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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众多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开发转变.
 

大多数山地城市受山水格局与规划因素的

影响,
 

较多沿用多中心发展模式,
 

但山地城市多中心结构较少受到主流研究的关注.
 

对城市各空间要素的特征进行

分析,
 

可有效反映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
 

为此,
 

本研究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为例,
 

基于房价、
 

夜间灯光强度、
 

公

交站点密度、
 

宜出行密度等多源数据,
 

分析不同要素的空间布局及多中心空间特征,
 

并重点识别了各中心/组团的

发育程度.
 

结果表明:
 

重庆主城区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
 

各中心/组团的空间特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不同城市要素及空间结构在分布上内密外疏,
 

具有山地城市独特的城市景观特征.
 

不同中心/组团的发育

程度内高外低,
 

发展不均衡;
 

内环以内各中心发育相对成熟,
 

而外围中心/组团发展仍有待加强.
 

最后分析了形成

目前多中心体系的原因并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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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城市功能区域内,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集聚中心构成,
 

且各中

心之间构成分工协作和相互联系的功能体系结构[1-2].
 

随着大城市交通拥堵、
 

人口过密、
 

空气污染等一系列

城市病的出现,
 

人口和就业的不断郊区化趋势,
 

城市人口与产业不断向外扩散并在外围新中心重新集聚.
 

不断的扩散与集聚,
 

促成了新中心发育,
 

导致城市空间结构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3].
 

多中心空间结

构被认为是最佳城市形态结构,
 

它结合了分散和集聚两方面的优点,
 

不仅有效地向外围疏散了单中心过于

密集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
 

还能维持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功能[4-5].
 

一般来说,
 

城市多中心形态的识别

往往需要通过人口普查[6]、
 

土地出让[7]、
 

就业分布[3,
 

8]等指标来证明.
 

但这类数据仅反映了静态,
 

而现代大

城市作为高速运转的有机体,
 

传统数据分析不能很好体现动态变化的特点[9].
 

大数据的挖掘对城市空间结

构的研究更为全面,
 

可以更精准、
 

全面地对其进行刻画[10-11].
山地城市占我国城市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大多数分布在不同海拔的山地区域[12-13].
 

在快速城市化时

代,
 

山地城市规模也将不断扩大.
 

因此,
 

对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也将变得十分重要.
 

已有多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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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3]、
 

上海[6]等东部平原城市,
 

与山地城市多中心演化路径和空间结构有所不

同,
 

平原城市大多都是有意识地通过空间规划主动追求多中心模式[14],
 

而山地城市的多中心模式既是山水

阻隔、
 

地形起伏、
 

土地稀缺、
 

交通不便限制下的被动适应,
 

又是山地敏感环境约束下“分散的集中”的主动

选择[13,
 

15].
 

因此,
 

基于平原城市的多中心理论解释并不完全适用于山地城市.
 

本研究选择典型的山地城市

重庆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和核心城市之一,
 

也是典型的多中心山地城市.
 

受山

水格局的限制,
 

重庆一直沿用“多中心、
 

组团式”的发展模式,
 

并在数次规划中得以强化,
 

分析其空间形态

结构可为我国为数众多的山地城市研究提供参考.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1 研究区域及数据处理

1.1 研究区选择

重庆位于长江中上游,
 

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

辖市,
 

也是近年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重庆主城区自西向东被缙云山、
 

中梁山、
 

铜锣山、
 

明月山分割,
 

长江、
 

嘉陵江于渝中半岛交汇,
 

塑

造了其独特的山水格局和城市形态(图1).
 

近年

来,
 

建成区由渝中半岛向南北扩展,
 

往北部两江

新区方向扩展明显,
 

并突破中梁山和铜锣山的限

制,
 

向外围西永和茶园组团扩散.
 

受山水格局的

限制,
 

重庆早在1960版总体规划采取“1主、
 

4
 

副、
 

14
 

组团”的模式.
 

1998版、
 

2007版及2014年

区域修订版总体规划进一步强化了“多中心组团

式”城市结构.
 

2014年总体规划修订将城市区域

划分为
 

“1主、
 

6副、
 

21组团”,
 

包括“解放碑—江

北城—弹子石”1个主中心,
 

观音桥、
 

杨家坪、
 

南坪、
 

沙坪坝、
 

西永、
 

茶园6个副中心.

