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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人居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古老而又全新领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备受地

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关注。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国内地理学16种期刊刊发的180篇有关人居环境研究

论文，发现国内研究：① 起步晚、发展缓慢，高层次研究成果少且增长慢，以城市内部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

少；②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宏观尺度地理

环境的宜居性与中观层面城市人居环境分异及其理想模式构建和微观社区单元综合居住环境评价及规划实践

等；③ 综合集成研究的方法体系探索尚未取得突破，当前常用方法中PSR模型和DPSIR模型主要以机理解析为

目标，实体指标与主体问卷调查心理指标及经济学方法旨在确定人居环境评判标准体系，当然GIS空间聚类也

成为近年运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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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

的辉煌成就，但中国也为快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

和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这

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人居环境恶化[1]。未来30 a中国

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2]，

由此引起的环境、生态的急剧变化，进一步影响到

人居环境质量。人居环境剧烈变化的严峻态势也

将危及到中国可持续发展基础和居民生活质量的

提升。

人居环境学属交叉学科，涉及地理、环境、生

态、城市规划、建筑、社会等学科[3]。目前，国内相

关研究有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评价、探索理想

人居环境模式、居住空间、人居环境预警和人居环

境的社会性研究[4]，建筑与城市规划视角的广义人

居环境、建筑空间及其组合、住区环境、基础设施

设计[3,5]。总之，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已经关

注人居环境的诸多议题、研究方法，然而面临快速

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人居环境问题，亟需系统

梳理国内有关研究的历程与现状，揭示研究动向和

前沿领域，这对丰富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与空间

规划实践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1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表1是中国地理学的学术期刊，共16种，它们

截至2013年6月2日刊发了“主题=人居环境”的学

术论文 180篇，约占同期（1934~2013年）中国知网

中文核心期刊刊发“主题=人居环境”论文数1 605

篇的11.20%。

11..22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对检索结果中每篇文献的机构、作者、关键

词、被引频次等字段存为文档，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和Excel进行统计。首先利用文献统计回

溯既有研究的数量、增长变化；其次对地理学期刊

刊发的人居环境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量；最后利用

普赖斯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M=0.749(Nmax)0.5

判识核心作者群[6]（Nmax为所统计时段最高产的作

者论文数，M为论文数），并总结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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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特点与核心作者群

22..11 研究特点研究特点

1) 起步早、长期停滞，发展缓慢。国内现有可

查的最早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西康居住地理”[7]，

可知中国地理学对人居环境研究起步很早，但是

增长缓慢，且高级别期刊载文量比重非常低。文

献统计表明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可分为：第一阶段

是2006年之前间的零星、分散研究，主要关注居住

环境与宜居城市[8,9]；第二阶段是 2007年以来的起

步期，主要标志是《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分别刊

载了 2篇、1篇人居环境研究领域的论文[10~12]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批准了中国地理学科的

第一个人居环境研究的项目“江汉平原乡村住区

系统演变与人居环境优化研究”。

2) 高层次论文非常少且增长缓慢。统计刊发

在《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的论文占

全部文献的 16.02%，对照表 1发现《地理科学》载

文量最多，但是《地理学报》刊发 10篇之中有 3篇

为1939年的研究文章。国内地理学期刊刊载人居

环境研究论文最多的期刊是《经济地理》、《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等。可见高影响因子刊物介入人

