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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系 统 的 演 变 规 律"首 先!人 居 环 境

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

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 等 方 面 都 呈 现 出 显 著 的 特 征#其 次!提 出 了

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0空间分析 方 法!发 现 边 缘 区 人 口 密 度 不 断 地 增 加!人 居 环

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 区 人 居 环 境 演 变 呈 现 出 不 均 衡 的 周 期 性 变 化(在 此

基础上!借鉴1T8VG3KP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 力 学 机 制!构 建 了 大 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 发 展 模 型(揭 示 大 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系 统 演 变 的

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关 键 词"大城市边缘区#城市化#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广州市

文章编号";###9#A$A$!##$%#!9#N!;9;#

;!引言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活动的空间!是人类与环 境 最 密

切)最具体的物质交换与情感交流的地理空间*;+(人类聚居学 $’ZFKPFMK%的创始人道萨

迪亚斯 $.4*4a2HF7SFK%更是将其提高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 &人类聚 居 就 是 人 类 世

界的本身’*;!!+(;DD%年 吴 良 镛 先 生 受 到 道 萨 迪 亚 斯 人 类 聚 居 学 理 论 的 启 发!和 周 干 峙)
林志群一道!创立了 &人居环境科学’ $PVT0MFTLMTK2Q,GE7L0TPP3TETLPK%!提出该学

科是一门以人类聚居 $包括村庄)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相互关

系的科学!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研究!从而了解)掌握

人居现象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在他们身

体力行的倡导下!人居环境科学在中国得到各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N+(边缘区是界于城市核心区与影响区之间的动态地域空间*%!A+!随

着城市化水平的推进!我国的人居环境建设重点不断地向边缘区转移!日益突出的边缘区

人居环境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还涉及到人居环境发展演变方面的研究(顾

朝林等指出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是一个空间过程!由于特定的空间扩展因素和特定的空间扩

展形式相互作用!在空间上也具有相应的演化规律!并将城市边缘区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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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归纳为自 上 而 下 的 郊 区 城 市 化)自 下 而 上 的 乡 村 城 市 化 以 及 卫 星 城 镇 建 设 三 个 方

面*A+(吴启焰等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这与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具有一

定的互通之处*:+(罗志刚认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是不断地进行着!其宏观形态是人居环境

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整体表现形式和系统在总体层面上的结构状态*"+(按照张小林的观

点!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表现为城乡空间之间的矛盾运动*$+(王振亮也从城乡关系的角度

提出人居环境系统处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 &进化’过程中*D+(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边缘区人居环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人居环境科

学是一门!#世纪D#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理论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在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进程中!相对于大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向边缘

区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对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演变的机制与规律揭示的成果较少!亟需更

系统的理论支撑)典型区域的实证分析以及对实施操作的深入研究*;#+(因此!揭示大城市

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内在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不仅可以指导大城市边

缘区人居环境的优化调控实践!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还有助于充实人居环境理论体系(

!!研究材料与方法

!!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口)物质)能量)货币)信息流的共同作

用下!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域景观类型不断地发生变化!或某一种类型

的人居环境形态逐步被另一种人居环境形态替代的过程(其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是人居

环境内部)外部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与自然长期交互作用的过程!当前的人居

环境形态是不同历史阶段人居环境发展的累积结果!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

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从乡村人居环

境!到边缘区人居环境!再到核心区人居环境!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演变序列(这一演变过

程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律呢/这是人居环境科学创始人与众多人居环境学者致力于解决的重

点!也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为了寻求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本文主要利用政府部门的统计年鉴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按照 &理论归纳#实证分析#理论提升’螺旋上升的技术路线开

展本研究(首先!广泛搜集并梳理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相关研究!并进行理论

分析!提炼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规律!即阶段性规律)人居环境容量变化规律)
周期性规律等#其次!选择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迅速的广州为典型案例!借助于&-0
空间分析方法)比较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边缘区人居

环境演变的阶段性)人居环境容量变化与周期性规律#第三!在此基础上!借鉴1T8VG3KP
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实现理论提升!归纳出大

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规律

="#!阶段性规律

!!对人居环境发展的阶段性!一些学者作过探讨(根据人类聚居学创始人道萨迪亚斯的

观点!人类聚居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无组织的原始聚居)有组织的原始聚居)静

态的城市聚居和动态的城市聚居*;;!;!+(国内学者从事物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出发!将人

