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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原理》

前言

　　城市可持续研究是20世纪后期至今学术界研究全球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环境
、能源和经济层面，近十多年以来已深入到在以上方面的社会空间公正与文化空间尊严等内容，焦点
已转向如何衡量和确保城市的可持续空间与社会发展的策略方面，研究方法也从宏观因素探讨转到微
观结构领域。　　近期以来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深化思维扭转了科学理性主义席卷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崇
拜年代，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泛科学主义误认为它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泛人本主义
误认同它的空间意识论的浪漫结构是唯一的。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对城市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变
革动力，也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志。　　地理学作为一门对（城市）空间和地方这双重兴趣中心探讨
的独立学科。任何空间和地方都存在着垂直和水平的两种关系：垂直关系把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因素联
结起来，而水平关系则把不同地方的各种因素联结起来，它们形成了结构。　　现在人文地理学主体
被当作一门社会科学，受到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促使它深入到同社会科学的整合，本质上揭示人
与环境的空间关系实质，增强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它研究与空间和地方有关的那些
社会的特殊方面（包括自然一社会一文化环境），主要在关心与引用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上，
为它们提供空间的解释。因此，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要在哲学基础上多元化，其研究方法渗透了方法论
的理念。现在大多数地理学者承认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认识空间的力量胜于实证主义，认识到了人文
动因的重要性，就要求严谨地分析人文动因如何在空间和地方的关联机制内创造世界。其认识的核心
是人对空间（自然、区域一环境与世界）和地方（经济一社会一文化）构成的感悟～感知能力，包括
：对（空间一社会）区位的人本感知、对（自然一文化）环境的感知，以及在其上产生的地面文化建
造想象力。这样，由认识到行为，随着社会与文化的演进，世界就由不同进程的地方文化空间构成。
　　（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研究人作为有思想的生灵所创造并将要建造的那个空间的世界。其认
识论是实在认识论：认识的获得不是通过证据的积累，而是通过理论的发展，以便能够说明社会空间
内部的机制，并能够提出从机制的意义上进行社会空间变革的原理。中国学者认为：现在的人文地理
学应走向"科学的人本主义"和"人本的科学主义"。没有人本关怀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
学精神的人本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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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原理》以人文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向方法论为理念，在研究城市社会
空间结构与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探讨并论述城市场所微区位研究的方
法论、场所微区位论基本理念、可持续性城市理念下的商娱场所社会—文化空间结构演化、场所微区
位的社会空间耦合结构、场所微区位的消费文化空间响应结构、场所微区位的空间公正和谐结构与商
娱场所社会—文化空间秩序构成体系七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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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娱乐消费文化的一般特点　　1）娱乐消费文化体现出质量和品位高特征：属于一种追求发展
、追求享受与情趣、显示个人身份地位和个人价值与成就感的体验型消费。　　2）娱乐消费的弹性
大特征：表现出对消费的品种和质量的追求和货币支出的数额差距巨大，显示出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
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　　3）劳务或精神消费居娱乐消费的主导地位：劳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
比重大，这是生活水平质量改善和提高的标志，而这又是由娱乐消费展示出来的（邓崇清，2000）。2
．娱乐消费文化的空间特点　　1）场所一体验性：娱乐消费对于大多数消费人群来说是一种体验型
消费，而这种体验，无论是从消费者追求的核心利益角度，还是从营业性娱乐场所提供的吸引物或实
现的功能角度，都必须结合娱乐消费文化场所一体验性这一空间特点进行研究。　　2）环境一感知
性：不同的娱乐消费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的环境认知，如高尚娱乐场所、刺激娱乐场所、康体保健娱乐
场所、大众休闲娱乐场所提供的娱乐消费会对居民的认知内容产生不同的影响。　　3）阶层聚集一
层次性：消费空间的布局是与人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选择不可分离的。不同阶层消费者本身的消费行
为也是城市消费空问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4）亚文化一序列性：亚文化场所规律也是
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空间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对应亚文化行为象征功
能。消费本身就成为消费者本人与其同仁展开的仪式性活动，消费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过程，人们的
社会范畴包括社会关系在消费过程中重新定义（罗钢、王中忱，2003）。

Page 6



《中国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原理》

精彩短评

1、主要侧重理论研究，可以和白光润老师的应用区位论相结合，实务与理论两不误
2、正想查找一些关于居住社区的东西，这本书，刚好有涉及到。。好喜欢！！
3、王老师写的书真的好
4、注重理论分析和结构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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