居环境研究领域非常迟，尤其是 2000年后国内城

市规划学的刊物积极关注聚落(城市与乡村)[13,14]、

广义人居环境[15]等研究，而地理学却未给予足够关

注。高级别刊物发文量的增速远低于总体文献增

速，因此，地理学视阈人居环境研究的总体水平亟

待提高。

3) 以区域实证研究为主体，理论创新研究亟

待加强。统计表明(图 1)，国内人居环境理论探索

呈觉醒趋势，相对实证研究或规划/策略研究仍显薄

弱。此外，近年逐渐关注主体的人居环境要素需求

与组合供给[16,17]、城市公共安全[18]、自然适宜性[19]，这

直接提醒学界：中国人居环境研究未重视改革开

放30 a的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人居环境的自然

要素的损害、产业与人口快速集聚于东部沿海诱

发的社会性人居环境要素供给失衡，以及人口东

中西快速流动的区域体验差异等热点问题。

国内实证研究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显示：首先是

地级市及其以上大区域研究最受关注，如“中国省

级单元”、“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优秀宜居城市”等

共出现 18次；其次是辽宁大连和江苏南京及其周

边，各出现12次；再次是北京、湖北江汉平原城市、

广州，各出现9次，但北京主要关注中心城区，而湖

北江汉平原则以县域为主；第四是长沙、乌鲁木齐、

昆明、西安、银川等省会城市，各在4次以上。研究

的焦点词汇为“评价、自然适宜性、人口功能分区、

城市人居环境优化”等，常用实证方法包括① 层次

分析、主成分分析、德尔菲法用于遴选人居环境评

价的指标体系和指标赋权，② 信息熵指数、变差指

数和协调指数、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模型等用于测定

人居环境与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度，③ 依托面板数

据采用模糊数学、多目标线性加权、逻辑回归、神经

网络等评价人居环境时间序列综合水平，④ 采用

GIS空间分析或聚类分析和截面数据的综合量化，

评判省际、市际、县(区)际的人居环境空间差异。

这表明重点城市的实证已成为当前主流，但未将

规划实践与人居环境演化规律及调控理论结合[20]，

这正是国内亟待强化的领域。

22..22 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群

1) 表 2统计了样本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发

文量前 5位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1990~1999年仅有

表表11 截至截至20132013年年66月月22日国内地理学中文期刊日国内地理学中文期刊

及其刊发人居环境研究论文量及其刊发人居环境研究论文量

Table 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related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16 geographical journals in China

资料来源:www.cnki.net，检索方式：“主题=人居环境”且“来

源期刊=期刊名称”，统计时间截至2013年6月2日。

期刊名称

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

地理科学

地理科学进展

人文地理

经济地理

世界地理研究

干旱区地理

地域研究与开发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热带地理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创刊时间(年)

1934

1982

1981

1982

1986

1981

1992

1978

1982

1985

1990

1980

1991

1992

1987

1986

篇数(篇)

11

6

12

13

13

25

2

3

13

5

17

9

23

8

19

2

1471



地 理 科 学 34卷

个别院所关注人居环境研究，2000年至今则以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辽宁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等的论文产出显著上升为典型特征

(表2)。

表表22 最高发文量第一作者单位的变化最高发文量第一作者单位的变化((前前66位位))

Table 2 Changes of the affiliation of the most prolific authors

on human settlements (top 6)

1990~1999（年）

发文量

（篇）

2

2

1

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建设部科技司

浙江大学

衡阳师范专科

学校

2000~2012（年）

发文量

（篇）

17

16

10

7

5

4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师范大学环境与旅游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2) 据核心作者计算公式计算 2000~2012 年

Nmax=8，代入公式得M值为2.12篇，取整为3篇。即

统计期间发表 3 篇以上的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

者。2000~2012年核心作者共 9人，占同期间论文

作者总数的 5.29%，所发表论文占同期总数的

23.53%(表3)。统计结果显示近20 a人居环境研究

核心作者人数及其论文数都处于增长趋势，这说

明中国地理学科人居环境研究队伍的规模在持续

扩大。

表表33 各时期核心各时期核心作者及其论文数作者及其论文数

Table 3 The core authors and the number

of their articles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s

时期

1990~1999年

2000~2012年

核心作者群及其产出

聂梅生(建设部科技司/2)

李雪铭(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22)、曾菊

新(华中师范大学/6)、封志明(中国科学院/5)、张

文忠(中国科学院/4)、李伯华(华中师范大学、衡

阳师范学院/5)、彭补拙(南京大学/4)、祁新华(中

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4)

注：括弧内为该作者的单位及对应时段内发表的人居环境

论文数；个别作者包括其指导硕、博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文章。

3) 核心作者的论文统计。利用中国引文数据

库的索引功能，对数据库所有论文的引文频率进

行确认，值得关注的是被引用排名前100的文章中

有 73篇刊发在建筑、规划、城市研究类期刊，而且

被引位居第一的《大都市人居环境评价和优化研

究：以上海市为例》却刊发在《城市规划》1999年第

6期；同时统计显示地理期刊刊发的人居环境论文

被引前15位均出自核心作者及其团队。

33 主要领域的研究动态

33..11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

3.1.1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及构成要素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是气候、地形、水土资

