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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城市主义

新数据环境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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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城市发展阶段的限制
，

地块 （ 及网格 ） 已经成为关键词 城市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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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城镇化进入下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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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ｏｎ ＆在新 数据环境和 以 人 为本 的新型城 镇化驱 使下
，

城

地块或街区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基本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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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力发 市管理和规划正在 走 向精细化 ， 数据 和分析方 法也

城市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 。 而街道作为交通的载体和 展对人们生活方式和城市组织方式带来的变化 ， 街道曰益 成熟 ，

从而 引 导关注街道视 角 的城市 研究 ，

这

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 ， 除了受到建筑师 、 设计 师和社 成 为链接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的桥梁和与设计师对话 就是 提 出街道城市 主义 的初衷 。 街道城市主义 并不

会学家的关注之外 ， 已有 的城市研究对其的探 索还 比的重要媒介 ， 街道视角的城市研究在这个时代迎 来了否定 地块的作用 ， 而是希望街道能真 正起到骨 骼 的

较有限 。 表 １ 示意了地块与街道在各个维度的差 别 ， 新的发展机遇 。支撑 作用
，

连接作为肌肉 的地块与城市 ，
使城市迸

这也进一步说明仅仅地块层面的研究不足 以构成城市在这 样 的 背景 下 ， 本 文提 出 了 街道城市 主 义发出真正的活力 。

研究的全部 ， 对街道空间 的探索同样具有较为 深远 的 （
Ｓ ｔ ｒ ｅ ｅ ｔＵ ｒ ｂ ａ ｎ ｉ ｓｍ ） 这一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和街道城市主义 的 目标是 ， 在数据 增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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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 下 ，

这里不再赘述 。 总体上 ，街道研究多 以定性描述为主
， 市的

一

种方式 （
网格 地块 街道 ）

。 街道城市主 吸收已有设计师 、 评论家和学者对街道的思考和认识

定量实证研究较少
， 并且 受限于数据的获取成本 ， 已义是以街道 为单元的城市空间分析 、 统计和模拟的框 （

如雅各布斯 、 林奇 、 盖尔和怀特等 ） ，
结合 已有的城

有研究通过实地调研 ， 所展开研究的对象多 为个别典 架体系 ， 寻求在结合空间活动观察统计方法 、 新数据 市理论 ， 建立以街道作 为个体的城市空 间分析 、 统计 、

型街道 。 当前 ， 街道上的低头族 、 违章停车 、 杂乱城 交叉验证与设 想发散 方式的 同时 ， 积累 大模型 （
ｂ ｉ ｇ模拟 和评价的框架体 系

（
定 性认识的定量版本 ） ， 并

市家具 、 步行空间受侵蚀 、 非正式商业 、 低端业态和ｍ ｏ ｄｅ ｌ

） 的样本体系
［ ３ ］

，

建立精 细化设计 案例 和定量 致力于 将成果用于设计实践 （
如评价设计方案 ）

。 街

城市活力 下降等问题层出 不穷 ， 街道逐渐成为 了城市 实证方法 ， 以此来加强精细化研究方法对空间行为 的 道城市主义框架下可能 的城市研究内容可以有 （ 但不

问题的大本营和城市管理的重点 。 同时 ， 随着中 国的 分析 ， 最终探求街道相 关社会活动形 成的理论机制 。 限于 ）
如下几方面 ： 探究定量实证方 法 ， 加强模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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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街道数据预处理的基本流程 ａ 原始街道 ；

ｂ 合并多车道为单车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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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空间行为 的模拟 ， 探求街道相关社会活动 的形成以明确和适当 地抽象空间设计 ； （
２ ） 空间分析与统计 ，

