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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在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以及城市人口规模

的增长极大地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和社会

治理政策的影响。自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

方向的持续改革逐步放松了对城乡人口流动的

管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有着更高生产效率

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迁移人口。一方

面，城市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城市空间范围不断

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也随

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发挥，而必然会出现空间

结构上的嬗变。认知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

0　引言

在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要认识、

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

想”①。正确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和准确判断城市

发展趋势，是科学理性规划城市的前提。城市是

人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研究人在城市中的居

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不仅能认识

城市的空间扩张及其结构嬗变特征，而且其中

体现出的规律性能给予规划师许多启示，是城

市研究的重要内容。

研究人在城市中的居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有助于科学理性规划城市。采用上海市第三、四、五、六等4次人口普查数

据，首先计算不同圈层的居住人口总量及其人口密度，并全过程地分析3个10年期的演变特征和趋势，发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层

次，人口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在1980—1990年间增长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核心区，在1990—2010年间增长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边缘区

和外围区，核心区的人口外迁而呈持续下降态势，在1990—2000年间边缘区人口增长快于外围区，但在2000—2010年间，外围区

的人口总量增长幅度快于边缘区。其后，针对持续扩大的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及其变化，采用负指数函数模拟其分布曲线，

发现在1990年代以来，体现距离衰减速率的参数b值持续在下降且速度较快，人口密度曲线持续趋于平缓，这潜在地说明居民克

服空间阻力的能力在增强。最后，对上海城市居住活动在过去30年间的集聚和扩散所表现的规律性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讨论。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its evolution features. First of all, it takes the 3rd, 4th, 5th and 6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of Shanghai to calculate the popula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rings, and then analyzes how it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population evolution features differ greatly in various spatial rings. Increased population of 1980s mainly lives in 

the urban core of Shanghai. However, between 1990 and 2010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gathers in the outskirts areas and the periphery areas. The 

outskirts areas gains population faster than the periphery areas in 1990s, yet the periphery areas gain population faster in 2000s. Secondly, this 

research adopts Negative Exponential Function to simulate the distribution curve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extending built areas. It finds that 

Parameter b, which reflects the ratio of distance decay, keeps descending rapidly since 1990, an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curve becomes more and 

more flat. This presents that residents’ ability to overcome space resistance is enhancing in the dual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At last, the regularity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both residents’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al in Shanghai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re discussed. 

It is believed that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contribute to a more reasonable urban develop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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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调查，2014年上海市域常住人口超过2 400万人，以外环线为界圈定中心城范围，中心城建成区面积则达600 km²，

居住人口超过1 000万。若将已与中心城连绵一体的周边建成区计入的话，上海这座城的面积达到1 250km²，居住人口超1 500万人。

注释

和探析其演变机制，有助于提高规划在城市治

理和创造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中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

上海是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心

城市。在1980年，中心城居住人口约有600万，建

成区面积仅有160 km²，人口密度极高，中心功

能超强，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至2014年，根据

最新的统计和调查数据，中心城建成区②面积达

到1 250 km²，居住人口超过1 500万。在过去的

3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上海城市的规模、形态

和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嬗变，研究上海这座城

市的人口居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

是本文的主旨。

1　研究回顾

1.1   人口密度度量, 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模型

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为人口密度，该

指标是一个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形态

及强度的重要指标。时间维度上，指标数值的增

减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分布是集中还

是扩散的趋势。经验地认为，对于一个具有城乡

景观的区域而言，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城市建成

区的平均人口密度要远高于农村地区；而在城

市建成区范围内，位于中心区人口密度最高，城

市边缘区的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密度分布形态

通常是随离中心的距离增加而逐步下降[1,2]。从

时间纵断面上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成

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会随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

