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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春市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
 

识别长春市中心城区功能,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对城市空间的 优 化 与 协 调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以 兴 趣 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 据 及 开 放 街 道 地 图(Open
 

Street
 

Map,
 

OSM)数据为基础,
 

结合核密度分析、
 

实地调查验证等方法,
 

识别长春市中心城区城市功能类型。
 

结果表

明:
 

单一功能区中,
 

商业功能区数量最多,
 

居住功能区最少;
 

主导—混合功能区中的商业主导功能区及交通主导

功能区形成对商业聚集区与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
 

细分—混合功能区特征显示功能混合程度从市中心向周

边逐渐加大。
 

经验证,
 

城市功能识别结果符合长春市实际,
 

由此提出对策建议:
 

未来长春市中心城区应注重多中

心发展格局,
 

并加强绿地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关 键 词:城市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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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验证;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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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chun
 

City
 

is
 

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ilot
 

city
 

for
 

new
 

urbanization.
 

Identifying
 

the
 

func-

tions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angchun
 

and
 

propos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ur-

rent
 

problem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urban
 

spac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oint
 

of
 

Interest
 

(POI)
 

data
 

and
 

Open
 

Street
 

Map
 

(OSM)
 

data,
 

combined
 

with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to
 

identify
 

the
 

types
 

of
 

urban
 

function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angchun,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xisting
 

probl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
 

single
 

function
 

zone,
 

the
 

number
 

of
 

commercial
 

functional
 

areas
 

is
 

the
 

largest,
 

while
 

the
 

number
 

of
 

residential
 

functional
 

areas
 

is
 

the
 

least.
 

The
 

commercial
 

and
 

transportation
 

dominant
 

areas
 

in
 

dominant-mixed
 

functional
 

zones
 

form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commercial
 

clusters
 

and
 

rail
 

transit
 

systems.
 

The
 

feature
 

display
 

of
 

subdivision-mixed
 

functional
 

zones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func-

tional
 

mixing
 

gradually
 

increases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re-

sults
 

of
 

urban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a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angchun
 

City.
 

In
 

the
 

future,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angchun
 

should
 

focus
 

on
 

a
 

multi-center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spac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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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建设及发展工作,
 

国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
 

长

春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
 

《长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下文简称规划)提出

了实现长春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新形势下,
 

长春依然存在城市承载能力较低、
 

公共服务能力较差、
 

城市

绿地空间不足的问题。

城市功能区的测度与识别对于调控城市功能、
 

调整城市发展方向尤为重要[1]。
 

学术界对于城市功能测

度[2]、
 

评估[3]与识别[4]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郑洪晗等[5]结合NPP/VIIRS影像提取城市

建成区边界,
 

宁鹏飞等[6]利用微博位置签到数据完成深圳市城市热点功能分区识别。
 

此外,
 

空间功能信息

熵指数[7]、
 

核密度分析[8]、
 

热岛分析[9]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也丰富了城市功能区测度及识别方面的研究。
 

然而,
 

当前识别城市功能区方法多以卫星影像识别和专家实地调研为主,
 

前者存在数据获取成本较高且时

效性受限的问题,
 

而后者则主观性较强、
 

实际操作困难,
 

由此导致城市功能识别有失精准,
 

使得研究成果

仍存在不足。

随着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越发

受到学界重视,
 

POI数据具有信息丰富、
 

精确度高、
 

获取渠道多样等特点[10]。
 

近年来,
 

POI数据与夜间灯

光技术[11]、
 

手机定位数据[12]、
 

GPS数据[13]等大数据结合,
 

被广泛用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识别、
 

城市中

心区域判别、
 

人口活动规律分析等研究中[14]。
 

邹诚等[15]融合POI和景点数据,
 

结合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
 

OSM)路网数据提出自驾游路线选择方案。
 

Jiang等[16]结合社交网络用户对工作地点的选择,
 

估计土地使用情况。
 

应用POI数据进行城市功能的识别研究也越发受到关注[17]。
 

然而,
 

当前研究中分析

POI数据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确定城市功能类型的研究较为少见,
 

此外,
 

以往研究缺少城市功能统一

判定标准,
 

城市功能识别及划分依据尚不清晰。
 

基于此,
 

本研究结合长春市中心城区实际情况及研究区

POI数据分布特征,
 

重新制定六大功能分区及适配于长春市中心城区功能的识别判定标准。
 

通过识别城市

功能区可以准确把握城市功能定位,
 

分析城市功能错配和城市功能欠完善等问题,
 

可为实现城市功能优化

配置,
 

及时调整和把握城市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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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春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地处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带,
 

