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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典范性公交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比较研究基础上，遵循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城市发展理念，《空间
研究(12绿维都市空间层级系统与K8发展模式)》从城市空间层级性入手，探讨城市空间各个层级结构
的合理人口规模和空间地理尺度，以及这些比较理想的空间规模尺度在中国语境下的适应性问题；接
着在空间层级规模尺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最后通过世界典范性城市的
横向对比研究，借鉴其各个空间层级的发展策略，总结发展经验，提出适宜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空间研究(12绿维都市空间层级系统与K8发展模式)》可供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管
理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笔者段进，戴德胜有着长期的国内规划设计实
践及在新加坡规划机构、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工作学习的经历，对新加坡、欧洲以及中国城市空
间发展有着较深刻的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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