集聚与扩散而出现增减现象，增减方向和幅度

在不同的区位会有不同的特征。

最早认知该现象并进行模型研究是Colin 

Clark[3]，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分布负指数函数，

形式如下：

式中：x—自变量，指距市中心的距离；

y—应变量，指距离x处的居住人口密度

（千人/km²）；

b—参数，反映人口密度随距离衰减的梯

度；

A—参数，表示理论上的城市中心原点处的

人口密度。

该模型后来被Mills[6]、Muth[4]等广泛地应

用到包括就业、土地利用和交通等的分布模型

中，之后，Tanner、Smeed、Newling 等分别提

出了改进或修正模型。但在长期的城乡人口居

住迁移过程中，出现了中心区常住人口密度降

低，郊区人口密度隆起等郊区化现象，随至城市

中心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负指数函数拟合性

较低。McDonald[5]回顾了1970年代以来的人口

密度研究成果，并认为采用Cubic Spline函数对

出现在美国等城市的空心化和人口郊区化现象

进行模拟较为适应，并建构了含有建筑物建成

年数的Vintage模型[9,14]。

1.2   国内研究进展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经历了快

速城市化过程，人口密度分布及其空间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

料对具有代表性、数据质量较高的特大城市的

人口密度进行了模型的验证研究，如周春山和

许学强[19]、WANG和ZHOU[7]、冯健[8]分别对广

州、北京和杭州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各个

城市的最优人口密度模型尽管并不完全一致，

同一城市的不同尺度，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

最优模型均会有所不同，但研究结论均认为：

我国城市在单中心假设下，负指数函数的模拟

优度较高，能较好地解释大部分的人口密度的

空间分布。

综观已有研究可看出，单中心假设下的人

口密度函数基本能够较好地描述中国城市的人

口密度分布，其中负指数函数的拟合优度最好，

能够较好地描述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分布。尽管

随着城市的规模扩张，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由单

中心嬗变为多中心，但次中心的发育程度所形

成的能级仍无法挑战主中心。根据吴文钰与马

西亚[15]认为，个别城市最优模型虽然并非负指

数函数，但拟合优度较好的Newling模型也仍属

于单中心城市的人口分布模型。用模型模拟人

口密度空间分布，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有价值

且可靠的贡献。

1.3   对上海的研究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过170多年的

发展，经历了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工业基地、中

心城市等几个阶段，上海的城市建设一直都是

以单中心集聚式发展为主，其空间扩展呈圈层

式发展形态[16,13,17]。对上海城市人口的增长及其

空间分布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有的学者关注

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和人口结构变化[18,10]；有的

则利用街道级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密度的空

间分布进行模拟[12,14]，发现在城市中心区人口密

度分布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吴文钰和马西

亚[14]还发现在上海近郊区的都市区内，人口分

布模型却从1990 年的Smeed模型转变为2000 

年的Clark 模型。

本论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利用1980年代

以来所进行的4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时跨30年的

上海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进行全过程地

研究，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自1980年始，我国基本上每10年会进行一

次人口普查。该普查采用的是现住地登记原则，

所得数据基本上能准确地反映人口在调查时点

时的居住分布状况。笔者收集了自1980年代以

来所进行的4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是：“三普”

（1982年）、“四普”（1990年）、“五普”（2000年）

和“六普”（2010年），普查数据统计空间单元为

当时的街道（乡镇/公社）。

其中1982年完成的第3次人口普查数据，

笔者是通过查阅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

史档案材料获得的。1990年完成的第4次人口

普查数据则来源于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制

的《上海市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

版社. ISBN：7-5037-0934-0/C.598）。在这次人

口普查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原因，所

编制的人口普查资料并未将乡/公社的农村人

口统编在内。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1990年

与1980年时的街道（镇/乡）的边界基本一致，

因此，根据已有的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剔除已公

布的街道（镇）人口数据之后，将未纳入统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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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乡村普查人口按照1980年时各乡占比进行

