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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8/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448109.htm 以往我国的居住空间

的建设规模通常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居多，通过对入选《中国

小康住宅示范工程集萃》和《中国城市居住小区建设试点丛

书规划设计篇》中的城市居住小区进行统计，在总计的44个

小区中，用地规模的比例分别在表1中作出统计。表1对居住

小区用地规模的统计从中可以发现规模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小

区占到总数的81.81％。中国城市住宅区的用地规模通常是根

据城市规划中的城市路网结构划定的，城市路网的间距限定

了住宅区的用地边界。现代城市路网间距一般为400m左右，

由此形成城市住宅区用地单元规模一般为十几公顷。这种以

交通干道划定范围是依据邻里单位模式的结果。人类一直是

以天赋的能力认知世界，自古以来直至功能主义占统治地位

之前，人类构筑环境也一直以自身的尺度为标准的，为了使

居住空间的组织结构更能体现人的主体性，使之成为人的生

活的物化反映，依照社区理论将居住空间组织形式向邻里模

式回归，依据人的尺度而不是汽车交通的需求、依据人控制

环境的范围和认知能力作为限定居住空间规模的依据是必要

的。 以人的尺度限定住宅区规模就必须了解人的认知能力。

根据生理学家的研究，人的视力能力在超过130m~140m就无

法分辨其他人的轮廓、衣服、年龄、性别等，因此在传统街

区中通常将130m～140m作为街与街之间的距离；F.吉伯德指

出文雅的城市空间范围不应大于137m，亚历山大也指出人的

认知邻里范围直径不超过274m（即面积在50h平方米左右）。



因此可以判定以人的尺度确立的理想的居住小区规模是应该

小于5h平方米的。同济大学周俭等学者通过对居住空间的研

究提出我国居住小区规模应该是不超过150m的空间范围或4h

平方米的用地规模，其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近。因

此从居住者对所居住环境的控制能力和认知能力看，我国通

常的居住小区规模是明显偏大的。由于同一个小区内居住人

口过多，居民间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建立交往圈，并重

组社会邻里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随着异质性人群人

数的增加而减少。减小居住小区的规模不仅可以增进居民的

交往，加强居住空间的邻里感，也顺应了住宅商品化以后的

市场机制制约下的开发模式，避免了住宅大规模开发中一次

投入过大的压力，以及对市场判定不准而大量房屋空置等问

题。同时小规模居住小区建设有利于将多种职能空间有机分

散在居住空间附近，形成居住空间与其他多种职能空间混合

布局。另外，减小住宅区规模也有利于避免同一阶层居民家

庭的过度聚集，降低居住分异的程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