居环境划分为起步)发展)飞跃)优化N个阶段*;%!;N+(按照事物发展的一 般 规 律!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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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初期)中期)后期(人居环境从低级阶

段向高级阶段演变!当大城市边缘区人居发展到后期阶段时!基本上呈现城市人居环境特

征!大城市就又开始新一轮的城市地域推进周期!在核心区外围新形成的边缘区人居环境

则开始新的发育周期(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的发展与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伴随着产业结构转换)城市化的地域推进*;A+!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

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土地利用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表;%(
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各阶段特征

()*"#!75)$).,/$%’,%.’<B0%BB/$/-,A5)’/’<B53@)-’/,,8/@/-,’%-@/,$<A<8%’B$%-2/

项目 初期 中期 后期

城市化水平 很低 迅速提高 很高

经济形态 第一产业为主 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为主

基础设施建设 很不完善 逐步完善 较为完善

景观 乡村景观 城市与乡村景观并存 城市景观

土地利用 农业用地为主 城市用地蚕食农村用地 城市用地为主

社区形态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逐步解体!城市社区形成 城市社区

!!从系统论的角度!在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初期!处于非平衡状态!表 现 为 混 沌 和 无

序!如城市土地扩张)人口激增)交通混乱)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在发展中期!以上

现象更为明显#当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到后期!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平衡!第三产业处于主

导地位!各类因素趋于有序(

="!!人居环境容量变化规律

!!人居环境容量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所能容纳的最大

居民数(显然!人居环境容量受到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居

民构成)文化传统等影响(人居环境容量实际上可分为生态容量和心理容量!前者指在生

态环境质量不下降基础上的最大居民承载力!后者指居民生活满意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的

最大人口数(本文采用的是综合的概念!涵盖了两方面的内容!是既能维持生态平衡又能

保证居民满意度的容量(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其人居环境容量

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

!! $;%人居环境发展初期!由于迁往边缘区的人口数量还不是太多!人居环境容量相

对较大!政府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对其进行管理和投资!尽管在局部地区人居环境质

量比较好 $如部分风景名胜区周边和个别别墅区等%!但总体而言!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

滞后!生活不太便利!与中心城区相比!人居环境的质量还是比较差!但在缓慢地改善!
并伴有人口逐步迁入(

!! $!%人居环境发展中期!随着边缘区居住人口的增加!政府加大对边缘区 的 投 入!
开发商也看中边缘区的潜力 $风景优美)地价低廉%!纷至沓 来!边 缘 区 的 产 品)资 金)
人口)信息流动日益频繁!对人居环境改善的力度逐渐加大!边缘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基

础设施大大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善!人居环境承载的人口越来越多(

!! $%%人居环境发展后期!由于城市核心城区的拥挤以及边缘区人居环境自身的吸引

力!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边缘区!人居环境的容量逐步趋于饱和!在边缘区中的乡村景观逐

步为城市景观所替代!后者已占绝对优势!此时大城市边缘区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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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成为城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其人居环境变成中心城区人居环境的特点了(至此!
边缘区人居环境就与大城市核心区及边缘区一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发育周期(

="=!周期性规律

!!科曾 $.2L‘TL6)&%曾经提出边缘区的周期性演变理论"第一阶段为加速期!城

市多沿交通干道呈放射状快速发展!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规模大)速度快!土地开

发与投机活动强烈!城市作用力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为减速期!城市扩展呈环状推进!
城市作用力与乡村作用力进入均衡状态#第三阶段为静止期!乡村作用力十分明显!城市

边缘区地域范围固定!进入内部填充阶段*D+(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总是随着城市自身经济

发展呈周期性变化(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的演变是伴随着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和增长过程

而进行的!由于边缘区空间过程具有周期性的特征!所以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的演变也

呈周期性!这可以从大城市空间的周期性扩展中得到验证(同时!城市地域结构呈现影响

区\内缘区\外缘区\核心区波浪式的发展演替(当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到后期!
已基本上是城市核心区人居环境形态!于是又在其外围形成新的边缘区!新形成的边缘区