理论机制 ； 精细化模拟
，

结合离散型地理模型探究模用以明确空间的统计学效应 ，

如常用的空间统计方法

型 ， 探求街道尺度地理模型的新进展 ； 街道视角 的基核密度法 、 插值法等 ； （
３ ） 数据挖掘与可视化 ， 如机

于用户感知的可参与的空间设计方法 ； 以及基于大模器学习 （
ｍ ａ ｃｈ

ｉ

ｎｅ ｌ ｅａ ｒ ｎ
ｉ

ｎ
ｇ）、 社区发现 （

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ｔ
ｙ

型范式的中 国城市街道系统的理论架构 等 。ｄｅｔｅｃｔ ｉ

ｏ ｎ 傳 ； （
４ ）自然语言处理（ 针对社交 网络数据 ）

，

针对文本 、
关键词的趋势分析 ， 对于事件 、 城市实体

２ 街道城市主义的研究框架的即时评价等 ； （
５）
城市模型 （

如大模型的预测模块 ）
，

城市研究得到了 越来愈多的关注 ， 不同领域的学如元胞 自动机 、 多主体模型等用以预测城市发展 以及

者关注城市的方式常常差异巨大 ， 如物理和计算机学规划设计的近远 期效应 ； （
６ 違于过程建樹 ｐ

ｒｏｃｅｄ ｕ ｒａ ｌ

者擅长将城市分为网格 ，

城市规划与管理学者擅长从ｍ ｏ ｄｅ ｌ ｉ ｎ
ｇ ） ， 实现街道 的自动 生成用以支持规划设计

地块角度认识城市 ， 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学者则较为的情景分析 。

关注街道 。街道城市主义在方法论层面的初步思路如下 。

在理论层面 ， 街道城市主义致力于借鉴 已有的相２ ． １ 街道数据预处理

关研究和理论基础 ， 丰富街道尺度 的相 关城市理论 ，要开展基于街道层面的研究工作 ， 合适 的街道 网

如将街道指标纳入已 有理论或创建全新的理论 ； 在 方络数据显得至关重要 。 较为常见的街道 网络数据细节

法层面 ，

致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街道定量评价指标体过多 ， 且存在可能的拓扑问题等 ， 因此需要进行必 要

系 ， 构建街道指标与城市现象和效率的关系 ， 以及将的多个环节的街道数据预处理 ， 以便后续用于指标计

大模型这一研究范式引入街道研究进而实现跨城市 的算和城市研究 。 街道数据预处理的基本流程涵盖 了街

街道研究 ， 关注识别街道的
一

般规律 、 地域差异及其道合并 、 街道简化和拓扑处理等环节 ， 均可利用 ＥＳＲ Ｉ

表 １
地块与街道的差别

一览景如 向？素 ； 在实践层面 ’ 致：力于开发；

一 套 全
：
国所

１

Ａ ｒｃＧ Ｉ Ｓ 实现 （
图 １）

。

Ｔａ ｂ ｌｅ ｌ
．

Ａｎ ｉｎｖ ｅｎｔ
ｏ 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 ａ ｒ
ｉｓｏｎｂ ｅｔ

ｗｅｅ ｎｂ ｌ 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ｓ
ｔ
ｒｅ ｅｔ

ｓ有城市的街道尺度的空间数据库 、 在线地 图与规划设２ ．２ 街道指标评价

［

计支持平台 ， 关注街道尺度的城市活力 、 可步行性等要开展街道的量化研究
，

对其进行指标评价尤为

＾＾现实问题 ， 支持城市规划与设计 ， 呼应 以人 为本的新 重要 。 这些指标主要针对街道及其周边 区域 ， 涵盖街



ｒ
￣

７ＴＴＺ ：

 

型城镇化 。道外在表征 、 自 身特征和环境特征 三方面 内容 。
（
表 ２

）

权属私有空间或限 制空 间公共空间

要开展街道城市主义方面的研究 ，

首先 需明确街指标可通过三种方法计算
：

（ １） 开放数据 自动评

道的定义 。 街道 （ ｓｔ ｒ ｅｅｔ
） 不等同于道路 （

ｒｏ ａ ｄ）。 道价 ， 适用于大范围街道 ； （
２）
基于街景 数据人机交互

利益主体路是到达某个 目 的地的途径和过程 ， 着重点在 两地之评价 、现场调研以及布置传感设备 （ 适合小规模街道 ）

城市感知难以全面感知城市意象的重要载体 间的运动 ， 强调其通行能力 。 除了 具备道路 的许多功 等 ；

（ ３）
众包机制评价 （ 借助 Ｇｅ ｏ Ｈ ｅ

ｙ
、 Ｃ ａ ｒ ｔ

ｏ Ｄ Ｂ 等
—

反映嶋 ｍｉ ｉｇ能特性 ，

如交通功能之外 ， 街道还是重要的公共场所 。 在线地图平台 ） 。 需要强 调的是 ，

如 今基于开放数据
＿

不易于访问街道的范围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界定 ， 可 以将道路红线对大范 围街道进行定量评价已经具备 了基本 条件
？