源、大气与地表覆被、自然灾害等的自然环境组合

特征及其适宜人类集中居住的程度。自然适宜性

是相对大规模的人类群居形成村落或城镇而言，

对于群聚而成城镇内部而言，受现代人工技术对

图1 中国地理学期刊呈现的人居环境研究议题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time of appearance of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 research by Chinese geographical journals

注：发文量是指在(该时段)该单位发表人居环境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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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的高强度改造，自然环境均质化程度较高，多

以基础设施网络、现代建筑等主导，因此人居环境

自然适宜性研究在全球、国家或省级层面可指导

城市或村镇选址以及城镇规模，具有重要理论与

现实价值；但在城市内部已然不是关注重点。

影响人居环境的自然因素众多，但主导人居

环境自然适宜性主要包括地形条件、水热气候条

件和水文状况、区域土地利用/覆盖特征、自然灾害

等[19~21]，因此，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由地形起伏度、

土地利用/覆盖状况、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

害危险度等决定。

3.1.2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领域

自然环境是人居环境形成与发展的本底，国

内外日益重视地形、土壤、气象气候、水环境、大气

环境、声环境等对人居环境的影响与作用[11]。人居

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是利用GIS分析区域自然地

理单要素对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的影响度，探求

主导因素的过程。集中在：① 气候对人居环境影

响，气候作为人居环境系统的核心自然要素，是评

判区域宜居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针对昆明、楚雄、

35个城市、贵州省、中国乡村、全国公里网格的实

证 [22~26]，既印证了气候是区域人居环境的重要因

素，又发现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适宜性整体呈由

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

递减的趋势；中国人居环境气候舒适期地域差异

显著，最高值分布在东南丘陵和云贵高原东南部，

而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等高寒地区为全年气候不

舒适区。② 采用多个自然地理要素基于GIS栅格

数据综合评判区域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与限制

性，如对云南、内蒙古、陕西、关中-天水、新疆南

部、万州、遵义及全国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居环境自

然适宜性受地形起伏度、温湿指数、水文指数和地

被指数综合影响，在山区或丘陵地区海拔与坡度

及其决定的水资源、耕地资源成为人居环境自然

适宜性主导因素 [27,28]；在平原或高原盆地受水环

境、气候主导 [11,30]。③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

成为人口分布及其优化的重要前提，国家人口计

生委于 2006年资助了封志明团队研究该问题，研

究发现中国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指数

呈高度正相关[30,31]。城市内部人居环境评价，受人

工改造影响，城市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主要考虑

绿化、水文、大气等的影响，但受数据限制目前评

价较少考虑自然要素影响。

3.1.3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方法体系构建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方法，多采用栅格

数据综合加权地形条件、气候条件、水文条件、土

地覆被、自然灾害等[19,21]。如图 2所示人居环境自

然适宜性研究技术路线，包括确定主要影响因素

并构建栅格数据库、遴选单要素的集成测度方法

与数据源、构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指数模型、确

定类型分区阈值及各类区提升模式等。

33..22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探究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探究

3.2.1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及其范式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是对区域人居环境可持续

发展或区域主体的人居环境需求等目标，部分综

合或全面刻画区域人居环境的状态及其发展趋

势。评价过程，因评价目的、内容和手段等差异存

在如图 3的 2种范式：① 区域人居环境状态纵向

综合刻画，主要目的是评判区域人居环境的可持

续态势或当地居民人居环境需求演进态势，采用

经济、社会、环境等统计数据及大规模的问卷调

查数据，综合量化[17,32,33]；② 区域人居环境状态横

注：综合参考文献[19,21]绘制，图中相关符号含义见两文。

图2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方法

Fig. 2 Methods of human settle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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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主要目的是寻找地方在大区域内的人居

环境竞争优劣势，探索区域人居环境快速提升的

主要矛盾及破解之道，多采用经济社会与环境统

计数据评估某一年或等距间隔 3 个年份的空间

分异 [34~37]。个别学者尝试综合时空维评价区域人

居环境时空演进与分异趋势。两种范式的数据源

自行业统计、专题调查，及小规模抽样调查等数

据；综合评价方法多采用满意度/幸福指数、指标加

权求和等方法。

3.2.2 区域人居环境评价的领域

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评价，多选择城市或乡村

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城乡结合地区研究较少[38]。地

理学研究人居环境最密切的学科是聚落地理，而

传统的聚落地理重点研究城市或乡村，因此城市

人居环境与乡村人居环境的评价、发育度空间分

异、规划建设便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与焦点[4,20]。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研究城市内部人居环境发

