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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空间 是 人 类 活 动 与 生 活 的 载 体,
 

营 造 有 活 力 的 城 市 空 间 是 实 现 城 市 生 活 质 量 的 基 本 要 求.
 

运 用

Citespace软件对2000-2019年有关城市空间活力研究的中英文文献的研究趋势、
 

热点及内容等进行对比分析.
 

研

究表明:
 

①
 

中英文文献中有关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都仍处于一个新兴的发展阶段,
 

2013年至今为该领域发展繁的

荣期.
 

②
 

中文文献研究视角与方法趋于多元化,
 

但相较于英文文献,
 

在邻里活力、
 

社区活力以及人类生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
 

③
 

在研究内容上,
 

中文文献研究主要关注:
 

城市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
 

城市空间活力评价与

测度、
 

基于使用者的城市空间活力营造及品质提升;
 

英文文献研究主要关注:
 

城市形态与不同城市空间活力的关

系、
 

景观空间与城市空间活力的关系、
 

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比中英文文献的研究,
 

在研究广度、
 

深度和方法上具有

一定差异,
 

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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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园城市思想,
 

城市建设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
 

城市空间更注重在生态与人文等方面的

活力激发,
 

促进市民多元化的公共生活.
 

“活力”的本意是在生物学中指能维持生存及发展的能力[1].
 

对活

力的研究最早源于城市规划学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
 

Novy
 

J等提出城市空间活力源于人类活动与城市

生活[2].
 

Lynch
 

K认为城市活力主要由3部分组成:
 

城市形态、
 

城市功能与城市社会[3].
活力作为城市空间品质的重要体现,

 

学者们对其宏观意义及微观表现等方面开展研究.
 

近20年,
 

城市

活力理论在国内外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和地理科学等领域中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且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
 

同时,
 

随着大数据等各类开放数据逐渐被运用到风景园林及城市研究中,
 

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呈现新的发

展特点.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
 

了解其研究进程、
 

热点及发展方向,
 

为未来城市

空间的规划设计、
 

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数据与概况

1.1 研究方法

运用Citespace
 

5.0软件对检索文献进行量化及可视化分析.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用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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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视化的工具,
 

主要功能如下:
 

①
 

Citespace软件可基于复杂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并将分析结果具象化

为可视的知识图谱;
 

②
 

利用Citespace的共现及聚类功能可以更全面地归纳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结合图谱

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分析可探究其研究内容.

1.2 数据来源

中文文献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
 

时间跨度为2000-2019.
 

以“城市活力”
 

“景观活力”及“空间

活力”为主题进行检索收集文献,
 

并利用收集文献中的类似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
 

去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
 

最终得到中文数据471条.
 

英文文献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SCI核心合集文献数

据,
 

检索式为TS=(urban
 

plan*OR
 

city
 

plan*
 

OR
 

Landscape*)AND
 

TS=
 

vitality,
 

时间跨度为2000-

2019.
 

去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
 

最终得到英文文献数据411条.

1.3 数据概况

通过对文献初步分析处理,
 

中英文文献发文量见图1.
 

①
 

中文文献发文量可分为3个阶段:
 

2000-

2006年,
 

有关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刚刚起步,
 

处于缓慢发展阶段;
 

2006-2013年研究热度逐渐上升,
 

进入

逐渐上升阶段;
 

随着我国进入“十二五”阶段,
 

城市规划步入价值提升期,
 

2013年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并持续

增长至今,
 

有关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
 

当前城市空间活力仍是十分重要的命题.
 

英文文献发文趋势与中文

文献基本一致,
 

这表明城市空间活力研究在国际研究环境中也仍是一个新兴的课题,
 

研究热度有继续上升

的趋势.
 

②
 

据检索文献统计,
 

中文文献发文量居多的单位主要有重庆大学、
 

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
 

清华大

学等(图2);
 

英文文献中发文量最多的为美国,
 

其次为中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

图1 2000-2019年国内外发文量 图2 国内发文量前10的机构

2 研究热点与发展阶段

2.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可揭示文献的研究内容.
 

