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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 间失序的要素识别 、 测度 、 外部性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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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空 间建设与品质提升的背景下 ， 需要关

注粗放式城市发展与建设所导致的空间品质 良莠不齐

现象 ，

如老城 区空间老旧 缺乏维护 ， 而部分新城区建

设 用地 闲 置 、 环境衰 败等 。 借鉴社 会学概念 和理论 ，

这种 空间 品质不足 、 空间秩序混乱的现象被定义为物

质空 间失序 。 在新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 研究基于街景

图片的非现场建成环境审计方法 ，

对北京五环 内的城

市空 间失序现象进行了 测度与评价 ， 发现北京五环内

不 同程度地存在 空 间失序 的现象 ， ７０４３６ 个街景 点

中存在空间失序 的比例 达到了５０．

１ ％ ， 建筑外立面老

旧 、 道路破损等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品质的主要失序

要素 ， 而空间失序将对城市活力 产生负面影响 。 研究

还开展了 空间干预实验 ， 发现基于具体失序要素的微

观干预措施能显著改善街道环境 。 通过对城市空间品

质低下甚至失序的公共空间进行测度 、 落位与规律识

别 ， 将为 未来进一步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城市更新提

供重要依据 。

１ 引言

１ ． １ 中国城市 出现空 间品质较差甚至 空间失序 的现象

中 国城市正 在经历 着前所未有 的快速发展 进程
，

伴随着大量的增量开发与存量更新 ， 城市功能 曰臻完

善 ， 城市面貌 曰 新月 异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中 国城

市整体空间品质得到了 较大改善 ， 但这种显著的空间

品质提升多集中 于新建设区或开发区 ， 而年代稍久的

建成区或老城区正经历着一个矛盾重重 、 进展缓慢的

发展过程 ， 城市空间的环境品质下降 、 空间秩序混乱

等现象都不同程度 、 不 同范 围地散布在城市 中 。 另

外 ， 部分城市存在经济停滞或者人 口减少的 同时城市

空间仍在进一步扩张的现象 ， 导致了 城市建设用地 闲

置 、环境衰败等问题 。 社会学上将这种空间品质较差 、

空间秩序混乱的现象定义 为城市 空间失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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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西 方国家 由于城市发展进程较快 ， 自 ２０ 世

纪末就开始关注这种较差的城市空间品质所带来的城

市空间失序现象 ， 并进行了
一

定的研究 。 首先是对空

间失序概念的讨论和界定 ， 在邻里尺度的建成环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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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空 间失序
”

被定 义 为可观察或 是可感知 的 、

对居民生活和邻里公共空间的正常使用造成 了扰乱 的

线 索
［

１

１

４

＇ 相 对于
“

有 序
”

，

这种 空 间秩序混乱的现

象包 括 了物 质环境要 素和社会环境要素两 方面 ： 社

会环境失序通常表现为缺乏社会控制的与人有 关的迹

象 ，

或者是出现涉及陌生人的具有潜在威胁性的行 为 ，

如公共场合暴虐 、 贩毒等 ；

而在物质环境上则 是城市

景观的恶化 、
衰退或是邻里社区的整体外观 紊乱 ， 通

常表征 为废弃和空置的建筑物 、 破损的公共 空间 、 未

被处理的大量垃圾等 。 而对于空间失序可能带 来的影

响 ， 研究者认为空间 的失序和破败往往意味着秩序或

是社会控制的崩渍 ，

并且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 产生消

极影响 。 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 ，

包括主观 幸福感的

降低 ， 增加恐惧 、 焦虑 与不信任
［２

＇ 等 ， 以及对个

体行为 的负面影响 ， 如减少活动和锻炼 、 酗 酒与肥胖

等 ；

而对邻里社区产生影响方面 ， 斯科甘（ Ｓ ｋｏｇ ａ ｎＷ Ｇ ）

认为失序意味着物质空间恶化 ， 是对公共财产 的反复

损害
ｎ ｎ ｉ？

， 会进一步破坏社会控 制 ， 并且导致邻里

更加 混乱 ，

甚至 加重犯 罪
１

２

＇ 并且最终会导致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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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的衰 落 不过 ． 已有研究 主要依据西方城