展水平、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国内研究热

点城市有大连、北京、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厦

门、呼和浩特、西安等大城市[9,39,40]，以及个别中小城

市，如衡阳、丹东等[41,42]；评价指标采用人居硬/软环

境的构成要素及各自具体指标，当然指标可分为

刻画状态、反映趋势、衡量导向3类[20]，数据源自遥

感影像解译、政府或行业组织的统计年鉴、研究者

的调查访谈以及利用GPS、Wi-Fi等采集的微观行

为数据等；指标数据的归一化和赋权，常采用

AHP、Delphi、DPSIR及综合比较等，指标项的集成

则多运用线性加权求和、模糊层次聚类等[43]。多个

大城市的实证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总体趋

好，其中人居硬环境要远优于软环境；② 居民的

人居环境需求日益多元和趋高；③ 城市人居环境

存在严重的空间失衡[17]，且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居环

境与欠发达地区人居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别[37]。

中国地理学界乡村人居环境评价，重点关注

古村落人居环境特征和新农村建设视角乡村人居

环境改善。前者集中在中国古村落如乌镇、徽州

的人居环境[44,45]，以及钟祥长寿村人居环境特征和

欠发达地区转型村落人居环境满意度等[46,47]；后者集

中在京郊新农村试点村人居环境影响因素[48]和农民

工对流出地人居环境的影响[49]。总体而言，地理学

视角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关注乡村人居环境的本质、

农业与人居环境关系以及农民需求等，评价方法与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无显著差别，但是由于乡村人居

环境的统计数据有限，只能通过问卷访谈获取。

不同单元的人居环境对比是地理学界人居环

境研究的重要趋向，关注重点城市间、省域县际/地

级/城际的人居环境对比[34,50,51]。如分析中国50个城

市宜居水平发现适宜人居城市至少在经济水平与

潜力、社会安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和便捷程度

等方面较好，差异主因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等 [41,52]；而采用主成分、聚类等方法研究江