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路径计算法,
 

按照每年1个切片分析关键词频

次,
 

得到图3和图4的中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中节点大小与频次成正比,
 

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为该

领域研究关注的重点.
 

中文文献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城市活力、
 

活力、
 

空间活力、
 

公共空间、
 

街道活力和

活力营造等,
 

英文文献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包括city/城市、
 

vitality/活力、
 

China/中国、
 

growth/发展、
 

health/健康、
 

impact/影响等.

2.2 研究发展阶段分析

从Citespace中导出中英文文献研究的前25个高频关键词,
 

通过对其出现年份及频次分析,
 

将中文文

献发展分为3个阶段:
 

①
 

2000-2006年:
 

中文文献中对城市空间活力概念、
 

内涵等还处于认识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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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较少.
 

②
 

2006-2013年:
 

该领域研究热度逐渐上升,
 

对“城市活力”和“空间活力”等概念内涵有了较

清晰的定义.
 

但研究主题和方法较单一,
 

以定性研究和规划设计实践为主.
 

③
 

2013年至今:
 

为该领域研究

的繁荣期,
 

该时间段产生较多文献.
 

研究方向由原来单一的街道活力研究转向“滨水空间”
 

“景观活力”和

“微空间”等综合研究.
 

且伴随着新技术工具发展,
 

“大数据”及“空间句法”等定量研究方法逐渐运用到活力

评价的研究中,
 

城市空间活力研究视角与方法趋向多元化.
英文文献发展也分为3个阶段(表1):

 

①
 

2000-2006年:
 

发文量较少,
 

已有的文献较关注宏观上的城

市的“活力”及“发展”问题.
 

②
 

2006-2013年:
 

发文量逐渐增多,
 

随着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
 

学者们开始关

注公众“健康”与城市空间“品质”等研究,
 

探究建成环境对空间活力的影响.
 

③
 

2013年至今:
 

涌现了大量文

献,
 

且研究内容较丰富.
 

研究的视角转向“社区”
 

“邻里”和“绿地”等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活力研究,
 

并探究

“体力活动”
 

“土地利用”和“管理”等多方面与活力的关系.

图3 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4 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1 中英文文献城市空间活力研究发展阶段对比

发展阶段 时间段 中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时间段 英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缓慢发展阶段 2000-2006
活力、

 

城市活力、
 

风景园林、
 

街道、
 

空间、
 

环境行为学.
 2000-2006

city/城 市、
 

vitality/活 力、
 

growth/发

展、
 

air
 

pollution/空气污染

逐渐上升阶段 2006-2013
空间活力、

 

公共空间、
 

活力营造、
 

城市设计、
 

街道空间、
 

规划设计.
 2006-2013

China/中 国、
 

health/健 康、
 

impact/影

响、
 

space/空 间、
 

built
 

environment/建

成环境、
 

sustainability/可持续、
 

urban/

城市、
 

quality/品质、
 

stress/压力

快速增长阶段 2013至今

街道活力、
 

空间句法、
 

严寒城市、
 

活力评价、
 

景观活力、
 

大数据、
 

城

市街道、
 

营造、
 

公共空间活力、
 

滨

水空间、
 

影响因素、
 

评价体系、
 

评

价模型.

2013至今

environment/环境、
 

physical
 

activity/体

力 活 动、
 

urban
 

vitality/城 市 活 力、
 

neighborhood/邻里、
 

public
 

space/公共

空间、
 

land
 

use/土地利用、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
 

street/街道、
 

green
 

space/绿

地、
 

community/社 区、
 

benefit/利 益、
 

management/管理

3 城市空间活力研究现状分析

3.1 中文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Citespace
 

的聚类功能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
 

聚类面积及交集代表聚类规模与关系,
 

节点表

941第3期    聂晓嘉,
 

等:
 

城市空间活力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中英文文献的比较分析



图5 中文文献研究内容聚类图

示聚类成员,
 

节点大小与出现频次成正比,
 

连

线表明两者存在共现或共引关系.
 