分配。这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单元组成为：

118个街道，44个镇，202个乡/公社和12个农场，

共有376个数据点。

在2000年，由于社会经济空间发展的不均

衡和合理配置区域资源的需要，上海市对街道

（乡镇/公社）级的区划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

调整，郊县乡镇已从212个调整到目前的112个，

平均面积为56.76 km²，市中心城区街道从75个

调整到71个，平均面积约为3.06 km²。这两次人

口普查数据空间单元共有283个。

2.2   度量方法

在2.1节中指出，人口密度指标定义与计算

虽简单，但要度量出能真实反映人口密度空间

分布的指标值，必须确保有较好的空间划分方

法，并能保证足够好的空间精度及与空间相匹

配的人口统计数值。

生产生活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而形成中心

是城市的内生特征，以中心为圆心进行同心圆

式的圈层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是许多研究学者

通常采用的方法。本课题以人民广场的国际饭

店大堂中心作为研究范围的几何中心（该中心

也是上海市地理坐标体系的原点），以一定的

宽度作为环带间距（图1）。各环带将覆盖不同

的街道（镇）的形心，合计其人口总量，并除

以环带陆域面积，即得各环带上的人口密度。

公式如下：

式中：

 Di—指第i环带的人口密度；

 Pij—指在i环带中的j街道人口数；

 Ai—指第i环带的土地面积。

上海市的街道（镇）范围边线均为不规则

的多边形，大小不一，空间相邻也犬牙交错。其

内的人口分布因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的不同而

不可能是均质分布的。在保证数据解释力的前

提下，必须对高度复杂且无规律可循的数据进

行简化处理。本研究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空间数

据统计的优化。

（1）假设街道（乡镇）内的总人口是集中

在形心点上，并将该街道（乡镇）的总人口全

赋值给形心点所在环带。因此剔除了范围边线

不规则和行政区划微调所带来的干扰。

（2）为避免街道（乡镇）面积过大、环带

宽度过窄而造成的空间统计上的显著误差，根

据中心城街道的平均面积只有3.06 km²左右

（近似1.75 km×1.75 km的正方形），初步估算环

带宽度为2 000 m时会将误差减小至最小。

（3）行政区划调整后郊区乡镇的平均面

积较大，超过50 km²。若仍沿用中心城的环带宽

度必然产生较大误差，因此，我们将其放宽至

5 000 m²。但该宽度仍不足以覆盖一个乡镇的

大部分面积，为保证空间统计的精度，我们对

比了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郊区乡镇边界，发现

郊县乡镇的撤并基本上是整建制的撤并，未出

现一分为几的情形，因此，就采用撤并前的乡镇

边界及其形心点。经过如此处理，可大大降低空

间统计上的误差。

基于以上分析和度量方法所得结果，接下

来将从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对居住人口密

度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进行考察。在市域层面

着重考察各圈层的人口增减情况，分析3个10年

期的人口密度变化特征；在中心城区层面则利

用负指数函数对建成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进行

模拟，试图分析1980年代以来距离衰减速率的

变化，并探讨其内在动力机制。

3　市域分析

3.1   市域空间层次

旨在疏导远距离、快速小汽车交通需求的

内外环线建设，不仅在形态上愈加强化了圈层

式发展格局，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管理

政策的差异化制定，在心理和观念上进一步给

予普通市民清晰的空间界定。上海在长江南岸

的辖区面积约为5 000 km²，本文根据建成区人

口密度和形态划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外围区3

个层次（图2）。

核心区大致范围为在1994年通车的内环

线以内的区域，该区域是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和

区域发展龙头的核心，金融、贸易、保险、公司总

部、高档商品零售、酒店餐饮等高端生产性服务

设施大部分集中在该区域，面积约114 km²，全

市80%的3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也集中在此区

域，所对应的圈层半径为6 km。

边缘区是指内环至外环间及外环线外侧周

边地区，即通常所说的中心城及周边地区的区

域。经过20多年的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

有临近核心区的区位优势，该区域的土地得到

高强度的快速开发，目前已经与中心城形成蛙

跳式的连绵型建成区。从通勤活动范围和职住

平衡角度来看，边缘区与核心区在功能上构成

了一个整体。边缘区的边界所对应的圈层大致

图1    空间圈层划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市域空间层次划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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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8—20 km。

外围区则是指边缘区以外、市域管辖范围

之内的广大郊区，主要分布有郊县新城、城镇、

大型工矿区和量大面广的农村。该区域尽管有

嘉定、青浦、松江、闵行、金山、南桥和南汇临港

等新城，但这些新城仍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社会

经济活动组织和功能体系，职住平衡和自给自

足程度仍然很高，且中心城与新城之间有大面

积的农林用地，并没有形成连绵一体之势，因此

本研究将此区域视为外围区。

3.2   居住人口分布及其演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即1980年代以前），严

格的户籍管理和口粮配给制度使得上海的人口

增长主要以自然增长为主，期间因国家经济政

治动荡，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度

使得城市人口规模有所下降及波动。1982年

完成第3次人口普查所得数据基本上反映了上

海在改革开放前处于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口

分布。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政

策逐步放松了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城乡间

和区域间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逐步在提高和扩

大。根据4次普查数据，分析上海市域3个10年期

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变化情况（图3，图4）。

第一个10年期，即对比1982年和1990年两

个时点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这一时期，始于农村

的改革开放政策直至在1980年代中后期才在城

市试点推行，受户籍管理和口粮配给的严格管

制，城市生产效率高和收益高等优势所具有的

潜在优势并没有直接转化为趋之若鹜地吸引农

村人口迁徙的显在现象。但在统计上，在这10年

间，上海总人口仍新增了近百万，其主要原因是

图3    各圈层常住人口总数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各圈层常住人口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据统计，返城知