人居环境进入下一轮发展周期!这也是其周期性发展的一种体现(

N!案例分析

?"#!研究区概况

图;!广州市城市地域空间

OFJ4;!&G7LJ‘V2GfKKR7PF73
KP8GMPG8TKTR787PF2L

!!广州市地 处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北 缘!是 华 南 地 区

政治)经 济)文 化)科 技 和 交 通 中 心!是 我 国 著

名的沿海开放 城 市 和 国 家 综 合 改 革 试 验 区!在 全

国十大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居第三(!##A年A
月行政区 划 调 整 以 前!广 州 市 辖 荔 湾)越 秀)东

山)海珠)天 河)芳 村)白 云)黄 埔)番 禺)花

都;#个区和增城市与从化市!个县级市(根据顾

朝林等*A+)祁新华等*;:+的 研 究 成 果!广 州 市 的 核

心区 是 东 山)越 秀)荔 湾)芳 村)黄 埔)海 珠)
天河区#边缘区的主体部分包括花都区)增城市)
白云区北部以 及 番 禺 区 南 部!影 响 区 主 要 是 从 化

市 $图;%(

?"!!广州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

?"!"#!广州市边缘区人居环境阶段性演变!近年

来!广州市地 域 空 间 发 展 迅 速!其 不 同 行 政 区 域

的人居环境也 处 于 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在 城 市 化 水

平)产业结构)社区形态)景观类型 $土地利用%等方面具有各自显著的特征(东山)越

秀)荔湾)芳村)黄埔)海珠)天河区处于城市核心区人居环境发展阶段!处于边缘区的

番禺区)白云区)花都区)增城市无论是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还是社区形态)景观类

型 $土地利用%等方面均表现明显的边缘区人居环境的特征!处于人居环境发展的中高级

阶段(而番禺区北部和白云区南部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的指向性更强!城市

核心区人居环境的特征比较明显(

!!对照表;!从一些能够反映人居环境发展阶段性的指标也可以看出广州市边缘区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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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广州市各行政区农业人口与常用耕地比重 $!##%年%

OFJ4!!bVTR82R28PF2L2QR2RG37PF2L7LSM2EE2L3WGKTSQ78E37LS
2QSFQQT8TLPSFKP8FMPKFL&G7LJ‘V2G$!##%%

资料来源"根据 0!##N年广州市统计年鉴1计算绘制

!!注"!##A年A月!广州市 进 行 了 行 政 区 划 的 调 整!老 城 区 原 有 的N个 行

政区合并成为两个!原 有 的 东 部 广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和 南 部 南 沙 经

济技术开发区调整成 为 新 的 萝 岗 区 和 南 沙 区!本 文 仍 然 采 用 调 整 之

前的统计口径(

环境的演变过程(从农业人

口所 占 的 比 例 来 看"增 城

市)番禺区和花都区分别超

过 了 "#Y):#Y 和 A#Y!
白云区 也 将 近N#Y$图!%(
该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城市化水平!尽管不能非

常准确地衡量!但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社区类型及

产业结构(从耕地面积所占

的比例来 看"增 城 市)白 云

区)番 禺 区 和 花 都 区 都 在

!#Y左右 $图!%(该项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观类

型及产业结构(从各行政区

不同楼层的楼房所占比例来

看"增城市的平房所占比例将近N"Y!:层以下的占NNY左右!"层以上的不到DY#花

都区相 应 指 标 分 别 为%!4DDY!N"4;AY和;D4$:Y#番 禺 分 别 为%;4#:Y!A!4$:Y和

;:4#DY#白云区为;D4!!Y!A!4%%Y和!$4NAY $图%%(该 项 指 标 不 仅 反 映 了 景 观 类

型!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区的形态!因为一般而言!农村社区以平房为主!而城市社

区则以多层和高层建筑为主(

图%!广州市各行政区不同楼层楼房所占比例 $!###年%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绘制%

OFJ4%!bVTR82R28PF2L2QIGF3SFLJK7PSFQQT8TLPQ3228K2QX78F2GKSFKP8FMPKFL&G7LJ‘V2G$!###%

?"!"!!广州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容量变化趋势!在人居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居环境

容量变化趋势也各不相同(在人居环境发展的初期与中期!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其人居环

境容量逐步变大(发展到后期!人居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部分核心区域人居环境容量开始

下降(为了进一步说明人居环境容量趋势!引入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在&-0软

件 67RFLQ2A4#中计算出广州市各行政区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并应用专题地图制图方法作

出;D$D年至!##N年;A年间广州市各行政区人口密度变化图 $图N%(结果显示";D$D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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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广州市各行政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根据广州市历年人口与土地面积资料绘制%

