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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86_85_E9_c61_646168.htm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

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3个层次组成，即由单位构成的基本生活

圈，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

活圈。为了说明这种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在图21上画出了

半径1．5公里和4公里的圆。这些圆是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的标

准来划定的，标准规定骑自行车或步行时，要保证单程上班

时间在30分钟以内，也即步行上班距离应在2公里以内，骑自

行车上班应在4．5公里以内。在中国城市中，居民生活用地

是按照生活居住区一居住区一居住小区(居住单元)来规划的

，而市政管理则以区一街道办事处一居民委员会一居民小组

来组织的。如上所述，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就是在城

市规划中生活居住规划和市政管理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低

级生活圈相当于半径1．5公里圈的范围，与居住规划中的居

住区和行政组织中的街道管辖范围相对应，而高级生活圈则

大致在半径4公里圈的范围内，与生活居住区和区政府管辖范

围相对应。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以上通过对单位这

个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最基本空间组织的考察，说明了中国

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特征。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肯定单

位制度对组织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管理市民政治、内部生

活空间结构与居住规划和行政管理的关系社会及家庭生活等

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单位制度下形成的

土地利用不经济及居住生活环境质量难改善等诸多问题。尽

管随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单位制度发



生着许多改良及变形，但其组织形式在短时期内还不会解体

，仍将在组织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中国城市社会地

域结构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有关单位的地理学研究

有待深化。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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