辖区面积24
 

744
 

km2,
 

是吉林省的政

治、
 

经济、
 

文化中心,
 

辖南关区、
 

朝阳区、
 

宽城区、
 

二道区、
 

绿园区、
 

双阳区、
 

九台区7个区及农安县,
 

代管公主岭市、
 

榆树市、
 

德惠市3个县级市。
 

长春市中心城区(图1)主要包括朝阳区(含高新区)、
 

绿园

区(含汽开区)、
 

宽城区(含高新北区、
 

经开北区)、
 

南关区(含净月区)、
 

二道区(含经开区)的城市建成区,
 

由于双阳区、
 

九台区、
 

公主岭市、
 

榆树市、
 

德惠市、
 

农安县离中心城区较远,
 

属于中心城区外围,
 

因此未

纳入研究范围。
 

中心城区是行政办公、
 

工业、
 

商业等城市功能的核心承载区,
 

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
 

长

春市中心城区的功能发展日益多元化,
 

城市内区域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在中心城区的5个区域

中,
 

作为城市强核心区域的朝阳区、
 

南关区发展程度最高、
 

交通系统最完善,
 

但是存在人口密度过大、
 

交通拥堵等问题。
 

而中心城区外围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北湖科技开发区等区域又存在配套设施不够完

善、
 

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程度较低等问题。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下同。

图1 研究区位置图

1.2 数据来源

1.2.1 POI数据

通过高德地图获取到长春市中心城区POI数据共计138
 

736条,
 

每条POI数据包含名称、
 

类别、
 

经纬

度等属性信息。
 

原始POI数据包括商务住宅、
 

公司企业、
 

金融机构、
 

餐饮美食、
 

购物消费、
 

酒店住宿、
 

汽车

相关、
 

生活服务、
 

科教文化、
 

医疗保健、
 

旅游景点、
 

娱乐场所、
 

运动场地、
 

交通设施共14大类数据,
 

每个大

类下面又分若干的中类和小类(图2)。
 

根据研究需要,
 

删除不能明确表示城市功能特征的数据(如交叉口、
 

公共厕所等),
 

完成对数据的整理和重新分类。
 

综合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现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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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18],
 

结合长春市实际,
 

根据POI数据,
 

划分居住类、
 

商业类、
 

交通类、
 

办公类、
 

公共服务类、
 

休闲娱乐类等6个一级分类。

图2 POI重分类细则

1.2.2 OSM数据

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
 

OSM)是一种开放式的地理数据,
 

可从官网免费下载和使用[19],
 

并

且通过各种工具和软件进行编辑、
 

可视化和分析。
 

OSM 所提供的数据种类广泛,
 

包括道路、
 

建筑、
 

水系、
 

公共设施、
 

地形等。

2 研究方法

2.1 利用OSM 划分地块单元

以长春市OSM数据为基础,
 

结合实地调查,
 

利用中心城区的矢量边界数据对OSM
 

路网数据进行裁

剪,
 

以获取中心城区的路网信息。
 

首先,
 

根据预设的标准筛选出中心城区OSM
 

路网中的高速公路、
 

主干

道、
 

一级道路、
 

二级道路、
 

三级道路等路段,
 

并对路网进行拓扑处理,
 

包括路段的延长和独立道路的删除

等。
 

其次,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和研究区实际情况,
 

将道路划分为不同等级,
 

其中高速公路、
 

主干

道是第一等级;
 

一级道路、
 

二级道路是第二等级;
 

三级道路是第三等级,
 

并分别生成40、
 

20、
 

10
 

m的缓冲

区[20],
 

以构建道路空间。
 

最后,
 

将道路空间从研究区内移除或剔除部分区域(被复杂的公路、
 

桥梁等切割的

细碎地块等),
 

最终得到研究区地块单元共计583个。

2.2 空间聚集特征识别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分析识别POI数据的空间聚集特征[21],
 