苏、安徽的地级城市人居环境，发现经济、生态与

就业等是省内城市人居环境差异主因[34,51]。

对比城市、乡村的人居环境评价，可知区域人

居环境评价主要关注人居环境的特征、状态与趋

势、城际/村际优劣势，以及对城乡规划的指导价值

等。人居环境综合评价的难点在于微观数据的采

集、指标的赋权、模型的构建，以及尺度嵌套问题

造成的评价结果阐释难等。

3.2.3 区域人居环境评价的数据源、指标与模型

“时空压缩”已成为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人

类日常活动的常态，现代生活方式也增强了人类

图3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范式

Fig. 3 Paradigm of human settlement evaluation

1474



马仁锋等:中国地理学界人居环境研究回顾与展望12期

对人居环境需求的复杂性、跨时空性等。因此，人

居环境必须考虑商务人士、旅游者、短期就业人群

等外来者与本地居民，既需要详实的一手数据，又

需要综合模型。可见，数据采集及管理、评价指标

遴选与模型构建成为人居环境评价核心步骤。

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数据源包括区域自然环

境、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等数据，自然环境数据

既可通过多期多源遥感影像解译获取，又可利用

国家地理信息普查数据；经济数据通过国家统计

局或行业主管部门获取；社会属性数据源自人口

普查、文化普查及 110 警情数据等；基础设施数据

可利用大比例尺专题地图集或数字城市提取交

通网、绿地与公园、教育与医疗机构等。这些数据，

既有宏观层面的统计数据，又有国家专题普查的空

间属性数据，但缺乏对人居环境主体的群体行为

记录及需求的调查，因此借助日常生活日志，基于

GPS、LBS的移动数据采集，及大样本的问卷调查

获取主观需求或行为数据[33]成为当前研究数据获

取热点。

区域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客观刻画

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等对人类居

住、工作与游憩的供给程度，又需揭示不同群体对

区域人居环境构成要素的可获性或满意度等。因

此，人居环境评价指标应包括自然与设施环境、社

会环境、经济环境，具体而言自然环境可由地形、

地表覆被、气候、水文、自然灾害等反映；社会环境

可由社会结构、邻里关系、对居住区的归属感、地

方认同、安全状况、失业率等，若简化则可用社会

多样性指标刻画 [17]；经济环境可由经济的增长速

度、质量及区域结构等描述；基础设施环境可简化

为居民步行生活圈内各种服务设施数量及质量。

当然在数据满足前提下，可进一步细化。

当前常采用因子分析、模糊数学、神经网络等

方法，它们未能考虑空间的分异，因此，区域人居

环境评价模型构建应该纳入空间因素，如采用地

理回归加强模型(GWR)、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

方法，以综合揭示其时空特征等。

33..33 人居环境演变探索人居环境演变探索

伴随人居环境问题凸显，学界对人居环境演

变过程日益重视。张文忠等回顾和展望了人居环

境演变研究的影响因素，人居环境演变的解析理

论与框架等[20]。在此重点梳理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居

环境演变关系、典型地区人居环境演变实证研究。

3.3.1 城市化或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演变的关系

研究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中国过去 40 a和未来的主

线，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带来环境影响，中

国地理学界对城市化、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关系

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关注两者的相关关系及

其阶段类型。① 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关系研究，如

以大连市四区运用主成分、协调度、模糊数学等方

法定量评价大连城区、甘井子区等地人居环境随

城市化而变动的规律，研究表明人居环境与城市

化呈显著正相关发展，而且两者间的协调程度也

较高[39,41]；个别学者探讨由城市化引起的增温效应

对城市人居环境变化影响[53]。② 经济发展与人居

环境关系研究[10,38,54,55]，采用模糊数学等方法分析大

连、长沙、深圳等地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关系，发

现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协调程度具有较强相关

性，总体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居环境会改善，

但也存在不确定性。近年大城市边缘区和半城市

化地区剧烈的人居环境变化成为关注焦点[55,59]。

总体而言，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居环境演变关

系呈现出复杂的相关性，一是城市化与人居环境

演变的关系呈现显著地正相关发展，且两者协调

程度呈低-高-低-高变化态势；二是经济发展与人

居环境演变的关系仍模糊不清，当前有限实证初步

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协调性与不确定性关联，但作

为人居环境演变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若能减少环

境污染和农地占用无疑将直接提高人居质量。

3.3.2 人居环境演变实证研究的领域及发现

人居环境演变过程研究，是人居环境状态评

价、发展动力揭示和预警、调控的重要基础。目前

国内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① 同一城市不同阶段

的人居环境状态或不同城市同一时刻人居环境演

变状态的比较，如李华生等[56]采用人居环境质量主

客观评价结合模型研究南京城区人居环境演变，

晋培育等 [58]运用主成分计算辽宁省 14 市在 1994

年、1999年、2004年和 2009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

争力，李伯华等 [36]计算长株潭城市群 8 个城市

1991~2008年人居环境质量的变差指数和协调指

数发现科教、经济和居民生活是城市群内部人居

环境质量差距扩大的主因。② 对大城市或其边

缘区的人居环境演进阶段与驱动力的探索[59]，如借

助于GIS空间分析和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等探

索广州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发现人居环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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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可分宏观动力(城市化、全球化、科技、市场体