，

可进入性 （ 如门 禁社区《访 丨可所包含的范围作 为街道空间 ， 也可以将 与街道 有直接例如 ， 考虑到 多数 Ｐ０ Ｉ

点位分布在街道两侧 （ 图 ２ ） ，

单位 ）

联 系的建筑和公共空间纳入街道研究的范 围 ，

具体的可以利用 Ｐ０ Ｉ 数据对街道的城市功能 、 功能 密度 、 功

＿变化
—

瞬时差异不明
ｆ 定 义方式取决于具体城市研究 的 目 的 。能混合度进行评价

［６ １

。

—正式性


正式性与非正式賺可以用于研究街道城市主义 的常用方法包括 ： （
１

）这些指标适用于评价现状街道 ， 同时部分指标也

空间关系割裂＾空 间抽象 模型 ，

如空 间句法 （
认知和环境心理 ）

，
用适用于定量评价城市规划 与城市设计 ， 如规划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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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基于地块用地性质对街道进行分类示意

＾
＾

：
—￣

｜４． 街道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支持平台

－

－５ ． 街道活力的评价指标和影响 因素构成

，
ｒ

，

＿
＾：

－Ｔ６． 街道尺度城市活力评价结果

０ ｒＨＨ Ｌ 二 ＿

，

一

：
一

－〗 ７ ． 基于街景图片识别街道绿化情况之某地区街景及对应的街道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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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１１ １

案的情景分析 ， 进而起到规划设计支持的作用 。新 的城市指标 ，
如平均街道 活力 ， 进而可以进行城市

２ ． ３ 街道 分类排行 、 分级和聚类等 ， 可以将新 的基于街道的指标纳

街道 的分类对于研究城市空 间至关重要 ， 只有进入 已有 的城市理论 ， 也可 以建立该指标 的解释模型（ 与

行必要的分类 ， 才可以有的放矢地发现街道存在 的问其他宏观指标关 系 ）
， 致力 于发展新的城市理论 。

题并提出相应 的规划设计和改造策略 。 可 以从不同 时２ ．５ 规划设计支持

段 的人类活动 、 功能 密度等级 、 功能 多样性等级 、 周在对街道进行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 ， 应进
一

步将研

边城市设计情况 以及可步行性等级等方面对街道进行究成果应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 。 如 可以开发在线的可表２ ． 街道量化研究的 评价指标

分类 。交互 的规划设计支持平台 （ 正 在开发中
，
图 ４ ）

，
可

Ｔａ ｂｌｅ Ｚ Ｔｈｅ—＿ｅｄ ｈ ｑ＿ ｉｔ ａ ｔ ｉｖｅ ｒｃｓ ｅａＷ Ｑ ｆ Ｓｕ ｅｅｔＳ

此外 ， 还可 以基于街道 周边的用地性质对街道进查询现状街道 的外在表征和 构成要素指标 、 评价规划评疥岳标ｆ可＾用数据

人 口 

ｉＴ杳 资料 手机作ａ

行分 类 。地块的性质直接影响着与之相邻的街道活力 ，

设计方案的影 响等 。

通常工业区内的街道活力较低
，

商业区内 的街道活力（
ｌｏ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ｂａ ｓｅｄ
ｓｅｒｖ ｉ ｃｅ

．

较高 。 已有研究鲜有讨论地块属 性如何追加给街道 ， ３ 相关研究案例
经济普查 、 居 民出行调查中 的

笔者认为
，

街道性 质由 １ 〇〇 ｍ 缓冲范围 内地块性质３ ． １ 成都街道活 力 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城市活力
经济活力居 民家庭 大众点评