青规模达50多万人③）。要求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的知青，返城的落脚点仍是居住在市区的父母

或亲戚家。这点可从两个时点的人口密度变化

可以发现，新增人口集中核心区，边缘区和外围

区的各圈层人口规模和密度没有显著变化。从

图3也可以推定，此时期的中心城的建成区圈层

半径约为10—12 km。

1990年和2000年两个时点的人口数据反

映了第二个10年期的居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

变化。在该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讲

话和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事件为标志，上海的

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这10年

里，上海市域常住人口增长近400万，但不同的

圈层，增长幅度不一：半径6 km环内的核心区内

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居住在核心区的人口开

始郊区化；边缘区和外围区的常住人口均增长

迅速，总体上说边缘区要快于外围区，人口增长

幅度最大的区域是在9—13 km的环带上。同样，

可从图4的人口密度分布曲线图可判断，2000

年时上海中心城建成区半径扩大至14 km。

在2000—2010年期间，上海城市的发展受

“世博”大事件的驱动，社会经济仍然延续高速

增长态势，10年间市域常住总人口增长了600

多万。受轨道交通和外环线等重大交通设施的

建成通车的引导，核心区的居住人口总量仍在

下降，郊区化进程仍在持续。这一时期，虽然边

缘区和外围区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不同于

上个10年的是，外围区各圈层的人口总量增长

幅度要大于边缘区的各圈层。对比各圈层的人

口密度变化，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增长幅度要大

于外围区，而且10—12 km和14—20 km环带上

的人口密度增长幅度较大。外环线两侧区域受

核心区人口外迁和外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双重影

响，环中心城的连绵态势基本形成，上海这座城

市的建成区范围也迅速拓展至20 km处。

 

4　中心城建成区人口密度分析

4.1   范围的界定

上海中心城的建成区是一实体，人口的流

入与集聚，或流出与扩散，不仅使得城市人口在

空间上的分布在不断变化，也使得实体规模在

不断扩大，农村景观不断地转化为城市景观。根

据各圈层不同时期的人口密度变化的分析，可

基本认定1980和1990年代时的上海中心城建

成区的半径约为10 km，2000年时城区半径是

14 km，到2010年该半径增加到了20 km。

进一步研究这一实体内4个时点上的人口

密度曲线及其变化，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城

市发展规律。

本文采用Colin Clark在1951年提出的负指

数函数来表征人口密度分布曲线（公式（1））。

之所以采用该模型，是因为：①诸多学者已经实

证了采用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上海过去人口密

度的空间分布；②该模型易懂简单，自变量对应

空间结构变量，解释性好。参数b值和A值能较

好地反映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表示在该城

市的中心区能忍受的人口密度的A值，该值的

增减变化直接体现了城市人口居住的集聚或扩

散趋势。b值越高，曲线越陡，表示城市社会经

济活动集中度越高，空间形态越紧凑；b值越小，

曲线越平缓，表示城市呈扁平化形态。此外，b

值的演变不仅体现了城市人口密度衰减梯度

（population density gradient）的变化，而且也

③该数据来源于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上海青年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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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出行成本占居民总收入比重的变化方

