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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

前言

　　城市游憩空间是城市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不仅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而
且也会影响到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
，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意识的增强，城市游憩空间的研究与建设已迫在眉睫。那么，如何认识和解读
城市游憩空问？如何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游憩空间？这不仅是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时
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本书从城市游憩空间的系统化研究人手，力图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
城市游憩空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整合框架。　　本书基于系统的思想，主
要从城市规划设计、学科的综合交叉性以及宏观层次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游憩空间的分析与整合问题，
同时把其他各种角度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运用系统理论、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经济学理论、游憩理
论、环境行为理论等对城市游憩空间的结构、演化、品质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针
对目前我国城市游憩空间规划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整合框架，包括整合的价值取向
、整合的机制与模式、整合的方法与策略等。最后以重庆都市区为例，对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进
行了实证研究。本书在阐明了选题意义、有关概念、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相关
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城市游憩空问的分析与整合两大内容。　　“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主要基
于以下几点：①结构分析。在了解“结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研究了城市游憩空间的类型
划分、结构层次、结构模式以及结构特征等，归纳总结出了城市游憩空间理想结构——“极核一组团
一扇形一环状”复合蛛网模式，其目的在于从空间的角度来认识城市游憩空间是什么。②演化分析。
主要分析研究城市游憩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规律以及模式等，其目的在于从时间的角度来进一步
认识城市游憩空间是什么。③品质分析与评价。在对构成城市游憩空间品质的游憩活动支持、游憩形
象认知与游憩管理保障等三个层面的分析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84个三
级指标所构成的城市游憩空间品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重庆磁器口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进行了定量
分析评价，其目的在于从品质的角度来认识什么样的城市游憩空间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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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

内容概要

《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从城市游憩空间的系统化研究人手，运用系统理论、城市空间相关理论
、经济学理论、游憩理论、环境行为理论等对城市游憩空间的结构、演化与品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
析。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我国城市游憩空间规划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整合的价值取向、
整合的机制与模式、整合的方法与策略等。最后以重庆都市区为例，对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进行
了实证研究。《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力图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城市游憩空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认识，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整合框架。
《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适合于从事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旅游规划、地理学的高校教
师与学生参考，并可作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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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空间分析与整合》

章节摘录

　　第2章 城市游憩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系统论　　早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第一
次把“系统范畴”提到普遍方法论的高度，并用系统的方法构建了其哲学体系。-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
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哲学家贝塔朗菲，他对生物学传统研究方法——孤立的因果分离的机械刻板
模式大为不满，提出了“机体论”概念，强调要把生物机体视为系统，从整体上进行研究。1945年，
他出版了《关于一般系统论》一书，树立了系统论的地位，认为“所谓系统，就是指由一定要素组成
的具有一定层次和结构，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贝塔朗菲，1987）”。系统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
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2.1.1 系统思想的发展简史　　系统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对事物的
一种认识方式，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发展时期。　　古代的系统观念。“系统”一词来
自拉丁语“system”，即“群”或“集合”的意思。古代的系统观念早在古希腊就已出现，原意是指
复杂事物的总体，不过在当时尚未成为一个且右确宗科学含义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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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朋友買的
他說很好
2、初步看了看，觉得还可以，但还需要细读，才知其中的高、低。
3、书看有时候不同，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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