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

13位ISBN编号：9787112177014

出版时间：2015-4-1

作者：胡毅,张京详

页数：1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

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读者对象：城市规划专业教学工作者、
学生和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者。《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以全球化
空间生产和中国大规模城市空间转型重组为背景，集中从南京城市住区更新的背景和历史文化等地方
性资源为突破口，探寻城市住区更新的空间正义新路径，既是对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本土应用的一次
重要尝试，又具有解决中国城市住区更新中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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