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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大量城市新区其功能分区、等级化的组织结构所带来

的生活、就业、文化、娱乐、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逐步出现，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所倡导的功能化等级性的城市组织结

构遭到不断的怀疑和挑战。人们重新品评传统的城市空间及

其网络结构，开始反对城市功能分区、低密度分散等现代主

义城市规划思想，并逐渐出现了尊重生活本身的要求，顺应

人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讲求城市结构的多重性、功能的

复合性，允许适当的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等趋势。在这一背景

下，邻里单位模式逐步被社区理论所代替。建立在社会科学

领域成果的基础上，社区理论强调了社会整体关怀，把居住

置于社会网络的整体中。社区理论把人与所居住的环境视为

一个整体，并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生活与物质环境的

对应，追求多层次的物质环境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复合，激

发居住者对所居住的环境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在这一理

论基础上，以小学的服务半径设定规模、以交通干道划分空

间范围的方式被遵是从人的认知范围和规模所代替。居住空

间在组织结构上不再继续沿袭邻里单位的树形结构，并试图

使居住空间与丰富多样的具有网络结构的邻里生活相适应，

向多功能复合的空间回归，对居住空间中人的认知、参与、

创造能力及居住空间的秩序、意义的认识也在不断具体和深

入。工作、居住、交通、游憩等各项职能空间不再被机械地

割裂，尤其在进入信息时代后，劳动密集型生产被高科技的



知识密集型生产所代替，也为城市生产、生活、居住的空间

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居住空间内允许与其它城市职能混合

布局。至此，居住空间的构建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国

外大城市中出现了混合居住区、居住综合体、整体式小区等

，在居住空间中融入多种城市职能，比如办公、小型工业、

多种服务设施，同时将多种功能立体化地进行组织。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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