市空 间及其环境特征展开 ，

对中 国城市 的品质 变化缺

少关注 ， 而国 内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对空间失序关注

也相对较少 。

１ ．２ 新数据背景下的空间失序测度方法研究

已有研究表 明 ， 物质环境失序因 素比社会环境失

序 因 素更适合进行测度 ， 因 为 它有更 多的构成要素 ，

并且 它的构成要素分布更为均匀和广泛 ，

整体可靠性

更高
［

４ ５
ｉ

。 另 外 ， 虽 然人 们很早就意识到 了研究空 间

失序 的重要性 ， 但是仍然很少有对这个概念的定 义和

测度 的系统研究 。 已有研究多为 了探究建成环境与个

体活动 的关系等 ， 少有研究者直接以空间 失序 为 目 的

进行 大规模测度 。

为 了 识 别 空 间 失 序 出 现 的 地 点 和 其 严 重 程

度 ，

一 种 可 行 的 测 度 方 法是 建成环境审计 （
ｂｕ ｉ ｌ ｔ

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 ｍｅ ｎ ｔ ａ ｕ ｄ
ｉ

ｔ
） ， 即由受训练的专业研究人 员前

往研究地 点 ， 对研究需求 的空间特征进行直接和系统

的观察
，

并使用评分 表对预定义的环境特征进行评估 。

但传统 审计耗时 、 成本高昂 ， 并且难以在各地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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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客观且可靠的 比较 ， 使得 与人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

空间难 以被大规模量化和测度 。

随 着城市研究可获取的新数据环境的形成 ， 基

于街景 图片 的 非现场建成环境审计 （

“

虚拟审 计
”

，

ｖ ｉｒｔｕａ ｌａｕｄ ｉ ｔ ） 以及其衍生开发的在线工具平台开始应

用在 建成环境审计及测 度研究 中 。 国外的谷歌街景 、

国内的腾讯街景和百度街景等数据平台 ，
提供了可获

取的并且覆盖大部分城市主城区街道的高精度街景 图

片 。

一方面 ． 基于街景 图片开展的城市研究通常包括

了 三类
：
对图 片元 数据 的挖掘如 拍照地点 、 时间等 ，

对图片文本标签的挖掘 ， 以及对图片内 容本身的挖掘
［６１

。

前两类研究主要 用于城市形态分析和人群的 时空行 为

分析 而对图片内容信息挖掘的研究较少 ，

主要是

利用深度学 习技 术对 图片内容进行识别 ，

进而分析城

市意象要素类 型 城市街区的绿化指数
［

１Ｍ
２ １

、 街道

安全指数 ［

１ ３
］ 等 ， 与城市物质形态 、建成环境息息相 关 。

另
一方面 ， 就建成环境审计研究而言 ，

相较于传统的

审计方法 ，
基 于街景 图片的虚拟审计以更广 泛的地理

覆盖范 围 、 更高的性价比 、 更高的更新频率成为广泛

运用 的 、 有效且可靠的测度手段之
一

。 而其 主要的研

究 内容多集中在公共健康领域 ， 探究城市空 间的要素

和其品质对居民健康和活动的影响 ，

如邻里环境的活

动 友好性
１１ ４ ＊

１ ５１

、 促进不健康饮食的建成环境特征

社区环境的致肥性
ｎ ７

１ 和街道清洁程度对城市健康的

影 响
［

１
８ ］

等
； 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则有对城市用地类

型分类
［

１ ９
］

、 街道可步行性
［

２ｌ）
１

和城市空间 品质 等

的探讨 ， 但少有直接对空 间失序的现象进行研究与测

度 ， 原因可能是空间失序的概念较新颖 、 抽象而评估

方法较为模糊等 。

因而本研究希望探讨如 下问题 ：

（
１ ） 在 中国城市

空 间特征的语境下 ，

“

空 间失序
”

准 确的概念及其要

素是什么？ （ ２ ） 空 间失序在北京 的城市空 间中是否

普遍存在？ （
３

）
如果存在 ， 相较于 西方城市 ，

北京

城市空间失序有怎样特殊的空间表征 ，
以及造成空间

失序的原 因和可能 的影 响是什么？

２ 研究方法

研 究分为 ４ 个步骤进行 （
见图 １ ） 。 首先基于对

结粜分析评价

１ ． 空间失序的大规模测度研究步骤图示

１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 ｌ 

ｒｏｕｔ
ｅ

中 国城市空间的整体现状认 知 ，

开展 了局部现场调研 ，

以进行信息搜集 ；

其次总 结国外的城市案例与 已有理

论研究 ， 整合 中 国城市空 间发展特征 ， 建立起空 间失

序的量化指标体系 ；

随后 ， 通过腾讯地图 Ａ Ｐ Ｉ 提取街

道和路网数据 ， 由此获取海量的街景数据 ， 并依据指

标体系建立在线 审计平台 ， 由 审计 员对街景图片进行

分要素的人工 判读 ；

最后 ， 进行空间分析与计量分析 ，

得到街道的
“

空 间失序
”

