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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是大量闲暇业集中的空间区域�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最重要的闲暇空间。虽然已有相关文献涉及到城市闲暇空间的研
究�但多以宏观尺度定性的描述为主。通过构建闲暇指数、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四个数理模型�对镇江市中心13条
街区1192家业态进行实地调研与量化分析�探索一种定量方法�来研究城市不同街区微观尺度上所具有的闲暇功能、优势闲暇类型
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和不同闲暇业类型在城市街区上的空间布局规律。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概念描述和集中在 RBD的研究方式�将闲
暇研究拓展到定量化手段和一般城市空间分异格局的探索。定量化研究的方法和分析结果对城市闲暇空间的规划者、管理者与政策
制订者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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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大量闲暇业集中的空间区域�是城市居民和外
来游客重要的闲暇空间。通过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对城
市闲暇空间的共同参与�如购物、旅游、特色餐饮、娱乐等
活动�一方面城市居民在这种闲暇体验的过程中�展示着
其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外地游客通
过这种城市闲暇的参与�切实接触到当地居民�真正体验
到该城市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历史积淀与民风民俗
等。因此城市闲暇空间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Jansen-Verbeke描绘城市内部的环境为一个总体上是
闲暇功能的�由大量各式各样闲暇设施集中的空间区域�
是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环境。（城市）吸引物不仅是一个
活动的空间�也是一种闲暇的设施［1］。在已有文献中涉及
到的有关城市闲暇空间方面的概念有游憩商业区（RBD）、
旅游商业区（TBD）、中央商务区（CBD）等。
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以下简称

RBD）�这一概念于1970年由 Stansfield和 Rickert 在研究旅
游区的购物问题时�为描述这类旅游地的结构和功能特性
首次提出的�他认为 RBD就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
游客的需要�城市内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
商店的街区［2］。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中提出 RBD是建
立在城镇与城市里�由各类纪念品商店、旅游吸引物、餐
馆、小吃摊档等高度集中组成的一个特定的零售商业

区［3］。保继刚认为 RBD是城市中以游憩与商业服务为主
的各种设施（购物、饮食、娱乐、文化、交往、健身等）集聚的
特定区域�是城市游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4］。吴必虎认
为根据美国的情况�商业游憩区是城市内自然形成的空
间�它本身不是旅游点�只是为增加目前商业区的吸引力
而设计的空间［5］。俞晟、何善波提出城市 RBD 的空间表
现形式有步行街、游憩中心、自然风景游憩区、游憩型城
镇、环城游憩带［6］。黄震方、侯国林则认为游憩区是城市
中心最吸引人的地点�是以城市商业中心区为基础�把多
种游憩活动内容融合进去�使它形成的具有宜人的环境、
良好的精神风貌、融洽的人际关系的休憩、购物、游玩的场
所�其主要特点是与商业设施和商业活动有着高度的产
业、空间共生性［7］。
中央商务区 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最初由城市

空间结构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伯吉斯于20世纪20年
代提出来的�是包括百货商店和其它商店、办公机构、娱乐
场所、公共建筑等设施�是城市最核心的部分［8］。Burten
shaw等（1991）在对欧洲城市的旅游业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中央旅游区 CTD（Central Tourism District）�表示此
区集中了城市大部分旅游者的活动［9］。Getz （1993） 在
Stansfield 和 Rickert （1970）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旅游商
务区（TBD）的概念性模型�认为其本质是 CBD（中央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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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吸引物与必需的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但 Getz
认为自己的这个模型只强调了功能而没有描述 TBD的空
间类型和空间结构［10］。保继刚认为在区位选择上�CBD
通常由商业的重要性、土地价格、可进入性和经济地租的
相互作用决定�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而 RBD的区位
则常常决定于自然的或历史的景点�或一个历史区域
里［4］。
1　城市闲暇业分类

闲暇业是为人们提供娱乐消费产品、服务及设施的所
有政府部门和产业机构或组织�它兼具经营性和公益福利
性�可以包括旅游、餐饮、食品、娱乐经营、服装、运动器材、
出版印刷、戏剧影视、工艺美术及博物馆等产业或事业部
门［11］。发达国家休闲产业的构成包括盈利性组织、非盈
利性组织和公益事业三类部门体系［12］。李江、颜波在《中