1.2 数据处理及方法

1.2.1 要素指标构建

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会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布局、
 

经济增长、
 

人口分布等城市空间要素呈现一定规律

性,
 

在不同区位上呈现峰值与低谷.
 

基于不同城市要素,
 

发展出多种城市空间结构的识别指标和方法.
 

早

期,
 

Greene等[16]、
 

Mcmillen等[17]利用人口就业数据作为指标识别就业次中心.
 

后来,
 

任荣荣等[7]、
 

秦波

等[18]、
 

孙铁山等[19]运用土地价格、
 

房价、
 

人口普查数据等识别多种新结构.
 

最近的研究中,
 

百度热力

图[10]、
 

手机信令数据[20]、
 

POI[21]等大数据也大量应用到城市空间结构的识别.
 

本研究基于广泛的文献研

究,
 

结合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的优势,
 

采用房价、
 

夜间灯光数据、
 

公交站点数据、
 

宜出行数据等4类要素,
 

从

不同方面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分析.
 

多源数据类型及选择依据如表1所示.

1.2.2 数据处理

具体数据处理流程:
 

①
 

数据预处理:
 

统一空间数据的投影和分析尺度;
 

②
 

要素空间分析:
 

利用

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数据空间化处理,
 

对房价、
 

公交站点、
 

宜出行数据进行核密度(Kernel
 

Densi-

ty)分析,
 

其中宜出行数据需计算核密度均值;
 

③
 

要素剖面分析:
 

为了很好地反映各中心的发育状况,
 

沿城市主要道路设置东南西北4个方向上的剖面线,
 

依次为剖面a:
 

解放碑—观音桥—空港,
 

剖面b:
 

解放碑—沙坪坝—西永,
 

剖面c:
 

解放碑—杨家坪—大渡口,
 

剖面d:
 

解放碑—南坪—茶园,
 

然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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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的3D
 

analyst工具获取各要素在不同剖面的参数;
 

④
 

要素综合分析:
 

为使所有值在统一研究

尺度下,
 

对4种要素进行标准化处理,
 

取值范围为0~100,
 

利用栅格计算器(Raster
 

Calculator)进行

多要素的空间叠加分析,
 

对分析结果按照自然断裂法划分为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5个强度区,
 

最

后依据剖面图综合分析各中心/组团发育情况.
表1 多源数据及其选择依据

数据类型 数  据 数据来源 选 择 依 据

传统数据
商品房价格

(2016年)
房天下、

 

链家

城市商品房价格能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是城市发展的重

要指标之一[22],
 

空间分布特征能直观地反映城市空间结构与其

发育特征.

公交路网站点

(2016年)
重庆市交通局

公共交通设施是连接城市不同地区的纽带,
 

一个城市地区的公交

设施的布局密度能体现出区域发展的成熟度[23],
 

其分布能够反

映出城市中心组团之间的关联强度.

大数据
NPP/VIIRS夜间

灯光(2016年)
网络下载、

 

抓取

夜间灯光数据的灯光强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

学意义.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灯光强度轮廓可表征城市空间形态及

各中心/组团发育强度[24].

腾讯宜出行(2016年

某周三间隔2
 

h

的连续数据)

宜出行数据具有实时、
 

动态、
 

海量、
 

真实等特点,
 

相比于传统的

人口普查或抽样数据,
 

能够更为精准地识别不同时间段人口分布

疏密情况.

2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与分析

2.1 城市空间结构识别

利用多类要素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析能更加准确识别其空间形态.
 

对房价、
 

夜间灯光、
 

公交站点、
 

宜出

行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2所示.
从房价分布看,

 

重庆主城区住房价格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
 

其中,
 

房价高值区聚集在内环以内,
 

解放碑、
 

南坪、
 

观音桥、
 

沙坪坝副中心商圈的住房价格相对较高,
 

大杨石组团内的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区

域连成一片,
 

形成了住房价格次高峰.
 

而在内环以外,
 

北部新区和两江新区的房价迅速攀升,
 

形成了新兴

的房价高值区,
 

东部的茶园副中心、
 

西部的西永副中心属于新规划的副中心,
 

形成了局部次峰值,
 

相比五

大中心差异较为明显.
 

