主对市中心房产投资不感兴

趣 ， 指路标志不清晰 ， 停车位不足等 。 以上所列每
一个陳碍都需运用不同的工具才可解决 。

步骤 ５
： 找到最合适的工具

当 解决 问题的工具与其要解决的问题对 口 时 ，

它的作用才最为有效。 这节探讨 了可纳入社区稍明

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和行动 ，
包括传统

的经济发展工具以及通常不被视为经济发展战略的

工具 ， 如支持经济发展的运输方式选择或填充式开

发等 。 简化许可流程或设置产业提升区等一些更常

规的工具可通过
＂

精明增长过滤器
？？

加以运用
， 即

在城市已经确定的增长区域内鼓励经济发展。

上述政策工具和行动通常支持
＂

精明增长型经

济发展战略
＂

三大部分 中的多个 目标。 比如 ， 有的

工具会同时支持工作者 、 企业并提高生活质量 。 也

因如此 ， 这些政策工具和行动被分为八个交叉的主

题领域 ： ①土地使用政策 ；

②伙伴关系建立 ； ③创

业及业务发展 ； ④就业及劳动力发展
；

⑤健康与环

境 ； ⑥棕地与填充地再开发 ；

⑦交通运输 ；

⑧基础

设施融资 。

报告最后 ， 提供 了详述各大类政策工具和操作

的清单表 ， 包括 ： 潜在的计划管理者
， 比如可以领

导实施的实体 ； 工具或行动可以帮助实现的精明增

长型经济发展 目标
；

链接的更多信息 。 这不是
一份

全面的清单 ，
而是作为社区判别本地可用的 、 且最

适合地方发展 的工具和资源的一个起点 ， 它还可以

帮助工作人员制定后续的 、 创新的战略和计划 。

该报告作为美国环境保护署可持续发展社区精

明增长项目 的成果 ， 其框架和方法对于我国中小城

镇 以及收缩型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具有借鉴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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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城乡社区发展与住房建设

（ 杨辰 ）

空 间的临时使用 ： 灵活性 、 机遇与 不稳定性

共存的城市过程

空间的临时使用已经成为 现代城市发展的普遍

现象 ， 逐渐 受到大众 、 公共政策 与学术研究的关

注 ， 将其看做城市再生和更新的机会。 本文重点关

注于空间临时使用与生产机制之间的关系 ，
旨在展

示空间的临时使用如何嵌入到城市发展过程 中 ， 并

通过案例分析展示其灵活性、 机遇和不稳定性。

本研究基于语境与视角两种 理论和方法框架 ，

将私人空 间做为研究对象 ， 整篇文章分为 四个部

分 ， 前三个部分讨论闲置空间的产生背景 ， 分析临

时使用的多元特点 ， 并寻找其在促进城市发展与社

会变革方 面的意义 。 第 四部分选择 Ｃｈ ｅｓｔ ｅｒｆｉ ｅ ｌｄ

Ｈｏｕ ｓｅ进行案例分析 ， 展示不同参与者所涉及的范

围 他们差异性的角色 、 期望和所得利益 。

１ 、 闲置空间的产生 ： 资本主义的时空波动

城市空间 闲置化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 ，

是资本主义时空波动的产物。 空 间的生产 、 供应、

需求 、 分配、 管理和消费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在 资本主义寻求永久扩张和更高回报的 过程

中 ， 空间生产投机地扮演着
一

种盲 目的力置 。 经济

扩张时期疯狂地制造空间 ， 而收缩时期则面临空间

供应过剩 、 供需失衡的局面 。 新 自由主义全球化将

资本主义固有的时间危机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闲置空间也是城市发展空间波动的结果 ， 全球

化加剧了城市发展的空间波动 ， 新的全球分工重新

绘制 了工业生产地图 ， 从较老的工业地区 转移到新

兴地区 ， 导致 了经济的衮退和空间的废弃 。 随着全

球化 、 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危机的爆发 ， 办公楼 、

住宅和零售 业的空置率大幅上升 。

２ 、 临时使 用与弹性生产

大量 闲置空间的存在 ， 意味 着空间生产的危

机
，
面对大规模与长时期的闲置 ， 借助市场机制与

国家法规 ， 出现以下四种方式来提升空间生产的灵

活性 ： 价格的调整 、 供应的减少 、 功能的转换和空

间的临时使用 。

空间的临时使用是提升灵活性的第四种形式 ，

尤其体现在零售业之 中 ， 临时使用这些闲置 空间成

为填补缺 口的方式 ， 是经济周 期好转之前的
一

项临

时措施。

政府帮助房东暂时 出租他们的房产 ， 并推出了

面 向业主的租赁与指导措施 ，

鼓励非商业人士临时

占用 市中心的零售楼宇 。 其中 ， 非商业性 用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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