国经济问题报告》中指出闲暇产业的重点包括休闲旅游
业、休闲体育业、休闲教育业和休闲参与业。毛冬宝将休
闲产业划分为休闲主体产业（包括休闲旅游业、休闲体育
业、休闲娱乐业、休闲教育业、休闲农业、休闲咨询业）和休
闲载体产业（包括休闲物品制造业、休闲设施服务业、休闲
媒体广告业、休闲交通食宿业等）［13］。员疆将游憩产品按
消费特征区分为商贸休闲、娱乐休闲、康体休闲、文化休闲
四种类型�并提出随该区域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范
围不断扩大�该区域内各类产品有按商贸休闲→娱乐休
闲→康体休闲→文化休闲依序出现的演进特征［14］。侯国
林等将城市商业游憩产品体系划分为观光类、购物类、康
体健身类、娱乐休闲类、儿童少年活动类、餐饮类、文化资
讯类、科普类、工艺类共9类［15］。
本文从供给的角度�按照闲暇活动的性质可以将城市

闲暇业分为以下六大类（见表1）：

表1　城市闲暇业类型
Tab∙1　Types of urban leisure industries

闲暇类型 闲暇场所（载体） 主要特性

商贸闲暇 各种商业零售商店（商场、购物中心、专卖店、超市、饰物精品店等） 购物休闲

观光旅游 各种自然观光旅游景点、建筑与设施、遗址与遗迹等 观光旅游休闲

餐饮闲暇 酒店、饭店、特色饮食店、西餐馆、咖啡酒茶吧、宾馆等 与饮食、住宿有关的休闲体验
娱乐闲暇 歌舞厅、室外娱乐场、现代化游乐场、儿童乐园、电影院、剧院、音乐厅、夜总会、录

像厅、网吧、绣吧、陶吧、泥吧、布吧、游戏厅、棋牌室、宠物休闲、娱乐主题公园、嘉
年华等

以经营性娱乐服务为基础、放松心情为
目的的休闲体验

康体闲暇 各类体育健身运动的场所（如体育场馆、游泳馆、各类球场、滑冰场等）、体育健身
俱乐部、广场、绿地、街道等城市开放空间与设施、塑身减肥中心、美容美发中心、
浴室等

经营性运动休闲服务与增强身体素质、
美化形象有关的休闲体验

文化闲暇 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与设施、图书馆、书店、博物馆、艺术馆、文化馆、展览馆、少
年宫、英语角等

强调知识获得与积累的体验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强调一般城市闲暇业态的
分布�而不局限于 RBD�提出城市闲暇商业区 （Leisure
Business District）是城市中以商贸、旅游、餐饮、娱乐、康体、
文化等闲暇业相对集聚而形成的特定区域�一般拥有良好
的环境和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是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共
同进行闲暇游憩的场所空间。
2　研究方法

Pearce（2001）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城市旅游主要局限于
对单一空间尺度的分析�通常是将一个城市的旅游作为一
个整体�但对于微观尺度的分析却很少［16］�旅游空间结构
的地理研究一直忽略了在特定地方尺度上的过程和现象

（Pearce�1999）［17］；过多的是地方案例研究�主要是关注需
求的类型、发展的过程和不同的影响�而不是旅游在空间
上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组织的（Pearce�1999）［17］。基于以往

的文献中都是以定性的概念描述为主�缺少具体的定量研
究手段。城市闲暇空间的研究以宏观尺度、定性的概念描
述为主�对城市内部闲暇空间的微观尺度、微观的结构与
功能研究少。本文通过构建四种指数模型�探索一种定量
研究方法�从微观尺度来分析城市不同街区闲暇业的类型
与空间分异规律和不同闲暇业类型在城市街区上的空间

布局规律。
2．1　闲暇指数（Leisure Index�以 L表示）

闲暇指数是反映街区总体闲暇业所占比例的多少�用
于说明街区闲暇功能的指标。

L＝∑n

i＝1Nij／Nj （1）
式中 Nij为调查业态中 j 街区第 i 类闲暇业的具体数

目�Nj为 j街区所有调查的业态总数�n为六类闲暇业总
数。闲暇指数 L越高�说明街区的闲暇业的数量越多�闲
暇功能越突出；当 L＝1时为最大值�意味着该街区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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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闲暇社区。
2．2　多样性指数（Diversity Index�以 H表示）