整体上,
 

城北的房价明显高于城南,
 

住房价格高值区正逐渐向北移动.
 

同时,
 

城市逐

渐突破两山的限制,
 

向东西方向发展,
 

进一步带动房价的提升,
 

未来将出现更多的住房价格次高峰.
夜灯强度高值区覆盖了内环以内的绝大部分区域,

 

包括渝中、
 

大杨石、
 

沙坪坝组团,
 

反映了这些区域

人口分布密集.
 

两江新区的礼嘉、
 

空港、
 

人和组团也出现高峰,
 

悦来组团出现次高峰,
 

再加上南部的大渡

口、
 

李家沱组团出现的次高峰,
 

整体上,
 

在两山之间的城市建成区夜间灯光强度峰值连成一片.
 

两山以外,
 

汇集大量工业园区和高校的西永、
 

茶园副中心也出现了局部高峰,
 

西永高值区面积更大.
形成公交密度高峰的总共有10个区域,

 

包括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
 

沙坪坝、
 

杨家坪五大中心与石桥

铺,
 

这些区域公交通达度较好.
 

外围北碚、
 

大渡口、
 

李家沱组团属于重庆旧城区,
 

公共交通设施较为完善,
 

北部空港江北机场附近的空港大道、
 

桃源大道、
 

机场路等也形成公交密度高峰.
 

同时,
 

在大坪龙湖时代天

街、
 

嘉华大道附近,
 

人和组团周边形成了公交密度次高峰.
 

两山以外的茶园和西永,
 

由于建设时间较晚,
 

公

交配套相对滞后,
 

公交密度值较低.
 

蔡家、
 

水土、
 

悦来、
 

龙兴、
 

鱼嘴、
 

西彭等组团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
宜出行反映了人口聚集程度,

 

可以发现,
 

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
 

杨家坪、
 

沙坪坝形成了人口高峰,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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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解放碑国泰广场、
 

环球购物中心,
 

观音桥北城天街,
 

南坪国际会展中心、
 

万达广场,
 

杨家坪步行街、
 

西

城天街,
 

沙坪坝三峡广场为主要集聚地.
 

在大坪的龙湖时代天街,
 

石桥铺的百脑汇、
 

佰腾等IT数码专业市

场形成人口聚集高峰,
 

并与杨家坪连成一片.
 

礼嘉、
 

人和组团部分区域与观音桥也连成一片,
 

形成了大面

积的人口高峰区.
 

大学城与北碚组团凭借许多高校,
 

空港组团则凭借江北机场吸引人流量,
 

呈现出人口次

高峰.
 

但外围的其他组团人口集聚能力目前较弱.
从4类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重庆市城区空间结构符合“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空间规划结

果.
 

中心城区“一主四副”五大中心空间要素集聚能力较强,
 

形成高值区,
 

除此之外高值区还有大坪、
 

石桥

铺与空港,
 

茶园、
 

西永、
 

北碚、
 

大渡口、
 

李家沱、
 

礼嘉、
 

人和组团等同时形成了次高峰区.
 

离中心城区较远

的西彭、
 

界石、
 

鱼嘴、
 

水土、
 

龙兴、
 

蔡家等组团发育整体较低.
 

房价、
 

公交密度、
 

宜出行密度分布符合多中

心形态特征,
 

夜间灯光强度在内环以内形成了连续的高强度区,
 

是日常活动最主要区域.

图2 2016年城市各要素空间结构分布形态

2.2 城市空间结构发育程度分析

我们利用房价、
 

公交密度、
 

夜间灯光强度、
 

宜出行密度4种要素剖面图进一步对各中心/组团的发育程

度进行分析(图3).
解放碑作为重庆传统CBD,

 

房价最高,
 

观音桥、
 

南坪房价其次,
 

西永、
 

空港周边房价开始逐渐逼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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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中心房价则紧随其后.
 

夜灯强度的峰值总体上与其他要素有显著区别,
 

解放

碑、
 

观音桥、
 

南坪、
 

沙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等区域的夜间灯光强度峰值并无明显的差距;
 

空港借助

江北机场也形成了高峰,
 

西永借助大学城、
 

微电子工业园,
 

形成了次高峰.
 

公交密度最高值分布在观音桥

与南坪,
 

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最为完善,
 

其次是沙坪坝、
 

解放碑,
 

杨家坪、
 

石桥铺、
 

空港也形成小高峰,
 

而西

永和茶园副中心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并不完善,
 

峰值较低.
 