决定 ， 若比重最大的类型地块面积占 比超过 ｓｏ％ ， 则雅各布斯曾说 ， 街道有生气 ， 城市才有活力 。 对
ｉｆｉｆ

择点评 、 位置微博 卑景

将该类型属性赋予 街道 。 如图 中 居住 （
Ｒ

） 类地块 占 街道活 力的相关研究 ， 多从定性 的角度来 阐述 ， 许多城市功能
一＾

ＰＯ Ｉ）

、 用地现状图

比最高 ， 且超过 ５０％ ， 则街道属性为居住 ， 若最 高占设计师 、 城市批判家乃至社会学家都有 自 己认为的
一




＾５＾
一

比大于 ０％ 且小于 ５０％
， 则该街道为混合 型 （

ｍ ｉ

ｘｅｄ） 。套营造空间活力 的最佳方式 。 目 前 国内外 紧扣街道活物理特征 ｐｌｆ铺装 ｉ街景
ｉ±３  ^＊ ±＜

－ｒ是否机非隔离

２ ．４ 城市实证研究力 的定量实证研究较少 ，

而部分与街道活 力相关 的定



街道的量化评价和分类是开展街道视 角 的城市实量研究多采用专家打分 、 现场调研的方法选择典型街界面特征 建筑 、 街景
樹窗比

证研究的基 础 。 基于大模型研究范式 在街道层面道展 开研究 。 本案例在 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背景下
，
针Ｈ

夺通特杯限凍
— ＇

可以分析街道指标的统计分布特征 （
如正态分布还是对成都市域 内 的所有街道开展街道活力 的量化和影响 卜

—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Ｇ ＩＳ

长尾分布 ） 、 空 间 分布特征 （ 是否空 间集聚 ）、 指标间因 素分析工作

＿

—

－琴功能分区

是否在城镇建设

的相 关性 （
如街道活力 与街道 宽度 的关系 ）

， 基于多街道活 力 的核心是街上从事各种活动的人 ， 而街卜＿
个街道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 如识别交通性街道 、 生活 道的物理环境 为人们提供活动的场所

，

并对人的活动
Ｍ ｉ

＇１＃１
与城市中心 、 ｆ

中心 、 商业综合

性街道 、 混合 型街道等 ，

以及街道指标的回 归分析 。 产生影响 。 因 此街道活 力的剖析可从 两个维度展开 ，

胃

通过城市街道层面的大量深入分析 ， 有望发现 中国城即活力的外在表征和街道活力的构成要素 。 街道活 力环境特征
｝＾＾ ？

周边街坊肌理
：互道^＾叉－

口
二
用地现

－

｜

开发强度建筑 、 街景

市街道的
一

般性规律或地区差异 ，
此外基于回归方法的外在表征可通过街道上从事非必要性活动的人口 密

 一—̄

建立的街道指标的解释模型 ，

具有丰富已有城市理论 度来反映 ， 本研究选用某个周末下午的手机信令数据
数量

或构 建新的理论的潜力 。推测街道活力 ； 街道活力的构成要素包括街道的 自 身所在 城^ 或 区

在城市层面 ， 基于
一

个城市内 的街道构成 ，

建立 特征和周边特征 （ 图 ５ ， 图 ６
） 。ＷＧＤ Ｐ 、 Ａ ＣＫ



Ｉ



产业结构等




时代建筑
Ｔｉ ｍｅ ＋Ａｒｃｈ ｉｔｅｃ ｔｕ ｒｅ ２０ １ ６／ ２１ ３ １

眇ｉｈ織，》如耀蜱■疇畦

圍 ａａｉ＿納
■■■■■■■■〇｜。钃＿＿ 餡Ｃ遍遙 Ｍ

７

研究表明 ， 在成都市二圈层范围 内 ， Ａ 类 （
公共步行性提供 了

一个重 要 的数据源 ， 数 据获取快速 便监测和评价 。

管理与公 共服务 ） 街道 活力 受功能 密度 的影响较功能捷
， 且不 受天气 、 时间 、

地点的限制 。 针对北京市民３ ．５ 基于街道 名称分析城市形态

混合度 大 ， 天府 广场 的距离 因 素对 Ａ 类 街道 影响最关注的 １５６０ 个街道位置 ， 分别从八个 角度 （
平行于街道名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本身 ， 还是其他地