由图5可知

中文文献研究围绕关键节点形成空间活力、
 

开

放空间和城市空间活力等9大聚类,
 

代表该领

域最具代表性的9个研究方向.
 

通过对这9个

聚类进行分析,
 

并结合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转向

与具体文献,
 

定性总结得出其城市空间活力的

三大主要研究内容,
 

即城市空间活力的影响因

素、
 

城市空间活力评价与测度、
 

基于使用者的

城市空间活力营造及品质提升.

3.1.1 城市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

早期关于活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仅关注城市

活力的宏观影响,
 

主要致力于城市形态、
 

城市管理公共政策等因素与城市空间活力的关系.
 

接着有学者梳

理活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分为社会、
 

文化、
 

经济和感官多方面.
 

其中感官活力与公共空间环境的构成

相关,
 

影响人们的活动及感受[4].
 

因此更多学者一方面开始针对客观物质空间特性进行研究.
 

如:
 

徐磊青

等[5]提出公共空间的围合性、
 

面积和密度等都是影响活力的重要因素;
 

裴昱等[6]研究发现城市空间活力与

街道界面连续性、
 

功能密度呈正相关关系,
 

而街道形态丰富度却对空间活力有消极作用.
 

另一方面,
 

学者

们的研究同时也关注空间使用者的感受,
 

从人的活动等判断人们在空间中的感受.
 

如:
 

陈虹[7]发现同一个

公园内部不同类型园林空间,
 

使用者的数量、
 

频率及空间活动也会有差别,
 

从而表现为各个类型园林空间

的活力差异;
 

刘瑞雪等[8]从公众行为活动及环境因素两方面对植物景观空间活力进行研究,
 

发现绿视率、
 

郁闭度、
 

季相变化等因素会影响人群密度及活动多样性.
 

近年来,
 

随着研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
 

大多数

学者都关注两个维度上的活力影响因素,
 

一个是活力表征维度,
 

即通过人群活动性质、
 

活动分布等研究活

力的表现特征[9];
 

另一个是活力构成维度,
 

即通过对空间环境、
 

社会、
 

文化和经济等内在因素进行研究[10].
 

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
 

整体上会转向多个维度活力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
 

此外,
 

对空间活力在时间特性、
 

空间特性和地域特性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3.1.2 城市空间活力评价与测度

与城市空间活力影响因素研究相对应的,
 

城市空间活力的评价体系则是基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

的.
 

汪海等[4]构建的是第一个较完善的城市空间活力评价体系,
 

基于社会、
 

经济、
 

文化和感官4个方面构

筑了活力评价模型;
 

刘黎等[11]把模糊物元理论与熵值理论相结合,
 

建立城市活力评价模糊物元模型,
 

并围

绕经济、
 

文化、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选取活力评价指标.
 

传统的城市空间活力评价大多数运用调查问卷、
 

动

线观察等实地调查法,
 

结合层次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
 

语义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

法来构建评价体系.
 

大数据等各类开放数据逐渐被运用到风景园林及城市研究中,
 

其具备的速度快、
 

数量

多等特征可更精准地对城市空间活力进行测度.
 

大数据的运用目前主要针对城市街道空间、
 

滨水空间等城

市公共空间的范畴,
 

主要类型包括网络媒体数据、
 

社交网络数据、
 

移动定位数据、
 

GPS和地图影像数据等

(表2).
 

叶宇等[12]运用空间句法、
 

空间矩阵等多种分析工具来量化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与空间活力的关

系,
 

其中运用手持GPS来测度人群活动强度,
 

王维礼等[13]运用POI(兴趣点)大数据对地铁站周边商业空

间活力进行研究,
 

并构建空间活力与地铁站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日后的活力评价更应把传统的调研方法与

先进的技术手段相结合,
 

地理大数据、
 

GPS和空间句法等技术手段仍具有很大应用空间.
 