核密度方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f(s)=∑
n

i=1

1
h2k

s-ci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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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s)为s处点位的核密度计算函数;
 

h 为搜索范围(m);
 

n 为与位置s的距离小于或等于h 的点的数

量(个);
 

k为空间权重函数。

根据已有研究[22],
 

空间权重函数选择对点密度计算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对搜索范围,
 

即距离衰减阈值

的选择影响较大,
 

不同阈值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核密度分析中,
 

不同搜索半径会直接影响到分析

结果[23]。
 

比较以500~1
 

000
 

m为搜索半径的结果后,
 

搜索半径为750
 

m的分析结果更加明显直观,
 

故采用

750
 

m为6个一级分类的核密度分析的搜索半径,
 

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核密度值,
 

共划分为5类:
 

较低、
 

低、
 

中、
 

高、
 

较高,
 

其中核密度值分类为较高的作为密度高值区,
 

即功能中心的候选区域。

2.3 城市功能区识别

利用OSM路网划分的研究区地块共计583个,
 

将重新分类的POI数据与研究地块连接标识,
 

获得每

个研究地块上6类不同功能POI个数和占该地块POI总数量的百分比,
 

单一及混合功能区识别方法为:
 

单

元地块中某类功能POI个数占该地块POI总数50%以上,
 

则此地块为该功能区;
 

单元地块中各类功能

POI个数均占该地块POI总数50%以下,
 

判定此地块为混合功能区,
 

后续进行下一步识别[24];
 

主导—混合

功能区识别方法为:
 

一个混合功能区地块的主导功能为该地块POI个数占比最高的功能;
 

细分—混合功能

区识别方法为:
 

混合功能区中,
 

若一地块仅有一类功能的POI个数占该地块POI总数的25%以上,
 

判定地

块为该类功能为主的功能区;
 

若一地块有两类功能的POI个数占该地块POI总数的25%以上,
 

判定地块

为这两类功能混合功能区;
 

若一地块有两类以上功能的POI个数占该地块POI总数的25%以上,
 

判定地

块为综合功能区;
 

如该地块无POI,
 

该地块数据缺失,
 

判定为无数据地块。

POI数据仅包含点状信息,
 

缺少面状信息,
 

导致利用POI数据识别功能区类别时易出现偏差,
 

例如位

于南关区某小区内的一个便利店作为一个商业类POI数据体现,
 

而远洋戛纳小镇小区总户数为5
 

583户,
 

在POI识别时只作为一个居住类POI数据体现,
 

为了平衡各类功能区的识别,
 

本研究结合核密度分析完成

空间聚集特征分析并进行功能区识别。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春市中心城区六大功能区空间集聚特征