多样性指数是反映闲暇街区中所拥有的闲暇业种类

的多少及其所占比例变化的指标。本研究采用 Shannon－
weaver多样性指数�其计算公式是：

H＝－∑n

i＝1Nij／Nj×Ln（Nij／Nj） （2）
多样性指数H越大�说明街区拥有的闲暇业类型越丰

富�闲暇功能相对越完善；相反�H值越小�说明街区拥有
的闲暇业类型越单一�闲暇功能越相对集中于某一类型�
形成特色闲暇街区。在 Jansen－Verbeke 和 Ashworth 的研
究中主张旅游发展依赖于集中而不是分散�功能上联合而
不是分离�多功能而不是单一功能的环境［18］。目前大城
市中心街区的闲暇功能有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2．3　优势度指数（Dominance Index�以 D表示）

优势度指数是反映街区构成中一种或几种闲暇业类

型占主导支配程度的指标�借鉴区位商专业化程度的计算
方法�公式是：

D＝Nij／∑n

i＝1Nij×∑n

i＝1∑
m

j＝1Nij／∑m

j＝1Nij （3）
式中m为12条街区。当优势度指数 D＞1�说明 j 街

区在 i种闲暇资源具有相对主导优势。优势度指数可以
清晰反映特定街区在哪些闲暇业类型上占据优势�是反映
街区占主导地位的闲暇业类型。
2．4　均匀度指数（Evenness Index�以 E表示）

均匀度指数是反映不同闲暇业在空间分布上均匀程

度的指标�是用来描述不同闲暇业在城市街区上的空间布
局规律。其计算公式为：

E＝－∑m

j＝1Nij／Nj×Ln（Nij／Nj）／Ln（M） （4）
均匀度指数 E 是专门描述具体闲暇业空间分布规

律的指标�E 值越大�说明该闲暇业类型的空间分布越
具有普遍性�其布局受空间的制约小�空间布局比较均
匀�在各街区都有分布；E值越小�则说明该闲暇业的空
间布局制约性强�分布相对不普遍�主要集中于某些特
定街区。
3　城市闲暇业态的空间分异研究
3．1　样本选择与实地调查

Pearce（1999）提出对游客参与的多用途的空间进行管
理非常重要�并应特别重视街区等微观的细节�以使游客的
体验得到满足�同时对游客与其他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应该予以重视�因为这些空间同时也是城市居民每天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7］。Judd（1995）强调组成一个游客空间
的要素具有集中的特性�在研究美国城市旅游时�他主张
“集聚经济应用于旅游街区�不仅是因为集中可以减低成

本�或增加商业交易效率�而且因为服务和商业的集中对空
间最大可能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游客空间是必要的” ［19］。
镇江是一个典型的、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城市�大市口

既是其最重要的中心商业区�同时也是其主要闲暇中心。
中心闲暇商业区往往与城市中央商务区相结合�知名度
高�对城市居民与外地游客吸引力大�一般为城市居民和
外地游客共同使用�其闲暇资源结构更趋于完善�空间集
中密度更大�闲暇业的发展水平更高�拥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与良好的环境�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域和最集中展示其
城市魅力的区域。对镇江大市口中心闲暇商业区的研究�
有助于了解普遍意义上的城市闲暇业态空间布局的一般

规律。调查组于2005年7月15－21日对镇江市中心大市
口13条街区进行了详细的沿街业态调查�涉及1192家沿
街店面�着重对闲暇业态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研究。其中
由于万古路大部分正处于基本建设中�调查的业态不完
整�所以不对其数据进行处理计算。
3．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图1反映出商贸闲暇不仅构成了城市街区闲暇的
主体�而且也构成了整体业态的主体�大约占城市街区
所有调查业态的20％～60％�并具有集中布局的特点�
往往占据城市中心的区位�尤其是城市中心和主干道�
如在中山东路、解放路等�商贸闲暇占所有业态的比重
高达60％左右。购物是对游客最具有说服力的闲暇活
动之一�并被学者看作是度假者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心
理和社会追求�有关研究揭示购物花费占度假者总花费
将近1／3［20］。如在游客对新西兰旅游地奥克兰的旅游
印象中�为首的旅游吸引设施和活动就是购物�占
84∙7％［7］。实际上�购物不仅是旅游的重要活动之一�
同时也是闲暇的重要方式之一。

图1　镇江中心街区分布与闲暇指数结构
Fig．1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districts and leisure index

structure in Zhen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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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南京市青年的业余时间主要

活动调查中也发现�逛商店在南京市青年的户外活动中占
首位�达21．48％［21］。商贸闲暇业已经成为城市吸引当地
居民和周围郊县、外地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每到周末�城
市居民与周围郊县居民或携家带口、或与亲朋好友一道进
城购物�购物已经使城市成为最重要的闲暇目的地。
其次是餐饮闲暇�约占街区整个调查业态的1／10～