OFJ4N!bVTR2RG37PF2LSTLKFPW2QSFQQT8TLPSFKP8FMPKFL&G7LJ‘V2G

湾区)越秀区及东山区的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都超过了%万人!人居环境容量已

接近极限#;D$D年以来!越秀区的人口密度一直在下降!而荔湾区从;DDA开始人口密度

也在下降!但是由于原先的人口基数比较大!相对而言人口密度变化不是很明显!人居环

境容量仍然处于饱和状态#东山区人口密度仍保持上升势头!只是由于其原有的人口密度

较大!人居环境的容量有限!因而增长的幅度要比其他行政区小许多!近年来也已达到饱

和状态(相对于上述三区人口密度下降或小幅增长!其他行政区的人口密度变化则比较显

著";D$D"!##N年间!芳村区)海珠区和黄埔区的人口密度分别增加了;4%N倍);4!:倍

和;4N倍!人居环境的容量不断地减小!其核心区人居环境的特征更加突出#天河区的人

口密度从;D$D年的!$##人-ZE!增加到!##N年的A$##人-ZE!!增长了;倍多!增长幅

度相当快!因此其人居环境形态也从当初的边缘区发展为如今的核心区#白云区和番禺区

的人口密度虽然只分别增长了;4%"倍和;4%倍!但其人口密度的增长分布不均!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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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白云区南部和番禺区北部!因此其人居环境的容量也趋于减小!核心区人居环境的特

征比较明显#花都区)增城市和从化市的人口密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由于其人口密

度的基数较小!仍然有较大的人居环境容量空间(当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到后期时!其人

口密度接近或达到核心区人居环境水平(

图A!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

$根据 0!##N年广州市统计年鉴1)广州市规划局资料等绘制%

OFJ4A!&82UPV87PT2Q&a+7LSIGF3P9GR78T7K2Q&G7LJ‘V2G

?"!"=!广 州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境周期性演变!作为城市

化的前沿地带!广 州 市 边 缘

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 均

衡的周期 性 变 化(首 先!随

着国民经济增长幅度的波 动

而波动!在空间结 构 成 显 示

出一种非均衡周期性推进 现

象(如 广 州 市;D$#"!##N
年城市建成区增长面积与 地

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具有 一

定 的 时 序 相 关*A+ $图A%#(
有学者曾从划拨农田的数 据

分析得出!广州市用地需求在;D$$年与;DD%年最大!尤其以;DD%年为高峰!这恰好与

我国经济的膨胀,萎缩周期一致*;"+(其次!当广州市核心区不断地向外拓展!边缘区相

应地向外蔓延!原先部分边缘区发展成为核心区!而外围的影响区则演变为边缘区!从而

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周期(这事实上也是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周期性演变的一种体现(如

上个世纪$#年代的边缘区天河如今已是中央商务区 $.Ba%!D#年代初的部分边缘区如

今已变成核心区!而部分影响区也相应向边缘区转变(

A!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模型构建

!!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具有的阶段性)人居环境容量变化与周期性规律性

基础上!可以将此抽象成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理论模型!以此作为其他同类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优化调控的理论依据(

C"#!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阶段性模型

!!根据人居环境发展的阶段性及人居环境容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

环境演变的阶段性方程" 12
1. 3!2

452$ %4
$;%

!!式中!12-1.是人居环境容量的瞬时增长量!!是没有调控时人居环境的增长量!2
是现有人居环境的容量!4 是人居环境的最大容量 $在不同时期!其指标有所不同%!那

么$4\2%-4称为剩余空间$8TKFSG73KR7MT%!即边缘区人居环境能够再容纳的人口数量!
实际上也是环境压力的 度 量(当$4\2%$#时!说 明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还 可 容 纳 更 多 的 居

民($4\2%%#说明边缘区人居环境已经饱和!如果再有人口迁入!将导致人居环境质量的

下降($4\2%]#人居环境容量保持平衡状态!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内涵的提

#!##;年建成区面积突然增加是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将番禺和花都区的建成区也列入计算范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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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阶段曲线

OFJ4:!’X23XTETLPRV7KTMG8XT2QVGE7L
KTPP3TETLPKFLETP82R23FKQ8FLJT

高(尽管在不同的时期4 是动态的!而且

是很难 测 定 的!既 然 大 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境作 为 一 个 复 合 的 生 态 系 统!总 是 存