长春市中心城区六大空间分布核密度如图3所示,
 

作为长春市中心城区中轴线的人民广场是目前长春

功能最齐全的多功能中心,
 

区域内居住功能区、
 

商业功能区、
 

交通功能区、
 

办公功能区、
 

公共服务功能区、
 

休闲娱乐功能区核密度值均较高,
 

尤其以商业和办公区最高。
 

另外,
 

城市功能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还有朝

阳区红旗街、
 

朝阳区桂林路、
 

朝阳区硅谷大街,
 

其中红旗街和桂林路与人民广场距离小于5
 

km,
 

距离较近

且关系密切,
 

所以受到人民大街的辐射和影响较大。
 

硅谷大街距离人民大街较远,
 

但是因为高新技术产业

带动办公区域集中,
 

交通线分布密度大,
 

也成为了一个城市多功能中心。

图3a显示,
 

从居住空间核密度来看,
 

核密度均值最高、
 

面积最大的居住中心为建设街—红旗街地区,
 

其次分别是南湖广场、
 

大经路、
 

临河街地区。
 

居住形态是多中心的,
 

形成了明确的居住空间聚集区。
 

长春市

商业空间布局形态已呈多中心布局(图3b),
 

火车站—大马路—重庆路一带最具规模优势,
 

红旗街、
 

桂林路

两处规模较大,
 

其他商业空间聚集区面积较小。
 

鉴于POI数据中交通空间表达的缺陷,
 

如无法呈现出轨道

交通和空中交通这类动态交通空间,
 

研究中交通空间表达主要是静态交通空间,
 

从数据属性可知,
 

包含了

地铁站、
 

公交站、
 

停车场、
 

火车站等类型,
 

交通空间高密度大范围分布在老城区(图3c),
 

说明老城区交通

建设比较完善,
 

办公和居住人口集中,
 

周边地区特别是净月区、
 

汽开区、
 

经开北区交通设施相对落后,
 

且城

市的东北、
 

东南作为城市开发的延伸区域,
 

交通分布密度相对较低,
 

极大阻碍了城市发展。
 

图3d显示,
 

高

密度办公区分布较为集中,
 

主要分布在以人民广场为核心的2
 

km半径内,
 

办公区主要集中于中心区,
 

有向

391第1期  
 

 孙明英,
 

等: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功能识别与分布特征研究———以长春市区为例



外迁移的趋势。
 

从公共服务类数据属性可知,
 

其主要包含科教文化、
 

生活服务、
 

医疗保健等类型,
 

但从各辖

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占比看(见图3e),
 

长春市公共服务空间存在明显集中分布现象,
 

主要分布在南关区

和朝阳区,
 

近年城市外围地区虽发展迅速,
 

新增公共服务设施速度快,
 

但还未真正形成发展规模。
 

从休闲

娱乐空间分布核密度看(图3f),
 

分布集中的高密度值区共有3个,
 

分别为桂林路中心、
 

红旗街中心、
 

东四

马路中心(新天地购物公园),
 

目前休闲娱乐设施主要还是集中在老城区,
 

随着净月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净

月区也成为休闲娱乐设施的热点区。

图3 六大功能区空间集聚特征

3.2 长春市中心城区功能识别结果

3.2.1 单一及混合功能区识别

通过对583个地块进行识别,
 

共计得到商业功能区359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61.58%;
 

办公功能区

29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4.97%;
 

交通功能区13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2.23%;
 

休闲娱乐功能区6个,
 

占

全部地块数量的1.03%;
 

公共服务功能区4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0.69%;
 

居住功能区2个,
 

占全部地块

数量的0.34%;
 

混合功能区152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26.07%;
 

数据缺失地块18个,
 

占全部地块数量的

3.09%。
 

如图4a所示,
 

住宅附近常伴随着大量商铺或基础设施,
 

所以单一居住功能区最少,
 

也可以从侧面

看出长春市居住区周围商业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商业功能区在长春市中心城区分布最广,
 

南关区、
 

朝阳区、
 

宽城区、
 

二道区、
 

绿园区都有成熟的商圈,
 

说明长春市商业中心体系的结构较为合理,
 

商业中心的多中心

格局已经形成。
 

交通功能区数量不多且地块面积小,
 

主要为火车站、
 

公交车站、
 

地铁站和停车场。
 

长春市中

心城区公共交通覆盖率高,
 

但停车困难一直都是长春中心城区的大问题,
 

停车场的规划新增问题亟待解

决。
 

另外,
 

办公功能区集中在长春市朝阳区的高新开发区和宽城区的高新北区。
 

从识别结果来看,
 

商业功

能区和办公功能区在分布上具有连接成片的特点,
 

其他功能区不呈现集中连接分布的特点。
 

公共服务功能

区和休闲娱乐功能区在长春市中心区南部分布多于北部,
 

伴随着净月区的开发,
 

净月区及周边地区成为公

共服务和休闲娱乐设施的新热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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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功能区识别结果

3.2.2 主导—混合功能区识别

为更清晰了解长春市中心城区功能分布特征,
 

本研究对152个混合功能区进行进一步识别,
 

如图4b所

示,
 

商业主导功能区数量最多,
 

共100个;
 

办公主导功能区20个;
 

公共服务主导功能区15个;
 

交通主导功

能区11个;
 

居住主导功能区和休闲娱乐主导功能区各3个。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
 

长春市朝阳区和南关区是商业聚集中心,
 

以人民广场为中心,
 

商业主导功能区

以近“环状”分布于商业功能区外围,
 

形成对长春市主体商业功能的重要补充;
 

交通主导功能区分别位于

长春市重要交通轴线人民大街、
 

解放大路等区域,
 

形成围绕长春市地铁一号线、
 

地铁二号线、
 

轻轨三号

线等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城市交通功能区域;
 

此外,
 

长春市南湖公园、
 

西湖公园及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等

休闲娱乐主导功能区,
 

作为市民重要的休闲游憩场所,
 

对于提高长春市居民生活质量,
 

提升城市宜居水

平具有重要作用。

3.2.3 细分—混合功能区识别

在细分—混合功能区内,
 

被识别为某两种混合功能区的地块中,
 

与商业功能混合的地块数量多,
 

无商

业功能混合的地块数量少,
 

例如:
 