指数 ， 并探究城市空 间失序

对城市活力可能造成的影 响 。

２ ． １ 中国城 市空间失序的构成要素识 别

本研 究借鉴 了 已有 西 方城市研究 中传统的建成

环境审计方法 ， 即 审计清单 （ ｃ ｈ ｅ ｃｋ ｌ ｉ ｓｔ ） 。 相较于已

有的 地理信息 系统或是航空 照片 中所包含的空 间特

征 ， 审计清单通 常包括了城市空间 中能够通过直接观

察而得到评估的众多 物理特征 （
如街道树木 、 人行道

宽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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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从而 以指标化的方式对空 间失序进行定

义和系统化 、 标准化的评估 。 通过对国际城市研究中

已发表 的空间 失序相关文献的阅读 ，

研究从 以前验证

过的审计 目 录 中 制定了代表不同空 间特征的五大类项

目
——建筑 、 沿街商业、 环境绿化 、 道路 、 基础设施 ，

并对五类空 间评价的
一

级评价指 进行了进
一

步的细

分 。

一些指标是在北京老城 区的现场调研基础上 ，

结

合预实验的结果反馈 ，从而体现了 中国城市空间特征 ，

如私搭乱建 ／ 临时建筑物 、 无序 占道经 营 、
道路未硬

化等 ；

一些指标则是西方空 间失序研究中较为典型和

常见的 ， 如参考 了芝加哥人 居发展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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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建筑物封条等指

标 。 我们最 终形成了 １ ９ 个二级评价指标作为空 间失

序的 构成要 素 （
见图 ２） 。 这些要 素将有助于研究形

成统
一

标准的空间失序评分体系 。

２．２ 基于街景 图片的非现场建成环境 审计

空间失序通常是 由经过训练的观察者使用经过验

证的工具来对街道进行审计 。 过去的研究是由审计员

亲 自前往研究的街区来进行的 ， 但最近开发 的计算机

辅助邻里视觉评估系统 （
如 ＣＡ Ｎ ＶＡＳ  ） 使人们能够进

行有效和可靠的虚拟街道审计
＾ ２６

１

。 因而 ， 参考已有

的虚拟审计系统 ， 并基于空间失序的构成要素体系和

所获取的街景图片数据 ， 研究搭建了在线的虚拟 审计

网络平台 （ 见图 ３ ） 。 每一个街景观测点 的 四个方 向

街景图片集 中在一个页面上 ，
人们可以通过一侧的选

项来勾选 四个图片 中各 自 存在的空 间失序要素 ＝ 研究

甄选 了 建筑或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 ４ 位审计员 ， 通过

随机分配分工完成 了全部街景图片 的审计 （
关于评分

者之 间的可靠性 已在预实验研究 中得到测度并认为是

可行的 ） 。 他们接 受 了统
一

的人 工审计培训 ， 包括审

计项 目 介绍和审计要素培训等 。基于统
一的评分体系 ，

他们 对每个街景点的 四个方 向街景图片进行了识别 ，

对图片是否存在 １
９ 个空间失序要素 进行二分法 的判

读
，

以尽可能地减 少由于审计员认知背景的 差异而造

成的统计误差 。

２ ．３ 预实验反馈

研究选择 了空 间失序较 明显 的城市齐齐哈尔开展

预实验工作 ， 综合检验研究 方法的正确性 与有效性 ，

并通过比对预实验结 果与 国际发表的已有实验结果 ，

采用多种分析模型进行研究 ， 补充和修正空 间失序构

成要素体系和测度模型 ， 并且分析了感知空间失序与

构成要素数 量两者之间的关 系 ， 进
一

步支持北京五环

的大规模测度 工作 。

２ ．４ 空间分析与可视 化

基于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方法 ，

研究将空间失序

的测度结果 在街景点 、 街道 和城市层面分别进行 了汇

总分析 ， 并从多个层面对城市空间失序现象及其分布

进行可视化 。 研究还结合 了 房价 、 社交 网络数据等体

现社会经济活力的大数据 ，

对城市空 间失序的成因及

可能的影 响进行量化分析 ， 通过回 归分析 、 聚类分析

等方法探 索空间失序与其他社会经济要 素的关系 ， 从

而探究城市空间失序的原 因 和对城市发展 的影响 。

３ 研究范围与数据

３ ． １ 研究范 围

研究以北京的中心城区街道 为对 象 ， 对特大城市

空 间品质低下甚至 出现空间失序的现象进行研究 。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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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招牌老旧／混乱
２． ２ 插面老旧／污损
２ ． ３ 无序占道经菅
２．４ 铺面空置及出售

３ ．１ 植物杂乱
３ ．２ 垃圾堆放／丟弃
３ ．３ 废弃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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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纖未硬化
４ ． ２ 道路雜
４． ３ 道路侵占