向，比重越大，出行成本约高，b值就会越高。

对公式（1）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得到如下

公式（3）：

该模型曲线即为一条直线，其中A值为斜线

在纵轴上的截距，而b值就是曲线的斜率。接下

来依据以上建成区半径，对建成区范围内的人

口密度分布及其演变进行数理模型模拟。

4.2   人口密度模型及其解释

根据公式（3）及以上确定的中心城区边

界，得到相关参数和回归曲线（表1，图5）。

4个模型的R2值均超过90%，能够解释

90%以上的数据存在明确的函数关系，说明采

用负指数函数进行线性回归是合理的。其参数

值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上海中心城人口密度的

空间分布和演变趋势。

在“三普”和“四普”两个时点， b值高

达0.4以上，曲线斜率高，人口密度随距离衰减

快，也说明居民克服空间阻力能力弱；两个时点

的b值有小幅升高，说明上海城市的社会经济活

动仍在向中心进一步集聚。

值得注意的是，b值从“四普”时的0.4177

下降至“五普”时的0.1793，降幅非常大，且A

值的下降幅度也巨大，两个值的巨幅下降说明

存在有非常强的力量在推动人口郊区化。尽管

此时的上海中心城人口总量在增长，但其背后

的动力机制值得深究。1992年6月的上海市城

市规划工作会议中提出，城市建设要有大举措

和大手笔，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在

这强大的行政力推动下，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

强力推进内环线建设和中心城的“退二进三”，

将分布在中心城的大量的工业企业搬迁至郊

区，同时为解决职工就近上下班的需要，强力推

进“两个一千万”工程：在郊区建设1 000万m²

的配套商品房和1 000万m²中低价房，将大量的

居住在棚户简屋内的居民疏散至8—10 km的环

带上，如莘庄和三林地区等。尽管在这一时期城

市土地开发市场化改革有重大举措，但引进的

外资规模和所培育的民资力量均无法完成如此

浩大的城市空间结构嬗变的任务，各层级的区

县、街道/镇政府以及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国营

企业等机构充分发挥了其所具有的行政力量，

直接主导了此一轮的城市空间开发和扩张。

“六普”时的b值仅有0.1169，比“五普”

时仍下降了0.0624，人口密度曲线更加平缓，A

值也从6.67下降到4.67，中心原点的人口密度值

仍在下降。一方面说明核心区人口仍在郊区化，

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克服空间阻力的能力在大

幅度提高。在2000年，上海的城市发展也进入了

“世博”阶段，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各项改

革以自由市场竞争为导向，政府引导市场机制

进行资源配置，规划成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

在1999年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上海要发

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强

调要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

业。在该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下，中心城核心区内

的功能要转型、环境要提升，提出实施“双增双

减”策略：增加公共绿地，增加公共空间；减少

容积率，减少建筑总量。与之相配套的是，以快

速交通系统（轨道交通和外环线等高速公路网）

的设施建设为抓手，引导中心区人口的进一步

疏散和郊区土地开发。在该阶段，遵循并积极利

用土地开发市场机制，在不影响居民通勤时间

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地引导了城市人口的空间

再分布。

此外，不容忽视的另一个整体影响城市人

口密度空间分布和结构的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大

量涌入。因为这些近900万的外来人口中大部分

都选择居住在边缘区的外缘地带及外围区，使

得在2000年后边缘区和外围区的人口增长幅度

较大，显著地影响到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及其

曲线。

　 样本数 b A LNA R2

三普 7 0.4108 17.45 2.8594 0.9827
四普 7 0.4177 20.86 3.038 0.9658
五普 11 0.1793 6.67 1.897 0.9552
六普 12 0.1169 4.67 1.5421 0.9236

表1  人口密度指数函数回归系数

图5    4次人口普查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指数函数线性回归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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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城市是人造的、为人服务的空间实体，在其

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居民，其居住活动的空

间分布和演变规律，体现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集聚与扩散两种运动的相互对比关系。基于以

上对上海自1980年代以来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及

其演变的特征和机制所做的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以供讨论：

（1）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从区域宏观空

间尺度来看，上海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规模

在不断扩大，集聚是主导力量；从中心城建成区

的尺度来看，发现核心区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在

持续下降，分散是主旋律，居住活动的郊区化趋

势仍在持续。

（2）在人口集聚和分散两种机制并存的情

况下，并行作用的结果体现在中心城的建成区

面积急剧扩大。上海中心城的建成区范围在短

短的20年时间里，半径增加了一倍。在建成区范

围扩张的同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

了嬗变，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曲线逐步平缓。

（3）在人口集聚和扩散的过程中，行政力

量和市场力量均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建立

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初期，政府是导致人口郊

区化的主要力量，而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后，政

府更多地是通过规划政策手段来引导市场力量

配置资源，从而逐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4）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上海城市人口

密度空间分布曲线逐步平缓（b值在大幅度的

下降），说明居民克服空间阻力的能力在提高。

其潜在原因可归结为大规模的轨道交通设施和

快速路网的建设。在越来越发达的轨道交通网

和快速路的支撑下，居民有条件且有能力在不

损失出行时间效率的前提下，选择到更远的郊

区居住以追求宽敞的空间和更高的生态环境质

量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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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鲁霞两位学术前辈的点拨和指正，得到了石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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