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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5_B1_85_E4_c61_646539.htm 如上所述，中国城市

地域是由众多单位地域构成的，而单位既包括有提供工作场

所的工业、商业等用地，又都附带有居住用地，因此，居住

用地广泛分布且与其它城市用地相互混合是中国城市地域的

一大特色。 中国城市中的居住区，自市中心区向外大致可分

为旧居住区、单位居住区和新居住区3类。把城市规划师站点

加入收藏夹 旧居住区是以旧城区为主的市中心区居住地区。

主要由行政机关、商业和服务业设施、一些街道工厂及其家

属区组成。1949年以前建设的低层住房多，房屋配套设施差

，建筑密度大，各种用地混合严重，居住环境差，并且人口

密度大，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多，职、住接近上班

方便，利用市中心区各种设施便利等为旧居住区的特点。一

般说来，这里的居民对迁往郊区有抵触情绪。进入80年代以

后，许多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建，旧居住区的景观和

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居住用地的缩小和与之

对应的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增加；其次是建筑的高层化和利

用上的多功能化，即改建、新建后的中、高层建筑有的全部

用于住宅，有的则为住宅和商业、服务业共用。北京、广州

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近年旧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但

也有一些中等城市，旧城改造不是起了分散人口的作用，而

是加速了人口向市中心区集聚。因此，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城

市的旧居住区，经旧城改造后表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居住

结构等方面的特征。来源：考试大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单位居住区是指1949年以后的30年间

围绕旧城区、以单位的形式建设而成的居住地区。其特点是4

～6层的中层住房多，配套设施较全，居住环境质量较旧居住

区为好，绝大部分住房是工厂、行政机关、科研教育单位的

住宅，就近上班者多。人口密度普遍较大。中层住宅区每平

方公里2～3万人，高层住宅楼集中地区每平方公里高达5～6

万人。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

试题 新居住区是80年代以后在建成区周围开发、建设的郊区

居住地区，其最大特点是职、住分离性。中、高层住宅多，

配套设施全，生活环境好，核心家庭多。其居住者有两种类

型：①自己购房的高收入阶层，趋向于高级住宅及花园式住

宅；②单位组织搬迁者，多住中、高层楼群里。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随近年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解

决中、低收入阶层和住房困难户的住宅为目的的"康居工程"

加速了新居住区的发展。这些以小区成片改造、开发为主的

住宅建设，增加了城市居住类型的多样性，促进着城市居住

地域的分化，形成着独特的中国城市居住地域结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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