城市公共空间 失序在线审计系统

虑到北京行政划分范围过大 ， 而五环 内的城市空 间已

经涵盖 了北京市主要市区 （ 包括北京 中央商务区 、 二

环内传统民居和普通住区等 ） ， 人 口 密度较高 ， 就业

机会 、 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等较集 中 ， 较研究选取了

北京五环内的城市区域 ，

总面积约为 ６６７ ｋｍ
２

（ 见图 ４
） 。

３ ．２ 研究数据

研究选择 了 街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 ， 并采用 了

以街景图片为主的多源大数据 。 为实现高效的空间评

价并准确定位空间失序的空间位点 ，

本研究提取 了腾

讯地图街景图片作为建成环境审计资料 。 基于腾讯地

图 ４４８６５ 条北京五环内道路网络数据 ，

研究最终选

取 了 有最新街景 图片 （ ２ （^ ５ 年 １ 月 ） 的 １ ６７９０ 条城

市道路作为研究对象 。 考虑到在研究 区域内下载所有

街景图 片 的工作过于繁重 ， 我们采 取 了 间隔距离 为

５０ｍ 的距离采样方法来选择研究区域内街道沿线的

观测点
， 并提取 了每个观测点平行于道路 （ 前 、 后

）

和垂直于道路方 向 （ 左 、 右 ） 共计四个方向的全景街

景图片 （
见图 ５

）。 最终 ， 我们得到 了共计 ７０ ４３６ 个观

测点的 ２８ １７４４ 张图片 ， 每张图片大小为 ４８０ｘ ３６０像素 。

研究还结合 了北京基础 Ｇ Ｉ Ｓ 数据 、 五环内房价交

易信息 和包括微博 、 大众点评等在内的社交网络数 据

等多源数据 ， 在街道层面
，

讨论微观视角下城市空间

失序与社会经济活 力等因素的关系 。

４ 分析结果

４ ． １ 整 体空间失序程度 与分布特征

如果街景点存在某项空间失序要素 则计为 １ 分
，

不存在则计为 ０ 分 。 研究计算 了 每个街景点 （
４ 个方

向街景图片 ） 的空间 失序要素总分 ， 并在 Ａ ｒ ｃＧ Ｉ Ｓ 中

进行了空 间落位和 表达 。 从单
一

的观测点 来看 （ 见

图 ６
） ，

空 间失 序与破败现象在我们 的研究中 相 当 普

遍 ， 研究使用 的街景点及对应的街景 图片有
一

半以上

（ ５０ ．

１ ％ ） 都出现了空间失序现象 ， 并且 多在城区的南

部 ， 特别是东南部较 为集 中和严重 。 研究将每条街道

上各街景点空 间失序指数的平均值作为该街道的空间

失序指数 ， 即以每 条街道的所有观测 点的空间失序要

素得分 求平均 ， 计算每 条街道 的空 间失序要素得分
，

发现 ６４． ３％ 的街道至少 有
一

个点存在空 间失 序要素 ，

４９ ．８％ 的街道的平均空间失序水平超过 １ 个要素 。 而

在空 间分 布上 （
见图 ７

） ，

空间失序不同程度地散布

在五环内城市空间 ， 和观测点 的分布特点
一

致 ， 二环

内和东南部的失序现象较为明显 。

街景点的空间失序程度及 在整体之中 的总分排名

服从长尾定律 （
见 图 ８

） ，
大 多数街景点没有任何空

间 失序要素或仅有几个要素
，

只有少数街景点出现了

大量空 间失序要素 。
这说明北京的城市空间失序可能

仍处于相对较早的阶段和相对较低的水平 。

４ ． ２ 空间 失序要 素特征与要素空间分布

在空 间失序要素的提取和 空间分析上 ，
研究得到

了各个要 素对五环 内城市空 间品质 的影响占 比和空间

分布 。 从街景图 片中 出现的要素频次上来看（ 见表 １ ）
，

建筑外 立面老旧 （
３７ ６８ １ 次 ）

、 道路破损 （
１ ９５ ４２ 次 ）

、

道路侵 占 （
１ ５ ７１ １ 次

）
、招牌老旧 ／ 混乱 （

１ ３ 刀 ４ 次 ） 、

植物杂乱 （ １ ３６ ８２ 次 ） 成为最频繁出现的要素前五个
，

而建筑拆封 （
１８７９ 次 ）

、 铺面空置 （
１ １ ２０ 次 ）

、 废弃

车辆 （
２ １ ２ 次 ） 等西方城市衰败和收缩 的主要表现要

素 ， 在 本研究中并不常见 。 与西方城市主要受到经济

停滞和人 口缩减的负面影响 ， 并直接地反映在城市物

质空间的变化上不 同 ， 北京的空间失序呈现出城市问

题的复杂与多元 。 特别是一些本研究新添加的 、 并且

出现频率不低的要素 ，

如道路侵 占 （
１ ５７ １ １ 次 ）

、 招

牌老 旧 ／ 混乱 （
１ ３７ １ ４ 次

）
、 私搭乱建 ／ 临 时建 筑物

（ ５ ３０４ 次 ）、 无序 占道经营 （
３ ６ １

２ 次 ） 等 ， 体现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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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间失序构成要素图示