制)，政府驱动力(户籍改革、土地改革、住房改革、

城镇发展政策、行政区划调整、大型项目投资)，城

市内部不同地域相互作用力(核心区推力、乡村推

力、边缘区吸引力)。

国内现有研究集中在不同时刻的区域人居环

境状态对比，抑或是不同城市间同一时刻的人居

环境对比，实证区域集中在南京、大连、广州及长

株潭城市群，缺乏对人居环境演变的系统探索，如

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因素、动力、空间组织、过程

机理等，这既需要架构人居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

逻辑，又需要发掘人居环境演变研究的数据源和

集成方法[20]。

3.3.3 后工业社会人居环境演变的人类需求驱动

研究

中国个别大城市或城市群已步入后工业社

会，城市或乡村居民对人居环境有着更为多样性

与多元化的需求，学界日益重视人居环境的居民

感知、满意度及需求调查，因此可以认为城市发展

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不同群体的需求将诱导人

居环境演变。当前国内主要关注城市人居环境塑

造中的人文精神培育[16,57]，如探讨了苏州人居环境

中优越的物质、自然环境与创业精神缺失的矛盾，

讨论广州城市人居环境的健康性需求、城镇人居

环境不同主体的要素需求差异，研究发现：① 只

有健康才能让人们有机会享受宜居都市所带来的

便捷性、舒适性、安全性等服务；② 受访者对闲暇

活动等 10个要素的需求表现出差异性，对生活能

源等 22个要素的需求表现出共性；居住时间和经

济状况对不同主体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的差异性影

响最大。此外李雪铭等[37]提出人居环境吸引力和

引力场的概念，构建了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标，

运用引力势能模型研究大连 184个社区的人居环

境引力势能发现：① 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引力势

能空间分异明显，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带状”分布，

在中心广场、西安路锦辉商场等值线呈同心圆状

向外递减，② 社区人居环境供求关系与引力势能

成正比，与社区至引力势能中心的距离呈反比。

综上，人居环境的主观需求调查既要考虑城

市发展阶段性，如对苏州、广州的调查均将创业氛

围纳入，又要考察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物质基础，

如对大连调查则综合主客观因素构建满意度引力

场进行空间分异测度。当然在人居环境演变的不

同群体需求驱动调查中，应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

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对区域设施可获性，城市社

会日趋多样性等纳入，以期全面获取不同群体对

人居环境演变驱动作用。

44 评价与展望

44..11 中国地理学界对人居环境研究的贡献与缺憾中国地理学界对人居环境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地理学从未将人居环境研究拒之门外，相较广

义建筑学而言，地理学研究人居环境更具有先天的

优势与独特方法论。近10 a来，地理学界人居环境

研究的蓬勃发展，较好的回应了广义建筑学研究视

角的缺陷。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及人居环境

涉及的研究问题，都决定了地理学研究人居环境大

有可为，也是地理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的一个较

好切入点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之

一。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目前集中在人居

环境自然适宜性、城市与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评价、

城市化或经济与人居环境的关系、不同群体对人

居环境的需求、人居环境演变影响因素及动力等

方面，因此对人居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方法的研究

较为成熟。但现有评价研究的数据源较为单一，

缺乏连续的数据资料和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及各种

遥感影像数据等；研究尺度，虽逐渐关注省域城

际、省域县际等尺度研究，但未能进行完整的尺度

系列探索和时间序列实证。此外，国内人居环境

演变的影响因素、规律和机制研究更显薄弱，虽开

展城市化、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关系研究，但鲜见

探讨社会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关系。

地理学以“格局·过程·机制”为主要研究目

标，理解地球表层与人类活动互动规律，这既是地

理学研究人居环境的主线，又是地理学界人居环

境研究可以作出贡献的核心领域。然综合当前国

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地理学界人居环境研究多

侧重格局，而且对格局的研究又以城市及其内部

为重点，可见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方法与理论探索逻辑

框架，因此，地理学界应抓住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

化以及乡村发展契机，围绕城市或乡村人居环境

现状刻画与问题揭示、人居环境时空维的综合评

价理论-指标-模型、人居环境演变的因素-动力-
格局-调控等进行前沿性探索。

44..22 人居环境研究与中国地理学新发展人居环境研究与中国地理学新发展

对照国外人居环境研究趋势和中国地理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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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应在如下议题深度展开[20]：