此外,
 

建立的评

价体系应对不同城市空间类型更有针对性,
 

并体现当地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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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空间活力测度大数据类型

大数据类型 小     类 应用领域

网络媒体数据 网络评论数据、
 

网络照片数据、
 

搜索引擎数据 游人评价、
 

游憩满意度等

社交网络数据 微信数据、
 

微博签到数据
人群活动的密集度、

 

强度、
 

空间位

置分布等

移动定位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地铁公交卡刷卡数据、
 

百度热力图数据、
 

腾讯宜出行数据、
 

腾讯位置数据

人群集聚时空分布、
 

活力特征分析

等

GPS和地图影像数据
高德指数数据、

 

百度POI数据、
 

GPS定位跟踪器、
 

夜光影

像数据、
 

遥感影像数据、
 

数字地图数据、
 

三维模型数据

场地环境、
 

位置、
 

时间分布、
 

人群

分布等

3.1.3 城市空间活力营造及品质提升

活力的来源与人和场所有关,
 

因此对城市空间活力的营造及品质提升的研究也围绕着人和场所展开.
 

随着城市化进展,
 

原有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改变,
 

传统的城市区域出现许多“失活空间”,
 

部分学者对传统

城市空间活力复苏进行研究.
 

从保护与重新规划沿街传统建筑、
 

整合与增加公共空间、
 

完善文化设施等方

面可使城市空间活力再生[14].
 

此外,
 

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随着城市现代化而减少,
 

需要营造以人为核心的

多样化功能的社区型城市空间,
 

因此基于人群使用特征的空间活力提升也是研究的重点.
 

崔岚[15]提出通过

充满趣味的步行系统的建立、
 

创造丰富小尺度空间、
 

增加城市节点等措施来重构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及活

力;
 

罗奇等[16]从人的行为学角度提出安全性与可达性、
 

共享与功能混合、
 

特色与趣味三方面的城市空间活

力提升策略.
 

近年来,
 

随着步行空间成为人们进行体力活动的场所,
 

融入健康理念来规划城市空间变得尤

为重要.
 

安全性、
 

平等性、
 

舒适性、
 

易达性、
 

归属性和愉悦性是满足人们健康步行需求的基本因素,
 

通过打

造连续性交通网络、
 

融入地域文化特色、
 

提供健康步行设施来可提升城市步行空间品质[17].
 

健康的生活是

人们的共同追求,
 

当前森林康养空间、
 

步行友好环境等新的空间形式正积极引领着人们的健康生活行为,
 

营造健康、
 

宜居、
 

生态、
 

安全和弹性的城市公共空间,
 

才能营造城市空间活力.
 

因此可以预见在研究中结合

医学、
 

生物学等学科,
 

进一步探寻城市空间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联,
 

是日后研究的关键所在.

图6 英文文献研究内容聚类图

3.2 英文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对10个聚类研究内容整合(图6和表3)

分析可知,
 

英文文献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①
 

城市

形态与城市空间活力的关系是其长期探讨的问题.
 

城市形态与社区邻里活力、
 

街道活力等城市空间

都密切相关,
 

土地利用结构、
 

密度、
 

街区大小、
 

可

达性等因素的差异都会影响城市空间活力[18],
 

其

中社区区域的活力及邻里活力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②
 

随着活力理论在风景园林领域中运用,
 

景观空

间与城市空间活力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
 

行道

树、
 

城市森林等景观空间有利于缓解城市空气污

染,
 

并对人类生心理健康有积极效益,
 

他们通过影

响人们的活动从而影响城市空间活力[19-20].
 

从人的健康角度来研究城市空间是当前及未来的主要内容,
 

其

中针对儿童、
 

老年人、
 

城市移民等群体的研究也将是热点.
 

③
 

城市居民具有活力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城市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基础,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
 

城市人口的

减少会影响城市的经济与社会活力[21],
 

文化活动通过影响当地社区的发展也会影响城市空间活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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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绿色基础设施、
 

生态空间能够有效减轻空气污染,
 

调节区域小气候,
 

城市景观空间的规划是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因此,
 

增加城市文化多样性、
 

完善社区治理等多方面的措施才能更好地营造城市空间活力,
 

从而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表3 英文文献研究内容聚类信息

聚类名称 大小 同质性 平均年份 代 表 性 研 究

0
 

Neighborhood/邻里 19 0.719 2015
邻里空间是邻里间进行交流的场所,

 

空间和建筑的功能多

样性会影响邻里活动模式和邻里活力[23].