３ ． 用于本次空间 失序人工判读的虚拟审计网络平台

４． 左
： 研究范围 ；

右
：
北京五环边界与路网

５ ． 观测点的街景图片示意

６． 街景点的空间 失序要素得分分布

７ ． 街道的空间失序指数分布

＆北京五环内７〇 ４３６个街景点的空间失序要素总分分布 （ 降糊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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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２８ １ ７４４张街景 图片 中 出现的空 间失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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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４ｉｍ ａｇｅｓ

类别 指标要素
图片中出

现的次数

与已有

研究相比

１ ． 建筑

１ ． １ 建筑拆封 １
８７９ ａ

１ ．２ 建筑外立面不完整 ２ ４９０ ａ

１
．３ 建筑外立面破损 ５ ９０ ２ ａ

１
．

４ 建筑外立面老旧 ３７
６ ８１ ａ

１
． ５建筑外立面涂鸦 １３  １ ３８ ｂ

１ ． ６私搭乱建／临时建筑物 ５  ３０４ ｃ

２ ． 沿街商

业

２ ． １ 招牌老旧 ／混乱 １３ ７ １ ４ ｃ

２ ．２铺面老 旧／污损 ８ ３７１ ａ

２
．３无序占道经营 ３ ６１ ２ ｃ

２ ．４铺面空置 及出售 １ １２０ ａ

３ ． 环境绿

化

３ ．１ 植物杂乱 １ ３ ６８２ ｂ

３ ＊２垃圾堆放／丢弃 １ １ ８０６ ａ

３ ．３废弃车辆 ２ １ ２ ａ

３ ．

４ 未拆 除的施工围墙 ７ ３ １ ３ ｃ

４． 道路

４． １ 道路未硬化 ７
 ３８６ ｃ

４ ．２ 道路破损 １９  ５４ ２ ｃ

４
．３ 道路侵 占 １ ５ ７ １ １ ｃ

５ ． 其他基

础设施

５ ．１ 基础设施破损 ７
 ７５２ ａ

５ ＊２ 公共界面破损 ６５４１ ｃ

备注 ： ａ—几乎同样采用的项 目
： ｂ
—差异很大的项 目

：

ｃ——几乎

没有出现在以前的研究中 ３

国特有的城市景观特征 ， 即大量 的非正式城市景观 ，

这往往是 既有的粗放式城市发展路径和相应城市规范

与管理措施缺失所导致的 。 相较于西方城市经历 了城

市起步一发展一繁荣一扩张一衰败的阶段 变化 ， 中 国

城市的空 间失序 问题与 现象 大多 出现在 初步发展阶

段 ， 而此时城市空间尚 未达到高品质水平 。

而以街景观测点为基本研究单元 ，

从各个空 间失

序要素 在五环 内 的空间分 布来看 （ 见图 ９ ）
，

可 以发

现各个要素分布各异 、 相差较大 ， 与街景点 的空 间失

序程度相
一致

，

体现 了城区中空间 失序现象散布 的特

点
， 而影响北京五环内城市空间失 序的主要要素如建

筑外立面老旧 （ １ ８．８％ ）、 道路破损 （ １ ５ ．２％ ） 、 道路侵

占 （ ９．６％ ） 等 ， 都呈现了 空间失序要素集聚于二环内

老城区和城区东南部 的特点 。

４ ．３ 空间失序的影响探究

为探究空 间失序是否存在 对街道活力的影响 ， 我

们将汇 总到街道 尺度的空间失序结果定义为街道的空

间失序指数 ， 作为街道活力 的影响 因素之
一

，
而作为

结 果输出 的街道活力则被定义和量化为经济活力和社

会活力 ， 并对相应活力表征进行了量化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引入了 区位和功能密度等与城市活力相 关的传统