商业—公共服务混合区26个,
 

商业—办公混合区19个,
 

商业—交通混合

区9个,
 

商业—休闲娱乐混合区4个。
 

表明长春市中心城区商业配套设施完善,
 

中心城区商铺分布密集,
 

城

市商业功能特征突出。
 

与居住功能混合的地块数量少,
 

例如:
 

公共服务—居住混合区2个,
 

办公—居住混

合区1个,
 

表明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思路下,
 

地租及城市发展政策共同作用影响了城市功能分布。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
 

长春市功能区的混合程度从市中心向周边逐渐加大,
 

特别是朝阳区的高新开发

区混合程度最高,
 

南关区的净月开发区混合程度其次。
 

在混合功能区中,
 

商业为主的功能区数量最多,
 

共59个,
 

其次是商业—公共服务混合区和商业—办公混合区,
 

分别为26个和16个。
 

由此可见,
 

尽管城

市中心仍然是商业分布的核心区域,
 

但是伴随城郊开发区的快速发展,
 

周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新的商业

区域,
 

公共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增强。
 

开发区及新区建设可以缓解人口聚集和交通压力,
 

是长春市发展多

中心格局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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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结果验证

对功能区识别结果进行验证,
 

分别在公共服务—交通混合区、
 

公共服务—居住混合区、
 

商业功能区、
 

休闲娱乐功能区、
 

办公功能区、
 

交通功能区6个功能区中选取典型地块A、
 

B、
 

C、
 

D、
 

E、
 

F(图5)。

图5 区域功能区识别结果验证

经与高德地图卫星图进行比对和实地调查发现,
 

地处公共服务—交通混合区中的A区域为文化广场—

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块,
 

地块内主要有吉林大学朝阳校区、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等公共服务类POI,
 

A区域地处交通类POI数据点分布密集的朝阳区北部,
 

学校、
 

医院周围公交站、
 

停车场分布集中,
 

有地铁

二号线文化广场站4个出口,
 

即此地块功能为公共服务功能和交通功能。
 

B区域为长春高端小区融创御湖

宸院所在地块,
 

园区内为花园洋房及联排别墅,
 

共计1
 

082户,
 

高端小区周围配套设施完善,
 

周围有月子中

心、
 

药店、
 

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居住功能及公共服务功能特征明显。
 

C区域为长春市钜城华億广场,
 

区域

内共用各类型商家160户,
 

其中餐饮83户,
 

已成为长春市金宇大街附近主要的消费商业活动区域。
 

D区域

为长春市南关区南部新城核心区域南溪湿地公园,
 

湿地内设观光台、
 

帐篷区等休闲娱乐设施和景点,
 

为长

春市新兴的休闲娱乐场所,
 

承担休闲娱乐功能。
 

E区域为净月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园区内有多个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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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是南关区集中扶持企业的示范办公园区。
 

F区域为长春火车站及长春站南广场区域,
 

其功能特征明

显,
 

为交通功能区。

结合与高德地图的比对结果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
 

A、
 

B、
 

C、
 

D、
 

E、
 

F区域的主要功能与长春市当下实

际情况相符合。
 

综上,
 

本研究中对于混合功能区识别的结果较为准确。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核密度识别长春市中心城区空间聚集特征,
 

结果表明,
 

长春市中心城区中老城区人民广场地区六

大功能分布都较集中,
 

是当前中心城区最主要的多功能中心。
 

长春市中心城区也形成了其他多功能中心,
 

但功能并不完善。

在单一功能区的识别结果中,
 

长春市中心城区商业功能区和办公功能区具有连接成片的分布特点,
 

居

住功能区、
 

交通功能区、
 

公共服务功能区、
 

休闲娱乐功能区呈点状分布。
 

其中商业功能区数量最多,
 

居住功

能区数量最少。
 

商业功能区分布较广,
 

且主要围绕其他五大功能区分布,
 

休闲娱乐空间的分布集中于老城

区,
 

但是随着净月区的开发,
 

净月区也成为休闲娱乐设施的热点区。
 

交通功能区以长春火车站为最大、
 

最

集中的城市交通枢纽,
 

向各大商业区和高新技术兴起的南部新城地区延伸。

在主导—混合功能区的识别结果中,
 

商业主导功能区最多,
 

共100个,
 

并且以近“环状”分布于商业

功能区外围,
 

可对长春市主体商业功能做重要补充,
 

在细分—混合功能区的识别结果中,
 

商业为主的功

能区最多,
 

共59个;
 

