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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城市是夜间消费的空间载体，夜间步行是夜间消费的行为载体，城市的建成环境对人类步行出行的影响是客观且

显著存在的。聚焦于夜间时段，依托于南京市居民出行的活动日志和GPS与GSM调查，根据不同出行目的将居民步行行

为分为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步行，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建成环境和城市灯光对居民夜间步行长度的影响程度。研究

表明：（1）夜间步行长度与年龄、灯光强度、POI职能丰富度、商业设施密度显著正相关；与住宅密度、交通设施密度、建

筑密度显著负相关；（2）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步行在路径时长、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对如何构建更

加健康的夜间城市提出相关规划建议。

Night city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night consumption, and nighttime walking is the behavioral carrier of night consumption.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walking is objective and significa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ighttime period, based 

on the activity logs of GPS and GSM surveys of Nanjing residents, analyzing residents' walking behaviors at nighttime. The 

walking behaviors are divided into leisure walking and functional walk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avel purposes, and then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city lighting on the length of nighttime 

walk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nighttime walking length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light intensity, POI 

functional richness and commercial facility density,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dential density, traffic facility density 

and building density; (2)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between leisure walking and functional walking in terms of path lengt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raises some proposals on how to build a more dynamic 

nigh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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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白天工

作、夜间生活”已成为常态，夜间作为一个特

殊的时间段，是居民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并且夜间经济作为第三产业营收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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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也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夜

间城市是夜间消费的空间载体，夜间步行是夜

间消费的行为载体，通过研究居民夜间出行的

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夜间城市的特征和问题，从

而改善夜间步行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优

化游客消费体验。

时空间行为研究为理解人类活动和城市

环境之间在时空间上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1]。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居民出行特

征和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均较为丰富，出

行行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建成环境、社群属性

和心理感知。其中，不同的城市物质环境对步

行出行的影响是客观而且显著存在的。其中，

住宅密度、周边服务设施、土地利用多样性、公

交可达性、环境安全性、环境愉悦性等直接影

响居民出行行为的选择[2-5]。针对生计出行、生

活出行、娱乐出行等不同目的的出行行为，建

成环境对居民出行影响也存在差异[6]， [7]101。居

民出行行为的相关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转向

老年人、青年人等不同群体的出行行为[8-11]，年

龄、收入、汽车拥有量、家庭人口规模等社会属

性也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12-14]。居民对自身

健康的主观认知、低碳知识与习惯等其他心理

因素也是影响居民出行的具体因素[15]108， [16]。

从研究方法来看，20世纪90年代活动日志调

查是西方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但

由于活动日志本身的局限，问卷数据精度和有

效性存在一定的误差 [17]。经过20年的发展，

现已逐渐形成以出行调查[18]、活动日志调查[15]111、

GPS与GSM调查[19]和大规模交通数据[20]为支撑

的时空间行为数据体系。国内外学界更多关注

建成环境、社群属性和心理感知对居民出行行

为产生的影响，对夜间时段的出行研究则关注

较少。现有关于夜间居民出行特征及影响因素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建成环境的夜间活力时空

分布特征分析[21-22]。其中，裴昱分析北京二环

内夜间街道的活力，发现夜间街道活力受到街

道形态和街道功能的显著影响，而街道可达性

对其影响并不显著[23]111。王苑[24]研究不同社区

类型中居民的夜间出行特征，发现路网密度、

土地混合度、CBD可达性等社区建成环境均

影响居民夜间的出行概率和出行方式。但上

述研究未讨论灯光对居民夜间出行活动与城

市夜间活力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随着遥感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夜间灯光

数据质量不断提升，夜间灯光数据有了更加广

阔的应用。目前国内外主要利用夜间灯光数据

进行城市化进程研究、不透水面提取、社会经

济指标空间化估算、重大事件评估、生态环境

评估等[25]。相较于DMSP/OLS和NPP-VIIRS夜

间灯光数据，吉林一号（JL1-3B）和珞珈一号

（LJ1-01）在空间分辨率和光谱信息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其中吉林一号（JL1-3B）能够实