量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
并分别建立 了 只含 有传统指

标和同时包含传统及空 间失序指标的回归模型 ， 以考

察空间失序指数的加入对模型 解释力度的影响 ， 回归

模型的具体公式如 图 １ ０
。

对于公式 因 变量部分 的城市活力
，

研究将其划分

为街道经济活 力和街道社会活力两类 。 街道经济活力

主要通过邻近街道各住宅单元的房价信息反映 ， 社会

活力 主要通过各街道 ５ ０ｍ 缓冲区内 的大众 点评和微

博的发帖或签到 密度反映 。而对于公式的 自变量部分
，

将各街道到重 要城市节 点的相应距离作为区位坐标 ，

并 由 Ｐ０ Ｉ 密度和交叉路 口密度作为功能密度指标 ，
共

同作为控制变量
，
并对比空间失序指标的加入对模型

解释力度的影响 。

相 关性结果表 明 ，

空间失序指数 与房价 、 微博密

度和点评密度均呈现负相关关系 ，
且与经济活 力的负

相关程度较高 。 该相关程度与城市区位 、
功能 密度等

已被反 复验证 的经济活力影 响指标具 有相近的数值 ，

说明本研究定义的空 间失序量化标准在评估城市活力

和指导城市设计方面具有
一

定的借鉴意义 。

在回归结果方面 ， 发现空 间失序指数与 由房价反

映的经济活力和由微博密度反映的社会活力成反比 （
见

表 ２ 、 表 ３
）， 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

且空间失序指数的纳

入也能够一定程度提高对照模型 的解释力度 ， 说明空间

失序程度 的上涨将对邻近城市空间的上述两类活力造

成负面影 响 。 而空 间失序指数与由 点评密度反映的经

济活力成正比 （
见表 ４

）
，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 但标准

化系数值较小
，

说明空 间失序程度的上涨并不会对邻

近城市空间由点评密度反映的社会活力造成明显影响 。

４ ．４ 空间失序 的干预探索

为了进
一

步探索空间失序对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

的支持与 响应作用 ， 研究于清河地区开展了结合本科

生城乡调研形式的空间失序评价与干预实验 。

清河地区位于北京市五环外的海淀区 ， 由于地区

内城市功能混杂 、 建筑建成年代跨度逾六十年 、
城市

管理措施不足 ， 使得地区范围内存在着基数大 、 种类

多 、 现状严峻的不同等级的空间失序现象 。 基于上文

提出的空间失序要素指标体系 ， 并结合清河地区空间

特征 ， 研究结合客观评价和使用者主观判断相结合的

方法
， 最终对清河中街及相 接 的朱房路共计 １２５０ｍ

长度的连续街道地段 、 每 ５０ｍ 范围内街道空 间的 １ ３

项空间失序要 素进行了量化评价 。 最终结论显示 ： 地

段 内 问题最 为严重 的要素为道路破损 、 铺面空置 、 垃

圾堆放等问题 ；

从空间分布来看 ， 各段街道空间由于

建成年代 、 功能属性和社会环境等条件的不同 ， 表现

出完全不同的失序状况 ， 在较为严重的朱房城中村门

前 以及毛纺南小区的局部区域 ，

空 间失序现象已经严

重影响了街道环境和步行体验 。

而在干预层面 ， 研究总结 出了两类重要且易于通

过实际操作来干预的空 间失序要 素 （ 即乱扔垃圾及墙

面小广告 ） 来进行实验干预 。
以垃圾收集干预为例 ，

研究进
一

步提出通过增 加临时垃圾桶 、 张贴标语以及

给商 家发放大 容量垃圾袋三种不 同的干 预措施 （
见

图 １ １ ） ，
发现干预实验效 果 良好 ， 其 中发放大容量垃

圾袋是成本最低且效 果最佳的干预方法 ，

发放 当晚就

使研究 区域夜 间垃圾倾倒现象有效减少 、 街道环境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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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 ｃｔ ｕ ｒｅ２ ０２ １ ／ １

ｄｅｎ
．

ＰＯ ｌ０ ．２７８＜ ０ ．００ １０ ．２７８＜０ ． ００ １

ｄｅｎＪ
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０ ．０６４＜０ ．００ １０ ．０６ １＜０ ． ００ １