1／5�在有些专门的饮食一条街�所占比重更高一些�如镇
江市的剪子巷和双井巷�比重接近一半。调查也发现一般
餐饮闲暇相对集中布局在最接近中心街区的次干道上。
娱乐、康体、旅游、文化闲暇业在镇江中心闲暇商业区

内集中布局的趋势不明显�这与镇江城市发展水平有关。
根据 Snepenger （1998）的零售空间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城市
经济与闲暇旅游的发展和人们闲暇娱乐需求的改变�文
化、康体、娱乐设施的比重将不断提高［22］。国外一些步行
街�如德国Mariemplatz 市政厅�英国 Covent Garden步行街�
都将购物与娱乐、观光结合起来�其纯粹的商业功能通常
只占20％以下�主要为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功能［14］。调
研发现娱乐和康体闲暇设施的布局特点：一是在靠近市中
心的次干道呈相对集中布局�如图1中的演军巷、剪子巷
和南门大街；二是布局在主干道的高层或地下�这与城市
中心较高的经济地租有关。观光旅游闲暇相对要求有独
特的景点资源�调研中发现在高效集约的市中心主要以商
贸闲暇业、金融业为主�专门的旅游吸引物较少；而文化闲
暇的消费群体相对有限�目前镇江市文化闲暇业的数量较
少且布局分散�相对集中在健康路和运河路。

图2　镇江市中心闲暇街区的闲暇指数与多样化指数
Fig．2　Leisure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central

districts in zhenjiang city
　　从图2可以看出闲暇构成中心商业区业态的主体�除
正东路闲暇指数最低�仅0．54外�一般都在80％左右。正东
路闲暇指数低的原因是其为镇江市政府和其它政府办公用

地最集中布局的街区�使得其各种闲暇业态的比重偏低。
闲暇指数的变化相对平缓�说明各街区闲暇业态的比重都

比较高�反映闲暇是城市中心商业街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多样化指数线相对比较曲折�说明不同街区所拥有的

闲暇业类型区别较大。拥有闲暇业类型比较多的分别是
双井路、演军巷、健康路、正东路、剪子巷和运河路�其中双
井路、演军巷、剪子巷是最靠近市中心的闲暇街区�除各种
闲暇业的类型比较齐全外�双井路、剪子巷的餐饮与演军
巷的康体闲暇业态更为突出；健康路是电子产品和体育健
身用品专营一条街�闲暇指数与多样化指数都高�各种闲
暇业基本都有分布�是镇江市闲暇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街
区；运河路为镇江市主要的市民闲暇街区�沿运河的河滨
公园是一个年游客接待量百万人以上的大型开放式旅游

景点�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闲暇游憩地。

表2　镇江市中心闲暇街区的闲暇业态优势度指数
Tab．2　Dominance index of leisure industries of

central districts in Zhenjiang city
优势度

指数

商贸

闲暇

观光

闲暇

餐饮

闲暇

娱乐

闲暇

康体

闲暇

文化

闲暇

中山东路 1．12 0．00 0．61 1．80 0．20 1．56
大西路 1．23 1．99 0．52 0．60 0．57 0．50
斜桥街 1．25 0．00 0．66 1．14 0．00 0．00
双井路 0．73 2．92 1．54 2．28 0．83 1．83
演军巷 0．36 0．00 0．55 1．88 6．76 1．30
解放路 1．11 0．00 1．13 0．18 0．59 0．37
电力路 0．99 0．00 1．39 0．79 0．54 0．55
运河路 0．95 5．13 1．26 0．00 0．83 2．56
南门大街 1．09 0．00 0．63 0．57 1．74 0．00
剪子巷 0．29 0．00 3．38 0．72 1．95 0．00
正东路 0．72 0．00 1．73 0．99 1．33 2．06
健康路 0．90 0．00 1．08 1．32 1．07 2．20