居住为主功能区、
 

办公—居住混合区、
 

公共服务—休闲娱乐混合区最少,
 

仅各1
个。

 

表明了城市功能主要还是以商业功能为主,
 

分布复杂度不高,
 

且商业功能遍布长春市中心城区,
 

因

此在长春市中心城区各地都有便利的商业条件。
 

在单一功能区和混合功能区中选取的典型地块与实地

调查比对结果均达到预期。

4.2 讨论

4.2.1 研究意义

本研究利用了长春市POI数据和OSM路网数据,
 

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和功能区识别判定,
 

完成了对

长春市中心城区城市功能的识别。
 

以往研究对于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多采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
 

50137—2011)中的用地分类[25],
 

本研究结合研究区实际,
 

通过对POI数据的清洗、
 

整理及分类,
 

得到适用于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六大类城市功能区。
 

此外,
 

以往研究多采用街道作为划分依据,
 

所划分的地

块单元面积较大,
 

功能区识别精度有待提高,
 

因此,
 

本研究采用OSM路网进行划分,
 

可以从更细致的尺度

划分城市地块单元[26],
 

同时,
 

结合长春市实际,
 

依据各类POI在地块POI总数占比确定城市功能区的判别

标准,
 

从而将长春市城市功能区划分为单一功能区和混合功能区,
 

并将混合功能区划分为主导—混合功能

区及更为细致的细分—混合功能区,
 

从而为揭示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特征,
 

优化城市发展方向提供

参考及依据。

4.2.2 对策建议

1)
 

发展城市多中心格局。
 

长春市中心城区是吉林省政治、
 

经济、
 

文化功能集中区,
 

但通过功能区识别

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
 

长春市目前部分功能中心的城市功能发展不健全,
 

影响城市整体发展,
 

例如,
 

长春

市宽城区北湖地区是长春新区四大开发区之一,
 

是长春重要科技创新办公功能区和居住功能区,
 

但是公共

服务设施不足,
 

区域内学校、
 

医院、
 

银行等设施较少且距离居住区较远,
 

公共交通不便利,
 

轻轨八号线站点

较少且无法直达区域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北湖吾悦广场,
 

影响居民居住质量和生活便利性。
 

规划提出建设

“双心,
 

两翼,
 

多组团”城市空间结构,
 

疏解原有中心功能,
 

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重点发展和建设功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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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相对薄弱的功能。
 

通过“核心引领,
 

点轴带动”的整体规划,
 

建设城市次中心,
 

发展城市多中心格局,
 

如

在人民广场周边这一最主要的多功能中心以外,
 

规划发展次要中心功能区,
 

从而缓解人口聚集压力、
 

疏解

城市负荷,
 

建立科学、
 

合理的土地规划和建设指引方针,
 

实现城市多中心快速、
 

良好的发展,
 

全面提升城市

综合职能。

2)
 

加强绿地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规划提出“优化绿地及开敞空间系统,
 

提高城镇绿地连通性、
 

品质和服务能力”,
 

在扩大面积的同时提升绿地和公园的整体服务水平及能力,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增进民

生福祉。
 

中心城区在对内部职能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时,
 

应以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为前提,
 

充分考

虑当前中心城区土地功能,
 

增加绿地面积,
 

增加城市开敞空间,
 

改善人居环境。
 

结合对长春市中心城区的

识别和长春市实际情况,
 

长春市中心城区目前存在休闲娱乐设施和绿地空间不足、
 

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停

车场少的情况。
 

应根据长春市的自然条件,
 

以伊通河、
 

南湖、
 

净月潭和各大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的生态网线,
 

连接长春市各个区域,
 

形成点、
 

线、
 

面的空间生态格局,
 

规划新增公园绿地,
 

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
 

在有限

的城市用地中,
 

合理优化配置不同功能用地,
 

强化商业功能区附近公共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规

划新建停车场,
 

解决城市发展的交通问题。

4.2.3 局限与展望

受限于POI数据本身特点[27],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
 

POI数据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
 

例

如判定收费的展览馆为商业或者公共服务空间,
 

判定学生宿舍为居住或者公共服务空间,
 

在POI分类时会

存在一定偏差。
 

另一方面,
 

POI数据缺少面状信息,
 

仅利用POI数据识别功能区类别时易出现偏差,
 

因此

未来应结合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
 

AOI)等新兴数据,
 

应用实地调查、
 

社区访谈等方式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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