现空间分辨率为0.92 m的多光谱（红、绿、蓝）

夜间灯光成像[26]。更高精度的灯光数据为街区

尺度级别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精细的数据支撑，

如识别建设用地[27]、评估光污染趋势[28]、分析

光照对鸟类夜间迁徙等影响[29]。以往关于灯光

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多基于室内照明，即研

究室内人工光与人类活动和健康的相互作用，

而关于户外光照水平对人类活动和健康的影

响的研究仍然有限[30]。

本文选择夜间这一特殊时段，聚焦于与人

类活动和健康联系紧密的步行行为，旨在对居

民夜间步行与建成环境的相关性做出量化评

价。通过总结可步行性街道的已有研究，探讨

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城市可达性、夜间灯光强

度等要素对居民步行长度和类型的影响，并基

于研究结果对夜间城市与街道建设提出优化

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范围

本文空间研究范围为南京市主城区的中

心地区，如图1所示，面积为131.73 km²。研究

范围内公共设施配套完善，夜间业态丰富，包

括新街口、夫子庙、老门东、玄武湖公园等重要

的商圈和公共活动场所，是居民夜间出行的热

点区域之一。本文着眼于城市居民下班后到深

夜休息前在城市中所进行夜间步行的活动特

征。1:00后城市的夜间活动和人群相对比较

单一，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将夜间时

间段定为18：00至次日1：00。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含居民出行路径

数据、路网、地图兴趣点（POI）、夜间灯光数据

和现状用地分类。

（1）居民出行数据：利用活动日志调查与

基于GPS、GSM两种不同定位方式的移动数

据采集相结合的方法，以定位设备为基础，以

互动式调查网站为平台，获取居民一周活动时

空轨迹。本文共选择了300名南京居民作为志

愿者，记录其2019年5月—7月期间任意一个

星期的出行路径数据，共计9 812条。

（2）地图兴趣点（POI）：POI数据取自

某大型地图网站，经过定义坐标和投影，删除

异常点，根据选取的范围，爬取共计11大类，

113 798条POI数据。POI数据中包括名称、位

置、分类等信息。

（3）夜间灯光数据（2018年）：通过吉林

一号（JL1-3B）获取夜间灯光数据卫片，获取

研究范围的夜间灯光影像，拍摄日期为2018年

5月8日晚上10点，投影坐标系为WGS_1984_

UTM_Zone_50N。

（4）现状用地分类：参考《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将

原始地块数据分为8类：R（居住用地）、A（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B（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M（工业用地）、W（物流仓储用地）、

图1  研究范围
Fig.1  Study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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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U（公用设施用地）、

G（绿地与广场用地）。

（5）现状建筑数据：现状建筑数据取自某

大型地图网站，矢量数据包括建筑边界和

层数。

1.3   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首先，量化评价城市

功能、城市形态、城市可达性和夜间灯光4个夜

间城市建成环境指标，描述夜间出行的居民属

性和研究范围的建成环境特征；其次，将夜间

步行分为休闲型和功能型两类，判别4项指标

与两类步行长度的相关性；最后，基于分析研

究成果对夜间城市规划及街道建设提出相关

优化建议。

1.4   研究方法

1.4.1    居民夜间步行量化评价

按照经过空间、时间和步行行为3个方面

指标筛选居民夜间步行路径，样本中共计89

位居民和328条路径符合要求。居民信息包括

性别、体重、身高、年龄、学历、年收入；路径信

息包括出发时间、到达时间、出行目的、出发地

点、到达地点、路径长度。本文以步行距离作为

城区的宜步行性[7]104，每条路径设置100 m缓

冲区，分区统计各个影响因素对路径的影响程

度，居民出行轨迹如图3所示。

1.4.2    城市建成环境量化评价

在充分考虑已有研究中居民出行影响因

素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城市

可达性和夜间灯光4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具

体的测度指标。

（1）城市功能指标

将城市各项服务功能密度和城市职能丰

富度作为城市功能的量化指标。城市各项服务

功能密度：采用核密度分析分别对南京中心城

区商业、交通、住宅和公园分布状况进行计算。

其计算方法为：

  

式中：K为核函数；h为带宽；xi-xj为测算点

xi到样本点xj的距离。

城市职能丰富度：借鉴测度生态系统丰富

性的辛普森指数，计算南京市主城区100 m×

100 m网格内服务职能多样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为每个格网的辛普森指数；Ni表

示格网内i类POI的数量；N表示全部POI数

目。D越接近1，该格网所提供的职能丰富度

越高[31]。

（2）城市形态指标

根据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对城市形态进行

量化评价，将主城区划分为100 m×100 m的

格网，统计格网内容积率与建筑密度。

容积率=格网内建筑面积×层数/

（100 m×100 m格网面积）              （3）

建筑密度=格网内建筑面积 /

（100 m×100 m格网面积）               （4）

（3）城市可达性指标

根据道路密度和交叉口密度对城市可达

性进行量化评价[23]112。

道路密度=道路长度/区域面积           （5）

交叉口密度=1/以每个交叉口为基点的泰

森多边形的面积                                        （6）

（4）夜间灯光指标

根据灯光强度对夜间城市进行量化评价。

图2  研究框架
Fig.2  Study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居民出行轨迹图
Fig.3  Travel path map of resid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2）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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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一号（JL1-03）主要由红、绿、蓝3个波段