著改善 （ 见图 １ ２） 。 研究还对清河中街东段的道路断

面进行了重新设计 （
见图 １ ３  ） ， 意在改善现状较为严

重的道路侵占现象 ， 实现人车分离 、 步行环境优化 ，

从而探索了在城市设计角度 的响应策略 。

通过清河实验 ， 研究认为空 间失序的识别 、 测 度

与干预对改善清河地区的城市微观环境品质有着重大

潜力
，
基于空间失序要素 的空 间干预手段在兼顾城市

管理的可操作性前提下 ， 值得进
一

步研究和探索 。

５ 结论与 讨论

５ ． １ 基于街景 图片虚 拟审计的空间失序研究

为了 更精细 和高效地对城市空 间进行更 新和 管

理 ， 我们首先需要有针对性地找到 发生空间品质不足

甚至 失序 的空 间场所 ， 并准确 了 解主要影响空间品质

及活 力的具体要素 。 研究采取了基于街景图片的非现

场建成环境审计方法
，

搭建在线人 工审计平台
，

以北

京五环内城市空间为例 ， 对现有 的空间失序现象做了

探究 。 研究发现 ，

超过一半 的街道 空间都出现了 空间

失序的现象 （
街景点尺度 占比 ５０ ． １％

， 街道尺度占比

４９ ．８％
） ， 但是整体空 间失序水平较低 （ 街道空间失序

平均值 ２ ． ３ １
） ，

呈现出二 环内城区和东南部城 区空间

失序现象较 为严重和集 中的特点 。 在具体的构成要素

上
，

五环内 的城市空间 品质主要 受到建筑外立面老 旧 、

外立面涂鸦等空 间失序要 素的 影响 。 相较于西 方城

市
，

中 国城市的空间失序可 能仍处于 较低水平和较早

阶段 ， 空间失序现象主要来源于城市 管理与规范的缺

失
，

并呈现出 了 建筑外立面老 旧 、 无序占道经营等大

量具 有中国城市特色的空 间失序现象 。 进
一

步地 ， 空

间失 序现象会对邻近城市空 间的经济与社会活力造成

负面 影响 。 研究通过对在线地图街景图片进行大规模

测度 、 评估与分析 ， 说明在 中 国对城市空间的失序现

象进行研究是可行的 ， 应对空间失序的城市设计与干

预策略是需要的 。

５ ．２ 创新点

一些西 方国家 自 ２０ 世纪 末就开始 关注城市 空间

失序甚至破败的现象 ， 投入 了
一定的研究

，

并进行了

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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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以社会活力 （ 点评 密度 ． Ｎ＝ １ ６ ７９０
） 为因 变置的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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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建筑
Ｔｉｍ ｅ＋Ａｒｃ 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２０２ １ ／ １４９

ｄａ ｙ ｌ ｄ ａｙ ３ｄａｙ ６
．

对街道空间进行问春 白 天在地段重点区域放 ￥间前往 ＩｔｙＳ进
干

Ｓ２￡２ ：

ｘｆ （

５２
行干 行關千預效＊

預对象与￥用方法播结果ｐ
ｉＥ并记录 ？验证并

丨

９ ． 北京五环内７０４ ３６个街景点的 １ ９种空间失序要素分布

１ ０． 分别建立回 归模型

１ １ ． 垃圾收集干预的 实验步驟

１
２ ． 从左到右分别为 增加临时垃圾桶 ， 张貼标语 以及发放垃圾袋

的干预后街道环境

１ ３ ． 街道断面整治设计

９ ．Ｓ ｐａ
ｔ

ｉａ ｌｄ ｉｓ ｔ
ｒ ｉ ｂｕ ｔ

ｉｏ ｎｏｆ １ ９
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ｌｄｉ ｓ ｏ ｒｄｅ ｒｆａｃ ｔｏ ｒｓ ａ ｔ