在一个 最 大 的 容 量4!其 发 展 总 是 趋 于

4值(这个 方 程 即 经 典 的 1T8VG3KP逻 辑

斯蒂 方 程!其 曲 线 呈 现 一 种 新 型 的 &0’
形曲线增长 $图:%(

C"!!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 统 演 变 的

可持续发展模型

!!当 然!在 大 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的

周期性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朝着理想的城市人居环境方面发展!即所谓的进展演变!当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中期!如果调控不当!边缘区的人居环境完全有

可能停滞不前或恶化!后者即所谓的逆行演变(当大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到一个周期的后期

时!其发展态势有三个"优化)稳定)衰落!如图"所示(

图"!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生命周期曲线

OFJ4"!bVT3FQTMWM3TMG8XT2QVGE7LKTPP3TETLPK
TX23XTETLPFLETP82R23FKQ8FLJT

!!因 此 为 了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的 可 持 续

发展!必须 对 其 进 行 生 命 周 期 调 控"首

先是提 高 生 态 环 境 质 量!维 护 生 态 环 境

的自净 能 力!预 防 人 居 环 境 向 衰 落 的 方

向发 展!以 保 持 和 扩 充 人 居 环 境 容 量#
其次要 不 断 地 改 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第 三

要不断 地 优 化 人 居 环 境 的 软 环 境!提 高

其心理 容 量(通 过 对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的

优化 调 控!不 断 地 扩 充 人 居 环 境 容 量!
使人居 环 境 朝 着 优 化 的 方 向 发 展!不 断

满足人 类 对 美 好 人 居 环 境 的 需 求!那 么

人居环境的曲线会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趋向可持续发展(

图$!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过程曲线

OFJ4$!bVTKGKP7FL7I3TMG8XT2QVGE7LKTPP3TETLPK
TX23XTETLPFLETP82R23FKQ8FLJT

!!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的阶段性与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可以构建边缘区人

居环境 可 持 续 发 展 曲 线(这 个 曲 线 的 前

提是人 居 环 境 容 量 恒 定 的 前 提 下 产 生 的

一般规 律(事 实 上 人 居 环 境 是 一 个 社 会

\经 济\自 然 复 合 生 态 系 统!它 与 自 然

生态 系 统 不 同!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人类 完 全 有 能 力 通 过 恰 当 的 优 化 调 控!
或控制 人 口 的 增 长 率!或 提 高 资 源 环 境

的承载 力!不 断 地 扩 大 人 居 环 境 的 容 量

$4 值 增 加%!以 此 实 现 人 居 环 境 的 可 持

续发展(按 周 期 性 发 展 规 律!边 缘 区 人

居环境 系 统 将 呈 周 期 性 的 变 化 发 展(借

鉴王如 松 等 提 出 复 合 生 态 系 统 的 动 力 学

机制*;$+!此时 大 城 市 边 缘 区 人 居 环 境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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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方程是"

12
1." 3

!"$254"5;%
4"52
4$ %"

!!$F];!!!%!.!E% $!%

!!式中!!"是某一发展阶段人居环境的增长量!2 是现有人居环境的容量!4"是某一发

展周期人居环境的最大容量基(根据这个方程!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方程的

曲线如图$所示(

:!结论与讨论

!!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

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

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当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到后期阶段时!基本上呈现城市核心

区人居环境特征!大城市又开始新一轮的城市地域推进周期!新形成的边缘区人居环境则

进行新的发育周期(

!! $!%人居环境容量是既能维持生态平衡又能保证居民满意度的最大人口承载量(随

着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不断演变!其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

饱和(在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到后期时!其人口密度接近或达到核心区人居环境水平(

!! $%%作为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

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幅度的波动而波动!在空间结构上显示

出一种非均衡周期性推进现象#二是当大城市核心区不断地向外拓展!边缘区相应地向外

蔓延!原有的边缘区发展成为核心区!而外围的影响区则演变为边缘区!从而开始新一轮

的发展周期(

!! $N%在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阶段性与周期性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大城

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发展的阶段性模型)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这也是人居环境优化

调控的理论基础(

!!由于本文仅是以广州市边缘区为例探讨其发展演变规律并构建模型!是否适用于其他

城市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与更多案例的检验(同时!边缘区人居环境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一

定会朝着城市核心区人居环境方向发展或者保持边缘区人居环境形态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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