组成，其亮度值的计算公式为：

brightness＝0.2989 ×red+0.5870×green+

0.1140×blue[32]                                       （7）

2   建成环境与步行行为特征分析

2.1   居民特征

89位居民属性特征如表1所示，BMI均值

为23.24 kg/m²，其男女比为36：53，平均学历

在高中/中专以上，平均住房面积为76.86 m²，

平均拥有小汽车数量1.62辆，平均每人每周夜

间步行3.67次。

2.2   夜间出行路径特征

统计328条夜间出行轨迹数据，两类步行路

径特征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居民夜间步行路径

的平均长度为1 952.34 m，平均时长为29.14 min。

根据出行目的的不同分为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

步行，功能型步行是指有特定起点和终点且具有

方向性和较强目的性的步行，包括回家、下班、陪

孩子补习等，而休闲型步行是指目的性和方向

性较弱的步行[33]，包括散步、跳舞、逛街、遛狗等。

由表2可知，功能型步行出行目的以回家为主，

平均长度为2 001.49 m，平均时长为23.65 min，

步行速度约为84.62 m/min。休闲型步行出行目

的以散步、锻炼、逛街购物、遛狗等为主，活动类

型多元化，平均长度为1 909.89 m，平均时长为

33.89 min，速度较慢，约为56.35 m/min。

2.3   建成环境特征

建成环境特征如图4所示，商业设施、交

通设施和交叉口高密度区都沿中山路和中山

北路沿线向外拓展呈现出圈层结构特征，新街

口地区是此类设施的集中分布区。住宅高密度

区集中在河西新城。公园分布相对集中于玄武

湖、紫金山和五台山周边区域。容积率、建筑密

度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新街口、紫峰大厦、万

达等商圈附近。步行路径100 m缓冲区范围内

的建成环境特征如表3所示。

2.4   夜间灯光强度分布特征

南京市主城区夜间灯光遥感如图5所示，

灯光高值呈现点、线、面式集中分布和地块内

部零星分布并存的格局特征。面状灯光高值主

要集中在：一是商业区如新街口片区、鼓楼片

区、夫子庙景区、集庆门大街等；二是大型区域

交通枢纽，如南京火车站。线状灯光高值集中

分布于各条主干道的现象非常明显，高等级道

路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地段的灯光强度更高，玄

武湖内部局部绿道也有较高的灯光强度。点状

灯光高值主要分布在：一是体育中心，如江苏

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二是历史文化设施，如江

苏省博物院、老门东和大报恩寺等；三是各个

地铁站等。而地块内部的居住区和小型商业设

施地段的灯光高值呈现零星分布的格局。

3   夜间出行的影响因素

3.1   模型及变量选取

为了揭示建成环境对步行距离的影响，建

立2个模型对全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依次

考察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模型1）、建成环境与

居民特征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BMI（身体质量指数 BMI= 体重 / 身高 2） 89 16.94 28.40 23.24 2.45
性别（1= 男性，2= 女性） 89 1 2 1.60 0.49
年龄（1=18 岁以下，2=18—25 岁，3=26—
40 岁，4=41—50 岁，5=51—60 岁，6=60
岁以上）

89 1 6 3.09 1.39

学历（1= 初中及以下，2= 高中 / 中专，3=
本科 / 大专，4= 硕士及以上） 89 1 3 2.66 0.50

家庭年收入（1=7 万元以下，2=7 万—10
万元，3=10 万—12 万元，4=15 万—20 万
元，6=20 万—30 万元，7=30 万—50 万元，
8=50 万元以上）

89 1 8 3.19 1.57

住房面积 /m² 89 30 141 76.86 19.77
小汽车数量 / 辆 89 1 3 1.62 0.57
夜间出行次数 / 次 89 1 14 3.69 3.20

表1  居民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sident charact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行为分类 出行目的 计数 / 人 路径长度 /m 时长 /min

功能型步行
　

功能型步行小计 152 2 001.49 23.65 
办事 5 1 445.62 18.60 
带孩子上课 2 531.25 13.50 
回家 130 2 044.08 23.74 
看病 2 492.44 14.00 
上班 3 1 078.16 16.67 
下班 10 2 598.57 31.10 
休闲型步行小计 176 1 909.89 33.89 
吃饭 9 1 347.54 33.33 
锻炼 33 2 203.81 29.64 