为 明显
；

Ｂ 类 （ 商业服务 业设施 ） 街道活力受地铁 口地面每隔 ４５
°

）
对每个位置抓取一张街景截图

，

共计物定位 的依据 。 同时 ， 街 道是一个城市 的
“

脸 面
”

，

影响明显 ， 且商业 综合体有利于带动周边 Ｂ 类街道活１ ２ ４ ８０ 张街景 照片 。 基 于已 有文献 ， 并结 合街景 图反映 出
一

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内 涵 、 生活特征 以及品味

力 ， 功能混合度较功能密度影 响更大 ， 公交站点 密集片的特征和 北京的特有情况 ， 研究选取了九个指标用的高低 ｍ
。 街道名称由 专名和通名 两部分组成 。 街道

能一定程度促进 Ｂ 类街道活力提升 ；

Ｒ 类 （
居住 ） 街于评价街道的可步行性 （ 表 ３ ） 。 之后利 用人工 判读通名是街道名称中指代的地理实体类别的部分 ， 在同

道活力受功能多样性影响较功能 密度更大 ， 且街道交的方法 ， 针对每个街道的各个指标进行评价 （ 图 ８ ）
，类街道地名中 具有相 同的意义

；

街道专名是街道名称

叉 口密集的地方 ， 利于活力形成 ， 公交站点 密度对提最后对各个 指标进行综合 ， 给出每个街道最终的可步中 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 的部分 。 其 中专名部分的命

升 Ｒ 类街道活力不 明显 ；

街道长度 、
街道宽度对各类行性 。 此外 ， 还结合 了公众参与的规划设计理念 ， 由名方式多样 ， 每条街道 的具体名称就更为纷杂 ， 而街

街道活力 影响较小 。市 民对这些 不同街道的可步行性进行评价 ， 给予好评道通名相对固定 ， 与城市空 间形态联系紧密 ， 是在历

３ ．
２ 基于街景图片评价中国 ２４５个城市的街道绿化水平与差评 ， 进而与街景的指标评价综合结果进行比对 。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形成 的 ， 因此 ， 不同地区的通名

街道绿化 已经被证 明 具有吸收污 染 、 降低噪音 、 ３ ．４ 基于街道交叉口 重新定义中国的城市 系统蕴含 了 当地的文化特征
［５ １

。 如 图 １ ０ ， 图 分 别为北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生态环境效应 ，

同时又是建成环长 期 以来 ， 中 国对于
“

城市
”

的界定
一直存 在京 （ 五环内 ）

和上海 （ 外环 高速 内 ）
的街道通名空间

境中与居 民生活质量相关的重要要 素之
一

。 相较街道着行政城市地域 （ 城市 管辖权 对应的 空间范 围 ） 和分布 。

的平面绿化布局 ， 街道 的可见绿 （
ｖ ｉ ｓ ｉ ｂ ｌ ｅ

ｇ
ｒ ｅ ｅｎ ｅ ｒ

ｙ ）实体城市地域 （
城市 建成 区范围 ） 的

“

二元性
”

割城市街道通 名总体上呈现出 以下三个特征 ： 作

曰益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 但对其 的客观认识历 来裂 。 中 国 目 前除 了 官 方认可 的 ６５ ３ 个不 同等级的城为城市重要骨架 的高等级街道 ， 各个城市的街道通名

受 到评价方法 、 时间和 人力 等 方面 的约束 ， 已有研市 外 （
２ ０ １ ４ 年 口径 ） ，

１６２４ 个县城和 部分规模较 大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 均 以快 速路 、 大道 、 路和街为 主

究 多局 限于较小的地域 。 在本 研究 中
，

笔者与合作的镇 ，

从功能实体的角度亦属于国际上广为认可的城导
；

对于较低等级 街道 （ 如城市支路 ）
，

则有 明显 的

者提 出 了
一套基于街景图片 ， 利用图像识别和 Ｇ Ｉ Ｓ 技市 ， 因此 中 国存在着大量游离于统计和行政体制之外地域差异性 ， 体现 出各个城市 自 身的文化特色 ，

比如

术自动评价街道绿化情况的方法 ， 并将其应 用于 中 国的被 忽略 的城市 。 为此
，

笔者利用 ２０Ｍ 年覆盖全 国
“

胡同
”

、

“

条
”

是北京 的特色 ，

“

巷
”