ｐｏ ｉ ｎｔ
ｌ ｅｖｅ ｌ

１ ０ ．

Ｒｅｇ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ｍ ｏｄ ｅｌ

ｓ

１
１

．

Ｒｏｕｔｅｓ ｆｏ ｒ  ｉｎ ｔｅｒ ｖｅｎ ｔ
ｉｏ ｎｅ ｘｐｅｒ ｉ ｍｅｎ ｔ

ｏ ｆ
＇

Ｇａ ｒ
ｂａ ｇｅ ／Ｌ ｉｔ

ｔｅ ｒｏｎＳｔ
ｒｅｅ ｔ

＇

ｆａｃｔｏ ｒ

１ ２ ．Ｒｅｓ ｕ ｌｔ ｓｏ ｆｓ
ｔ
ｒｅｅ ｔｅ ｎｖ ｉ ｒｏ ｎｍｅ ｎｔ ａｆ

ｔｅ ｒ
ｔｈ ｅ ｉｎｔ ｅｒ ｖｅｎ ｔ

ｉｏｎｏ ｆａｄ ｄ ｉｎｇ

ｔ 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ｔ
ｒａｓｈｂ ｉ ｎｓ

，ｐｏ ｓ
ｔ

ｉｎ ｇ
ｓ ｌｏｇａ ｎｓ ，

 ａ ｎ ｄｄ ｉｓ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ｉ ｎｇ 

ｔ
ｒａ ｓ ｈｂａ ｇ ｓ

（
ｆ ｒｏｍ ｌｅ ｆｔ ｓ ｉｄ ｅ ｔｏ ｒ ｉ ｇｈｔ ｓ ｉｄ ｅ

）

１ ３ ．Ｓａｍ ｐ
ｌｅｓ ｏ ｆ 

ｓ
ｔ

ｒｅ ｅｔ
ｑ
ｕ ａ ｌ

ｉ

ｔ
ｙ 

ｉｍｐ ｒｏｖｅｍｅ ｎｔ

ｄａｙ
２

：

ｄ
ａｙ ４ ：ｄａｙ

７
：

ｄａｙ
９

：

对地段夜间空间进 在地段放置不同类型 前往地段和商家 对干预结果进行

行现场谲壺 ． 磯定 的标语 ． 对小广吿集 访谈 ． 并发放垃 分析和总结 ． 提

干預前效果中区＊张貼壜纸 ．圾 出未来嫿议 ．

部分 的空间 干预 ，

从而实现了城市空间 的局部复兴 。

在国际城市研究与规划领域中 ， 空间失序与 其他空间

品质相 关研究作为
一

个新兴的研究方向 ， 正得到业内

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
相关的文献在近年来也 出现

了大幅 的增长 。

一方面 ， 现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公共健

康等领域探讨建成环境对个体行为与健康 的影 响方

面
，

而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 角度出发来研究城市空 间

失序 的现象 、 测度或成因 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 ；

另

一方面 ，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西方城市 ，

聚焦西方城市

发展特点与空 间特征 ， 而 中 国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

与大规模城市建设下同样也 出现了空 间 失序的现象 ，

但是国内传统的城市规划领域尚未出现对这类 问题的

关注与研究 。 在新数据环境下 ， 大数据与新兴信息技

术的 出现为大规模测度城市空间品质提供了可能 ， 而

基于街景图片虚拟审计的空间 失序现象测度正是结合

了新技术和新手段来实现科学 、 系统 、 动态地认识城

市局部空 间品质 。

５． ３ 潜在应用

研究所探索 的城市空 间失序现象 整体测度 ， 发 生

空间失序的地点往往存在空 间失 序要素聚集 的特点 ，

以及对于城市品质低下甚至 出现空 间失序的重要 场所

进行具体位置与 要素的识别等内容 ， 能够为进一步的

城市空 间 更新和改造提 出相应 的 空 间干预证据与 手

段 ，

如
“

城市修补
”

背景下的精细化干预与城市设计

策略 ， 以达到场所营造和活力培育的 目 的 ，

从而具有

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层面的研究意义 。 在城市发展从

增量开发 曰 益转向存量发展的趋势背景下 ， 本研究将

为城市规划 、
城市设计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 基本规

律和干预策略等方面的支持 。

５ ．４ 研究局 限与改进

本文的研究及方法仍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首先 ，
研

究采用的是基于街景 图片的审计方法 ，
易受到街景数

据的影响 。

一方面受限于街景数据的获取方式 ，

数据

公司往往通过安装在汽车顶部的摄像头进行街景 图片

采集 ． 街景图片并不 总是包含狭窄街道 、 蜿蜒小巷和

步行街区 的图片 。 在这
一

点上 ， 无人机等拍摄工具和

自 行车等其他交通工具 的使用可能成 为未来数据收集

的补充手段
＾２８ １

。 另
一

方面 ， 邻里环境存在动态 性 ，

部分空 间构成要素可能随时 间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 ，
这

使得研究中提出 的外立面涂鸦 、 垃圾堆放等容易被清

理的空 间失序因素可靠度降低 ， 而图片采集时间的不

同使得晚上 、 夏季都有 可能看到更 多 空 间失序和破

败的 迹象 ， 而且街景图片损失 了现场 审计的深度
［２° ］

，

例如 噪音 、 气味 以及攻击性犬只等特征存在无法被测

度 的可能 。 其次 ， 建成环境审计的方法可能导致 审计

者 的主客观评价影响 虚拟审计结果 ， 有些审计者会 比

其他人 更容易
“

看到障碍
”

， 因而性别 、 种族 、 对当

地的了解程度和是否暴露在邻里障碍环境中都可能会

是影 响虚拟审计结果 的重 要 因素
［ ２９

］

。 在进
一

步 的研

究中 ， 为降低成本 、 提高审计客观性 ， 将采取如机器

学习等人工智能与新兴数据相结合的方法
，
用 以自 动

识别空间失序和城市破败的要素 ， 以及判断一个城市

空间的 整体状况 ，

并使得研究具有在全国范围 内的推

广意义 。

（
图 表来源 ：

图 １ ， 图 ４ ， 图 ６
￣ 图 １ １ ， 表 〗

￣

表 ４ ： 作者自绘 ， 图 ２ 、

图 ５
： 作者自绘 ， 图片系腾讯地图街景图片 ， 图 ３

：

内部 网站截图 ，

图 １ ２
、
图 １ ３

：

作者拍摄 、 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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