1
 

Policy/政策 15 0.934 2017
完善社区治理,

 

在法治基础上梳理社区与社会的关系,
 

从

而激发社会活力[24].

2
 

Health/健康 13 0.918 2015
环境和活动都会影响幸福感,

 

森林环境较于城市环境更能

带给人活力和恢复力[19].

3
 

Urban
 

vitality/城市活力 12 0.903 2016
以设计为导向的城市形态特征对步行影响最大,

 

步行和体

力活动等与居民区的建成环境密切相关[28].

4
 

Cultural
 

diversity/

 文化的多样性
12 0.787 2015

文化活力有助于当地社区的发展,
 

文化多样性通过文化设

施、
 

创意企业以及艺术家的创造来表达[22].

5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经济开发区
11 0.802 2016

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一种消费设施,
 

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可

吸引人的聚集和互动,
 

从而促进创新并创造价值[25].

6
 

Accessibility/可达性 11 0.953 2018

一个彻底的循环系统和方便的可达性并不总是促进邻里

之间的活力.
 

当选择了封闭的社区,
 

且周边设施分布较远

时,
 

这些因素就会失效[26].

7
 

Air
 

pollution/空气污染 11 0.714 2010
在欧洲城市,

 

气候是影响公共生活效率和活动类型的重要

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生活质量[27].

8
 

Globalization/全球化 10 0.936 2013

全球城市化速度加快,
 

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需要更多

绿色空间,
 

城市行道树可以缓解城市居民压力和促进健

康[20].

9
 

China/中国 10 0.974 2016

中国近年的城市转型引发了对前几十年低质量城市扩张

的批判性反思,
 

街区等带状空间在城市活力营造中有着重

要的积极作用[28].

4 讨 论

4.1 发文量与发文机构

中英文文献发文量及发文趋势基本一致,
 

且近5年是研究发展的高潮期,
 

并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这

表明城市空间活力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
 

但中文高质量文献相对于英文较少.
 

在发文机构上,
 

中文文

献以各大高校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院发文为主,
 

英文文献发文量以美国为首,
 

中国位居第二.

4.2 研究热点与发展阶段

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统计功能对中英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
 

中文文献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包括城市活力、
 

活力、
 

空间活力、
 

公共空间、
 

街道活力和活力营造等,
 

英文文献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包括cit-

y/城市、
 

vitality/活力、
 

China/中国、
 

gromth/发展、
 

health/健康、
 

impact/影响等.
 

通过分析高频关键词及

具体文献,
 

中文文献研究热点可概括为活力影响因素、
 

活力评价与测度和活力营造3个方面,
 

英文文献研

究热点可概括为城市形态与活力的关系、
 

景观空间与活力的关系、
 

城市可持续发展3个方面.
 

通过分析关

键词出现的时间,
 

可将城市空间活力研究分为3个阶段.
 

英文文献研究发展起步较早,
 

中文文献经过了

2006年之前的概念与内涵的摸索后研究热度逐渐上升,
 

研究热点开始集中于城市活力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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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研究视角与方法趋于多元化,
 

研究热点转向城市公共空间、
 

传统空间、
 

景观空间等不同类型的活力

研究,
 

且利用大数据、
 

空间句法等新技术进行城市空间活力研究是在方法上的创新与进步.
 

但与英文文献

研究相比,
 

中文文献研究热点暂时集中于物质空间的更新提升阶段,
 

在社会、
 

文化、
 

犯罪、
 

艺术和人类健康

的关注较为不足,
 

这些都可能成为日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4.3 研究内容

在研究广度上,
 

英文文献涉及城市环境、
 

地理科学、
 

城市景观和其他领域,
 

形成多样的学术研究体系,
 

研究内容从多维度思考城市空间活力的来源,
 

将城市空间规划融入城市建设、
 

生态规划和人类健康等统筹

考虑,
 

为探讨城市空间活力的营造提供了多元视角.
 