在南京的支路中

２４ ５ 个主要城市 的 中心地 区
２

。 在 该研究 中 笔者搜集的街道数据 ， 生成 ８２ ３ ．６ 万个街道交叉 口 ， 并基 于渗占有较大 的比重 ，

“

弄
”

则在 上海 的地 名中 出现频率

了近百万张腾讯街景图片 ，

识别了 每张 图片的绿化率透理论 （ ｐ
ｅ ｒｃｏ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ｔ ｈｅｏ ｒ
ｙ ）
重建中 国的城市系统

２

。较高
；

历史城 区街道通名 的多样性高 ， 而外围扩张区

（ ｇ
ｒｅ ｅｎｒ ａ ｔ ｉ ｏ

）
用 以表征街道的可见绿情况 ， 并进

一 如 果 以 １ ００ 个交叉 口作 为最小 的城市 门槛 ， 则 中 国域 ， 具有地方文化底蕴的街道通 名的多样性降低 。 因

步将图片层次的结果汇总到街道和城市尺度 （ 图 ７ ）
。有 ４ ６２９ 个

“

城市
”

， 其 中 ３３４０ 个位于 现有 城市 的此
，

对于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 的城市 来说 ， 可通过街

针对 １ ３ １
个夏季拍摄街景的城市 ， 研究发现 ， 街道长市 辖区边 界之外 （

图 ９ ）。 这些被忽略
“

城市
”

的快道通名推测其历史城市形态 。

度越长 、 周边地块尺度越小 、 所在城市经济越发达 、 速扩张 、 人 口收缩与空置现象 ， 游离于决策 者 、 学者

行政等级越高 ， 则街道的绿化程度越好 ；

另外 ， 西部和统计资料 的视野 之外 ， 因 而更加值得关注 。 此外 ，

４ 结论与建议

地区的城市街道 整体绿化程度更好 ； 街道绿化水平最将 同样的方法应 用于 ２０ ０９ 年的街道 交叉 口 ， 结果显正 如雅各布斯所说 ， 长着眼 睛的街道 ， 可以 更深

高的五个城市分别是潍坊 、 淄博 、 宝鸡 、 马鞍 山和承德
。

示 ， ２００９
—

２０Ｍ 年 ， 中 国 的
“

城市
”

数量 由 ２２７３刻地 阅读城市 。 本文首先给 出 了街道城市主义提 出 的

城市级 别的街道绿化排序结果显示 ， 前 五位城市都是个增 长为 ４６２９ 个 ，

“

城市
”

面积 由 ２８４０５ｋｍ
２

增长城市发展 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相 关背景 ， 提 出 了 街道

国家园林城市 ， 而后五位则都不是 ， 这也从侧面佐证到 ６４１ ４４ｋｍ
２

。 通过重新定义城 市和构建中 国城市 系城 市主义 的理论依托 、 研究框架 以及 五个研究案例 。

了 该研 究所提 出 的自动化评价街道可见绿的方法 。统 ， 有望更加客观地认识中 国的城市系统 ， 对后续的街道城市主义主要涉及认识论与 方法论两个层面 ， 认

３ ． ３ 基于街景图片评价北京街道可步行性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客观评价 、 问题的识别 以及战略识论层面提 出了
一种从街道入手研究和规划设计城市

街 道的可步行性是城市慢行系统规 划的重要环节的制定 ， 都将产生有益 的作用 。 此外 ， 大数据和开放的新思路 ， 方法论层面提出 了 街道研究的基本方 法 、

之一
，

现有研究 多采用现场调研的方法 ， 适用于较小数据所构成的新数据环境 ， 源于其动 态性 、 大 覆盖和手段 、 逻辑和过程 。

空 间范 围的评价 。 新兴 的街景 图片为研 究街道 的可精细化等特点 ， 适合对 重新定义 的中 国城市 系统进行大数据时代提供了 研究大规模街道的机会 ，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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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 街道可步行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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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重新定义的 中国 城市系 统 （ 城市大小为 街道交叉 口 数量 ， 共
街道城市主义并不是说其他地理单元的城市化没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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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ｍ ｅｎ ｓｉ 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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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其效应间复杂关 系的准确把握 以及对空间创造积极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