宜出行反映了人口聚集高峰,
 

南坪万达广场、
 

观音桥北城天街周边人口吸引力较强,
 

人口密度处于最高峰,
 

其次,
 

解放碑、
 

沙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

铺商圈周边形成了人口次高峰,
 

西永和茶园由于离中心城区较远,
 

人口集聚能力不强,
 

峰值最低.
整体上,

 

中心城区的五大中心的发育程度仍然较高,
 

但其余部分中心/组团发育正与其缩小差距.
 

比如

大坪、
 

石桥铺在夜灯强度、
 

人口集聚能力与解放碑、
 

沙坪坝、
 

杨家坪处于同一水平,
 

空港组团周边房价和公

交密度与沙坪坝、
 

杨家坪持平.
 

各要素的高值分布并不完全一致,
 

反映了不同中心/组团的功能差异.
 

观音

桥和南坪在公交密度和宜出行密度排名居前列,
 

说明在人口吸引力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处于全市较高的

水平;
 

解放碑的夜灯强度和房价均较高,
 

经济水平发展较高;
 

沙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
 

空港等的要

素分布强度不尽相同.
 

例如,
 

沙坪坝老城区作为重点高校、
 

重点中小学、
 

三甲医院的集中区域,
 

各要素发育

相对均衡;
 

而同属沙坪坝区的大学城和西永微电园等新兴组团,
 

公交密度和房价水平则相对较低.
 

总体来

说,
 

各中心发展程度不一,
 

发展方向、
 

重点产业、
 

定位也存在差异.

a:
 

解放碑,
 

b:
 

观音桥,
 

c:
 

南坪,
 

d:
 

沙坪坝,
 

e:
 

杨家坪,
 

f:
 

西永,
 

g:
 

茶园,
 

h:
 

大坪,
 

i:
 

石桥铺,
 

j:
 

空港

图3 城市各要素的空间剖面图

2.3 城市空间结构综合分析

对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
 

研究区总体上仍然延续“多中心、
 

组团式”空间形态,
 

但趋势已经开始逐

渐降低,
 

且内环可能逐渐出现连绵现象(图4).
 

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
 

沙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等空

间要素集聚能力强,
 

形成人口、
 

通勤、
 

房价、
 

夜灯的高值区域,
 

茶园、
 

西永、
 

空港、
 

北碚、
 

大渡口、
 

李家沱、
 

礼嘉、
 

人和等组团等为次高峰区域.
 

这说明,
 

各城市要素在内环以内形成了连绵的高强度区,
 

是城市居民

活动的最主要区域;
 

而北部往机场方向、
 

东部往茶园方向、
 

西部往西永和大学城方向,
 

在城市要素外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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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引导下呈现出次高峰;
 

相对较远的西彭、
 

界石、
 

鱼嘴、
 

水土、
 

龙兴等组团以工业开发为主,
 

综合要

素的集聚能力还相对较弱.
重庆市各中心/组团之间发育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图5).

 

观音桥、
 

解放碑、
 

南坪作为目前发展最优最

快的三大中心,
 

它们地理位置优越,
 

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和明显的交通优势,
 

发育强度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为传统老牌中心沙坪坝,
 

大杨石组团内的大坪、
 

杨家坪、
 

石桥铺地理位置靠近,
 

发育强度基本也处于

同一水平.
 

内环以外,
 

北部仅有空港形成小高峰,
 

南部仅有大渡口组团形成小高峰,
 

东西部方向,
 

西永、
 

茶

园副中心与内环各中心之间的发育还存在着至少两个等级以上的明显差距,
 

发育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图4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综合分布形态 图5 多中心空间结构综合剖面图

3 山地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3.1 山水格局与多中心开发

重庆主城区符合城乡规划提出的“多中心、
 

组团式”模式.
 

重庆主城的“四山两江”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

本格局,
 

受山体阻隔和河流下切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高强度区基本分布在内环以内的各大中心,
 

外围中心/

组团的强度值相对较低.
 

传统的多中心格局以解放碑为主中心,
 

观音桥、
 

南坪、
 

沙坪坝、
 

杨家坪为副中心,
 

尽管较早就形成了典型的“总体分散、
 

局部集中”格局,
 

但城市发展一直局限在铜锣山与中梁山两山之间的

狭窄地带.
 