休闲型步行 逛街购物 16 1 315.94 23.94 
遛狗 11 1 102.00 28.18 
散步 98 2 024.11 36.36 

　 跳舞 9 2 194.16 47.78 

总计 　 328 1 952.34 29.14 

表2  两类步行路径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wo kinds of walking routes charact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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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灯光（模型2）对路径长度的影响。在接

下来的研究中对两类步行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3、4）。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路径长

度，直接反映居民的步行强度。经检验，因变量

取对数后，样本的得分分布偏度为0.267，峰度

为0.363，两者均小于1且接近0，基本符合正态

分布，且因变量属于连续变量，因此可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该模型中，个人社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则包括建成环境和灯光强度两类。

具体选择的自变量为：个人属性，包括BMI、性

别、年龄、学历、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和小汽

车数量；建成环境特征，包括POI职能丰富度、

交叉口密度、商业设施密度、住宅密度、公园密

度、交通设施密度、建筑密度和容积率。

3.2   模型结果及分析

模型1对路径长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解释变量为个人经济社会属性；模型2的解

释变量增加了建成环境和灯光强度指标；而模

型3和模型4分别是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步行

的回归结果（见表4）。从模型的拟合信息看，

模型1的总体显著性为0.018，模型2、3、4的

总体显著性均为0.001，VIF系数均小于5，拟

合程度均达到预期。模型对功能型步行的解释

度高于对休闲型步行的解释度，说明休闲型步

行的路径长度受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可以

图4  建成环境特征分析
Fig.4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变量名称 总体样本 休闲型步行 功能型步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灯光平均值 81.84 21.38 80.38 22.37 83.53 20.11

POI 职能丰富度 0.76 0.17 0.76 0.17 0.75 0.00

交叉口密度 1.97 1.34 1.78 1.29 2.20 1.36

商业设施密度 758.98 467.45 723.62 459.78 799.91 474.40

住宅密度 367 908.18 81 517.47 369 572.19 76 196.39 365 981.43 87 491.33

公园密度 68 759.76 90 447.95 61 399.53 78 670.71 77 282.13 102 015.08

交通设施密度 50.73 23.91 49.85 23.94 51.75 23.92

建筑密度 0.24 0.09 0.24 0.08 0.24 0.09

容积率 1.34 0.81 1.28 0.77 1.40 0.86

表3  建成环境描述性统计

Tab.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built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5  南京市主城区夜间灯光遥感数据
Fig.5  Night-time light remote sensing data for the 
main city of Nan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商业密度 b 交通设施密度 c 公园密度 d 住宅密度

e 职能丰富度 f 容积率 g 建筑密度 g 交叉口密度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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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灯光强度在各个模型中均与路径长度显