① 以学科交叉综合为途径，推动跨学科的集成研

究，彰显地理学特色。人居环境科学问题呈现高

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必然要求多学科、多种方法

的集成创新，因此，地理学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生

态、城市规划、社会、建筑等学科的相关方法，突破

地理学人居环境集成研究的理论桎梏和方法支撑

不足，形成具有地理学特色的人居环境研究理论-
方法体系。② 围绕地理学的多源数据和三角校

验，架构人居环境研究数据库。探索遥感卫星、统

计年鉴等宏观数据与问卷调查、GPS跟踪定位等

微观数据的结合，建立数据平台，积累监测资料，

提高研究效率和质量。③ 关注典型区域人居环

境演变过程，推动不同尺度人居环境演变模拟与

专家智能分析和决策平台构建。人居环境演变的

综合集成研究既需要大尺度的宏观研究，又需要

微观尺度的典型案例研究。通过对人居环境问题

突出地区的大尺度研究，可揭示不同区域人居环

境发展模式，既为典型案例区人居环境健康发展

提供政策支持，又为其他地区提供治理借鉴。典

型地区的示范研究和集成应用，构建具有专家系

统水平的智能分析、决策支持平台，可对不同尺度

人居环境演变进行模拟与预警。

地理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决定了地理学研究

人居环境大有可为。当前，地理学界十分重视人

居环境的自然适宜性评价理论与方法体系、人居

环境时空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对人居环

境演变的探究也逐渐展开。人居环境研究必将推

动地理学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揭示人地关系规律，

阐明城市或乡村人地关系的“时空过程”与演化机

理以及调控途径等。具体而言，地理学界开展人

居环境研究将在如下5方面拓展和深化“人地关系

理论”及“时空过程”研究：① 深化对人居环境的

自然适宜性研究和基于人本主义的不同群体人居

环境需求调查，全视角构建反映城镇不同主体的

“生态宜居”需求特征的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

刻画演变过程，揭示不同居民个体和群体的人居

环境要素供需关系的差异性，及居民社会经济属

性对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的影响。② 探究不同地

域尺度的城市/乡村人居环境的“时空”维评价与可

持续，拓展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应用领域，深化地理

学的“区域研究与区域发展评判标准”。亦即从城

市群内部、城市间、城市内部、社区等层面评估人

居环境可持续性的演化或空间分异，以及地方居

民的满意度等，评估区域发展的目标能否满足人

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沟通人类聚居与城市或乡村

可持续发展间相互作用的评判介质——人居环境

质量等。③ 探索与构架人居环境演变分析理论

及技术路线，亟待拓展地理学对人居环境监测的

技术方法与数据挖掘手段，同时探索性预测与模

拟区域/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机理及格局，深化

对人居地域系统的诊断与预警能力。④ 研究人

居环境的调控，即以人居环境演变的影响因素、动

力机制与格局为理论基础，提出区域人居环境优

化的路径、模式与政策，实现区域人居环境的高效

管理和良性发展。⑤ 评估人居环境系统的服务

价值。构建适宜的人居环境系统，不仅是人类发

展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促进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

生态系统趋稳，更好地促进人地系统之中的自然

环境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人居环境系统的综合

服务价值，如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生态服务价值

等，这必然是人居环境调控评判价值体系探索和

人地关系调控规律揭示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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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uman settlement, an ancient and new

field in man-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wide attention in the sectors of geography, archi-

tectures and urban planning. We used bibliometrics method and adopting statistic software to classify 180 arti-

cles about human settlement on 16 Chinese geographical jounal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geogra-

phy circle ar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following: 1) Late starting, slow development, few high-level research find-

ings and slow growth, and more concentrated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in inner city, less theoretical and innova-

tive research. 2) More research are focus on human settlement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models for urban and country settlement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lanning practice of single factor, produc-

tion-commerce-inhabitancy-education/science and research, human settlement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liva-

bility in macroscale, urban settle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ideal pattern in medium scale, comprehensive settle-

ment environment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practice of community unit in microscale, community settlement;

human exploration by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human settlement advance warning. 3) No progress

on synthesis and integration method system. PSR model and DPSIR model are used for targeting at mechanism,

while physical indicator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psychological markers and economy method targeting at

settlement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spatial clustering based on GIS has been a hotpot in

recent year. Frontier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of Chi-

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ill provide the guidance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city and re-

gio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hould get more attention: 1) Natural suitability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and survey on human settlement demand based on humanism, so as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 people′s demand dif-

ference for a biological suitable settle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 the corresponding valuation indicator and sys-

tem, and its evolution, and the impact from the residents′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2) "Space and time" dimen-

sion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le research on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 in various scales, focusing on the evo-

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scales as city cluster, between cities, within th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3) Expolr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route for human settlement evolu-

tion research, including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 and data mining measures, and forecasting and emu-

lation of regional /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process, mechanism and pattern. 4) Research on the con-

tro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which will focus on the optimism route, pattern and policy for a sound manage-

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ts evolution′s effect factor, dynamic mechanism and pattern. 5) Estimate

the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establishing suitable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the so-

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 and ecology service value,which are inevitable an important field of human

settlement regulating and evaluating system expolration and man-earth law revelation.

Key words:Key words: city and countryside; regio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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