之后,
 

城市发展主轴开始向南北拓展,
 

尤其是两江新区这一国家级新区的建设,
 

拉动了城市向

北发展,
 

各个要素在机场路和空港方向集聚.
 

近年来,
 

茶园、
 

西永副中心开始兴起,
 

通过隧道和桥梁突破山

体限制,
 

拉动了城市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同时发展.
 

城市发展呈现出从“两江划分”到“两山划分”,
 

从“山中有

城”到“城中有山”的显著变化.

3.2 多中心体系空间结构内密外疏

研究区整体上呈内密外疏的形态特征.
 

高强度区主要包括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
 

杨家坪、
 

沙坪坝、
 

大

坪、
 

石桥铺,
 

这些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和交通优势.
 

其中,
 

观音桥副中心与周边鸿

恩寺、
 

龙头寺、
 

江北城等地区形成大面积高强度区,
 

杨家坪副中心和大坪、
 

石桥铺中心连成一片,
 

也形成大

面积高强度区.
 

但上述中心均聚集在内环以内方圆6
 

km左右的区域,
 

中间以长江和嘉陵江为隔,
 

空间分布

上过于紧密,
 

各中心之间的连绵和黏合情况已经开始显现,
 

可能出现内在的主动蔓延情况.
 

外围副中心/组

团各要素分布稀疏,
 

北部仅有北碚、
 

空港组团的较高强度区.
 

随着北部新区与两江新区的不断发展,
 

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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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部将会形成连续大面积的高强度发育区域.
 

茶园、
 

西永副中心与传统中心受铜锣山与中梁山阻隔,
 

各

中心/组团之间的交流受阻.
 

外围中心发育相对滞后,
 

公共服务还不完全能支撑起其日常需求,
 

导致中心/

外围往返通勤增加.
 

鉴于外围中心/组团发育与核心区的差距,
 

未来还需要通过规划引导不断提升其要素

集聚能力.

3.3 多中心体系发育不均衡,
 

内高外低

各中心/组团发展不均衡,
 

发育程度内高外低.
 

中心城区的主副中心要素聚集能力强,
 

发展领先,
 

外围

副中心/组团发展较落后.
 

内环外西永、
 

茶园副中心有待进一步培育.
 

两江新区内的礼嘉、
 

悦来、
 

人和等组

团发展较快.
 

目前,
 

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
 

杨家坪、
 

沙坪坝、
 

大坪、
 

石桥铺中心对资源有较强的集聚作用,
 

但未对外围中心产生良好的涓滴效应,
 

形成了较大的发展梯级.
 

各中心/组团业态档次不一,
 

高档购物中

心、
 

百货商场、
 

小商品批发业相混合.
 

比如沙坪坝组团具有高校、
 

医疗资源优势,
 

但以传统百货商店为主,
 

与南坪等新兴中心的差异被拉大;
 

解放碑主中心除了高档购物中心和百货大楼外,
 

还混杂有各类较低档次

的小百货批发市场,
 

拉低了整体档次.
 

江北嘴和化龙桥片区通过大规模的推倒重建,
 

形成新兴的金融中心

和商贸中心,
 

但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
 

其发育程度有待提升.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房价、
 

夜间灯光数据、
 

公交密度、
 

宜出行等4种城市要素分析不同要素的空间布局及多中

心空间特征,
 

识别城市不同中心/组团的发展程度.
 

结果表明:

(1)
 

重庆市城区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
 

除了传统“一主四副”中心,
 

内

环以内的大坪、
 

石桥铺中心也形成高强度区,
 

主中心和次中心分布过于紧密,
 

而外围中心/组团分布则相对

稀疏,
 

整体上呈现内紧外疏的空间特征;
 

反映了山地城市的山水格局和多中心开发特点.
(2)

 

各中心/组团发育程度参差不齐,
 

在经济发展、
 

公交配套、
 

人口聚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解放碑、
 

观音桥、
 

南坪综合发育最为成熟,
 

沙坪坝、
 

杨家坪、
 

大坪、
 

石桥铺发育逐步提升,
 

而外围中心/组团的发展

还有待加强;
 

各中心/组团发展不均衡,
 

总体呈内高外低的分布.
目前,

 

重庆市空间结构仍然为多中心组团式的格局,
 

包括空间格局内密外疏、
 

发育内高外低等特征,
 

这样的特征造就了在城市内环各中心开始出现连绵和黏合,
 

并可能形成一种主动向周边蔓延的情况,
 

而外

围中心/组团发育却依旧较缓.
 