中文文献研究范围集中于城市空间本体,
 

侧重于探究

内部的活力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且研究对象和范畴较为局限.
 

应突破单一维度空间的思考,
 

关注更多维

度的空间活力影响因素及城市空间功能体系的完善研究.
在研究深度上,

 

中英文文献研究都体现出对使用者与空间本体的关注,
 

对于活力的构成与影响因素以

及人群的需求等都有进行一定的研究,
 

英文文献内容更紧密围绕空间的使用功能与空间活力的关系,
 

同时

也关注有活力的空间带给使用者的生心理效益.
 

但中文文献内容对空间场所或活动人群的单一研究较多,
 

较侧重于关注使用者在空间中的感受和体验,
 

以及他们对环境的偏好,
 

而对于空间、
 

人、
 

活力等各要素之

间的关系研究较为不足,
 

未能挖掘其内部更深层次的联系.
 

其次,
 

在活力营造及空间提升策略上的研究还

有待提升,
 

应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基础上,
 

将城市空间设计融入城市规划与发展中.
在研究方法上,

 

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
 

包括传统的调查问卷、
 

动线观察等

实地调查法,
 

以及层次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等综合评价方法,
 

以及近年来大数据和空间句

法等新技术都逐渐运用到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中,
 

其中地理大数据、
 

GPS和空间句法在空间活力的研究中

仍有较大应用空间.
 

英文文献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
 

中文文献研究注重以人为本

的研究方法应用,
 

但部分研究还未形成较好的方法体系,
 

个别以定性研究为主的文章存在缺乏客观数据支

撑的问题,
 

个别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文章也缺少充分的理论依据.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软件对2000-2019年有关城市空间活力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研究,
 

以便

定量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研究热点及研究内容,
 

并对比分析中英文文献研究的差异,
 

为城市空间活

力研究及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应借鉴国际研究成果,
 

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活力的理论研究.

1)
 

推进围绕人类生心理健康的城市空间活力研究.
 

城市空间功能体系的完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需

要更紧密围绕空间对人的生心理效益研究,
 

统筹考虑空间的生态性与功能的多样性,
 

从人类、
 

生物和环境

等多角度来优化城市空间品质.

2)
 

重视城市建设与空间建设的协调性.
 

城市的空间规划及城市格局会影响城市整体活力,
 

需要从宏观

上加强城市空间布局,
 

合理规划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布局,
 

提升城市景观健康,
 

加强城市可持续发展.

3)
 

加强多学科理论融合及研究方法创新.
 

公园城市思想下,
 

城市建设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
 

城市空间更注重在生态与人文等方面的活力激发,
 

因此城市空间活力的研究需要城市规划学、
 

风景园林

学、
 

环境科学、
 

生物学、
 

社会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
 

结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势,
 

创新

研究方法,
 

从而揭示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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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pace
 

is
 

the
 

carrier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life,
 

and
 

creating
 

a
 

dynamic
 

urban
 

spac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realize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trends,
 

hot
 

spots
 

and
 

content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urban
 

spatial
 

vitality
 

from
 

200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tudies
 

on
 

urban
 

spatial
 

vitality
 

are
 

still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2013
 

has
 

been
 

a
 

prosperous
 

period
 

in
 

this
 

field.
 

②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but
 

compared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the
 

re-

search
 

on
 

neighborhood
 

vitality,
 

community
 

vitality
 

and
 

human
 

health
 

needs
 

to
 

be
 

deepened.
 

③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spatial
 

vitality,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urban
 

spatial
 

vitality,
 

user-based
 

urban
 

space
 

vitality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English
 

literatur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morphology
 

and
 

different
 

urban
 

spatial
 

vit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space
 

and
 

urban
 

spatial
 

vitality,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

tur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depth
 

and
 

method
 

of
 

research.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by
 

referr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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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活力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中英文文献的比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