著正相关。

3.2.1    个体特征对步行距离的影响

个体层面特征中，年龄（模型2：B=0.120，

p<0.05）对步行距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

影响步行距离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年长

人群工作压力的减少及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使

其更偏向于步行的交通方式。

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步行的结果差异较

大，年龄和家庭年收入与休闲型步行的路径长

度显著正相关，说明年龄越大、家庭年收入越

高，居民的休闲型步行距离越长。这与常规认知

相符。而住房面积与功能型步行的路径长度显

著正相关，这可能因为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住宅

的区位便利性越低，因此出行距离越长。而BMI、

小汽车数量的因素在模型检验中并不显著。

3.2.2    建成环境对步行距离的影响

在解释变量方面，灯光强度、POI职能

丰富度、商业设施密度与总体样本的路径长

度显著正相关。其中，商业设施密度（模型2：

B=0.340，p<0.01）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商

业设施密度可表征地价高、人流量大的中心

地区，与人们的各类出行活动密切相关，商业

设施密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人们的步行距

离。其次是POI职能丰富度（模型2：B=0.331，

p<0.01），POI职能丰富度表征业态综合程度，

间接表明土地利用混合程度的提高能显著增加

人们的步行距离。灯光强度（模型2：B=0.183，

p<0.01）能够提升人们的夜间步行安全感与舒

适性，因此能够延长人们的步行距离。

而交通设施密度、建筑密度、住宅密度

与总体样本的路径长度显著负相关。其中，

负向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是交通设施密度

（模型2：B=-0.392，p<0.01），交通工具及

其接驳越便捷，居民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的

可能性就越大，抑制了步行距离。其次是建

筑 密 度（ 模 型2：B=-0.306，p<0.01），建

筑密度较高的地区相对于空旷场地更不利

于居民的夜间步行。再次是住宅密度（模型

2：B=-0.096，p<0.1），住宅密度高的地区

多为大型居住区或连片居住区，功能较为单

一，对夜间步行有抑制作用。

3.2.3    不同类型步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功能型步行

的平均距离大于休闲型步行，其平均时长小于

休闲型步行，平均速度远远大于休闲型步行，

验证了功能型步行和休闲型步行的差异。回归

结果表明，休闲型步行和功能型步行的结果差

异较大，包括：①对于功能型步行与休闲型步

行距离的解释度，个人经济社会属性的影响较

低，而建成环境层面的影响较高；②本次研究

中的个体层面因素、建成环境因素能够共同解

释功能型步行距离的38.9%，而对于休闲型步

行距离只有29.2%。因此相较于功能型步行，

休闲型步行距离的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可能受

时间充裕程度、体力状况、个人意愿等随机因

素的影响较多。

具体来说，在个人层面特征方面，休闲型

步行距离与年龄（B=0.155，p<0.05）和家庭

年收入（B=0.150，p<0.05）显著正相关。功

能型步行距离与住房面积（B=0.149，p<0.1）

因素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因素均无显著相关

性。可以看出，相比于功能型步行，休闲型步行

距离受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中

年人相对于青年人的步行距离显著增长，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加注重散步对于改善

身体健康的作用。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

的步行距离显著增长，说明高收入人群更具有

散步的意识和行为。

在建成环境特征方面，相较于休闲型步

行，除了灯光强度变量外，POI职能丰富度、商

业设施密度对于功能型步行的路径长度的正

向影响程度更大，交通设施密度、建筑密度对

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 1
（全体样本）

模型 2
（全体样本）

模型 3
（休闲型步行）

模型 4
（功能型步行）

BMI -0.012 -0.003 0.050 -0.017

性别 -0.066 -0.019 -0.002 -0.026

年龄 0.085 0.120** 0.155** 0.074

学历 0.109* 0.081 0.065 0.107

家庭年收入 0.126** 0.059 0.150** -0.062

住房面积 -0.021 0.052 0.003 0.149*

小汽车数量 0.023 0.022 0.018 0.010

灯光强度 — 0.183*** 0.192*** 0.157**

POI 职能丰富度 — 0.331*** 0.318*** 0.320***

交叉口密度 — 0.043 0.065 0.025

商业设施密度 — 0.340*** 0.290** 0.352***

住宅密度 — -0.096* -0.417** -0.032

公园密度 — -0.049 0.001 -0.108

交通设施密度 — -0.392*** -0.339*** -0.394***

建筑密度 — -0.306*** -0.228*** -0.361***

容积率 — -0.079 -0.016 -0.156*

常量 7.157*** 7.156*** 7.180*** 7.128***

R² 0.041 0.371 0.357 0.454

Adj. R² 0.020 0.339 0.292 0.389

N 328 328 176 152

表4  解释变量与ln路径长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Tab.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logarithm of path length

注：*、**、***分别代表0.1、0.05、0.01水平上的显著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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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功能型步行的负向影响更大，且住宅密度与

功能型步行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休闲型

步行是一种需求刚性相对较弱的活动，因此各

类建成环境变量对其影响程度均低于对功能

型步行的影响，而灯光强度对两者的影响程度

相当。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不同的建成环境和不同时间对居民步

行出行的影响是客观且显著存在的。夜间作

为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是居民生活与活动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现有研究较少从夜间时

段探讨建成环境与城市灯光对居民活动的影

响。因此，本文选择夜间这一特殊时段，聚焦

于与人类活动和健康联系紧密的步行行为，

旨在对居民夜间步行与建成环境的相关性做

出量化评价。

研究表明，居民夜间步行的平均长度为

1 952.34 m，平均时长为29.14 min。功能型步

行和休闲型步行的平均长度差异较小，但二者

平均花费时间和出发时间存在差异。二者的差

异为夜间经济和夜间城市的建设提供支撑，并

且更多地关注休闲型步行，提升夜间街道的品

质与活力。在相关性分析中，个人属性方面，

年龄与夜间路径长度显著相关。建成环境属性

方面，灯光强度、POI职能丰富度、商业设施

密度与夜间路径长度显著正相关。住宅密度、

交通设施密度、建筑密度与路径长度显著负相

关。公园密度、容积率和交叉口密度与路径长

度没有显著关系。对于两类夜间步行，休闲型

步行与年龄、家庭年收入、灯光强度、POI职

能丰富度显著正相关，与住宅密度、交通设施

密度显著负相关。功能型步行与住房面积、灯

光强度、POI职能丰富度、商业设施密度显著

正相关，与交通设施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显

著负相关。

4.2   讨论

本文对提升夜间城市建设与发展夜间经

济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考虑不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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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12（6）：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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