形成以上格局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
 

重庆市总体规划的发展模式.
 

重庆市历次版本的总体规划都是基于多中心发展的方式,
 

但之前重点发展的中心都位于内环以内的五大中

心,
 

政策偏向过大,
 

虽然现在城市扩张正大力向东西方向,
 

以及北部方向发展,
 

但仍存在差距,
 

发展未达到

其要求,
 

历史遗留问题仍旧存在;
 

其次,
 

内环各中心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外围与之差距较大.
 

目前,
 

中心城

区发育成熟,
 

就业岗位较多,
 

居住环境优良等,
 

而外围人口、
 

产业的吸引力较低,
 

基础设施建设较差,
 

人们

也更倾向在中心周边生活工作,
 

从而导致内外差距逐渐增大,
 

内环各中心范围也逐渐扩大,
 

出现连绵黏合

情况;
 

再次,
 

重庆独特的山水格局.
 

“四山两江”的山水格局造就了重庆各中心大多分布在两山之间的狭窄

地带,
 

外围中心/组团与中心城区被山地隔开,
 

分布相对分散,
 

且距离较远,
 

两者之间联系受阻,
 

内外中心/

组团发育进一步被拉大;
 

最后,
 

交通成本.
 

目前外围中心/组团交通设施配套不足,
 

内外通勤成本过高,
 

从

而阻碍了城市向外发展的态势.
针对以上原因重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加大对外围中心/组团政策偏向,
 

在市场自行发展的同

时,
 

政府也必须积极引导规划,
 

加快培育外围中心/组团,
 

增加就业岗位,
 

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
 

才

能对人口、
 

产业等要素增加吸引力.
 

第二,
 

改善向外辐射的交通条件,
 

加快外围中心/组团公交建设及轨道

交通建设,
 

分散交通量,
 

减少出行时间和通勤成本.
 

第三,
 

明确各中心功能定位,
 

培育主中心综合功能,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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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辐射范围,
 

保障副中心主导功能,
 

突出特色,
 

提升组团配套服务功能,
 

分担城市日常生活压力,
 

加强各

中心/组团之间功能联系.
本研究对山地城市重庆多中心空间结构进行研究,

 

可为国内同类山地城市研究提供参考.
 

但仅从城市

形态学角度分析了多中心形态,
 

在今后的研究中,
 

还需要从功能联系、
 

能量互流、
 

区域协同等角度进行更

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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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many
 

citie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mono-centered
 

model
 

to
 

the
 

multi-centered
 

model.
 

Affected
 

by
 

landscape
 

pattern
 

and
 

planning
 

factors,
  

most
 

mountainous
 

cities
 

adopt
 

the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model.
 

However,
  

the
 

polycentric
 

structure
 

of
 

mountainous
 

cities
 

is
 

inadequately
 

concerned
 

by
 

the
 

mainstream
 

researc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tial
 

elements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pa-

per
 

takes
 

a
 

typical
 

mountainous
 

city,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olycentric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lements,
  

and
 

focuses
 

on
 

identifying
 

the
 

degree
 

of
 

develop-

ment
 

of
 

each
 

center/group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housing
 

price,
  

nighttime
 

light
 

intensity,
  

bus
 

station
 

density
 

and
 

“Easy
 

go
 

density
 

of
 

Tenc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dopt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with
 

multiple
 

urban
 

subcenters
 

and
 

cluster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enter/group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patially,
  

the
 

distribu-

tion
 

of
 

different
 

urban
 

elements
 

is
 

“internal
 

dense
 

and
 

external
 

sparse”,
  

with
 

the
 

unique
 

urba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cities.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enters/groups
 

is
 

imbal-

anced,
  

being
 

“internal
 

high
 

and
 

external
 

low”.
 

The
 

centers
 

within
 

the
 

inner
 

ring
 

road
 

are
 

relatively
 

mature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peripheral
 

centers/group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polycentric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ur-

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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