图3　镇江市闲暇业态均匀度指数
Fig∙3　Evenness index of leisure industries in Zhenjiang city
　　表2反映不同街区拥有的优势闲暇业态�此指数模型
可以用来确定各街区的基本闲暇功能。如中山东路以商
贸、娱乐和文化闲暇占优势；演军巷的优势是康体、娱乐和
文化闲暇业�尤其是康体闲暇业在各街区是分布最为集中
的；运河路观光旅游与文化闲暇是12条街区中最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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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3可以得出结论：六种类型中商贸闲暇业的均匀
度指数最高�空间分布最为普遍�在各街区都有布局；其次
餐饮闲暇业也是在各街区中分布最为普遍的；接下来是康
体、娱乐和文化闲暇业�数量相对不多�空间布局也不像商
贸和餐饮闲暇那样普遍；观光旅游业的均匀度最低�说明
旅游观光在空间布局上是资源指向的�仍然要依赖于特定
的吸引物�既包括人造吸引物�如文化或历史背景�或现代
娱乐公园�也包括因自然资源而闻名的吸引物�如海滩、湖
泊、森林、山体以及通常的景色［23］�即“传统意义上的具体
化的资源依然是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的基本载体” ［24］�由
此造成观光旅游具有空间布局上的不均匀性。
4　结　论

按照闲暇活动的性质�本文将城市闲暇业态分为商
贸、观光、旅游、餐饮、娱乐、康体、文化六大类。强调一般
城市闲暇业态的分布�而不局限于 RBD�提出城市闲暇商
业区（LBD）是城市中以商贸、旅游、餐饮、娱乐、康体、文化
等闲暇业相对集聚而形成的特定区域�一般拥有良好的环
境�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是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共同进
行闲暇游憩的场所空间。
基于以往对城市闲暇空间的研究多以定性的描述为

主�缺少具体的定量研究手段�本文构建了闲暇指数、多样
化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四种数理模型�研究城市
不同街区微观尺度上所具有的闲暇功能、优势闲暇类型及
空间分异规律和不同闲暇业类型在城市街区上的空间布局

规律。研究发现：① 闲暇构成城市中心街区业态的主体�
一般占到80％左右�闲暇指数反映了闲暇已经成为城市空
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其中商贸闲暇不仅构成了城市街区
闲暇业的主体�而且也构成了整体业态的主体�并具有集中
布局的特点；其次是餐饮闲暇�相对集中布局在最接近中心
街区的次干道上；娱乐、康体、旅游、文化闲暇业在目前镇江
中心闲暇商业区内集中布局的趋势不明显�这与城市发展
水平有关。② 多样化指数表明不同街区拥有的闲暇业类
型区别较大�而优势度指数进一步反映出不同街区所拥有
的优势闲暇业�由此可以确定各街区的基本闲暇功能。
③ 六种类型中商贸闲暇业的均匀度指数最高�空间分布最
为普遍�在各街区都有布局；其次是餐饮闲暇业；观光旅游
业的均匀度指数最低�说明观光旅游在空间上仍然要依赖
于特定的旅游吸引物�具有空间布局的不均匀性。
研究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概念描述和集中在 RBD的研

究方式�将闲暇研究拓展到定量化手段和一般的城市空
间。定量化分析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城市街区的闲暇业态
空间分异规律和闲暇业类型在城市街区的空间布局规律�
对城市闲暇空间的规划者、管理者与政策制订者将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致谢：陈友军、孙青、王艳、王童、曹靖同学利用暑期�

与笔者一起顶着炎炎烈日�为本研究做街区业态调查工
作�在此深表感谢！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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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crepancy of Urban Leisure Industry

SHI Chun-yun1�2　ZHANG Jie2　LI Ya-bing3　ZHANG Hong-lei2　YOU Ha-i mei1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Jiangsu221116�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3�China；

3．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Gansu730050�China）

Abstract　City is a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leisure facilitie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leisure spac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ourists．Although some researchers have done much on the study of the urban leisure space�most of their work had been undertaken
qualitatively．This paper explore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urban leisure space by using leisure Index�diversity index�dominance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Based on the fieldwork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1192industries of12urban districts in Zhenjiang city�the
leisure functions and the dominant leisure industries and their spatial discrepancy of different urban district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s of
different leisure industries in urban districts are analyzed．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① The leisure index implies that leis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city and its structure accounts for the distribution laws of the different leisure industries．② The diversity index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urban districts have different leisure function．Moreover the dominance index furthers to explain the key leisure industries
in each district．③ The evenness index illustrates that the trade-leisure spots have the most ubiquitous distribution�while the sightseeing spot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resource-oriented．Instead of confining to conceptual description and investigation mode�whi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this paper goes beyond that and extends the leisure study to a normal urban context．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the final results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to the planner and manager of the urban leisure space�as well as the policy-maker of the
city．
Key words　urban leisure space；spatial discrepancy；leisure index；diversity index；dominance index；even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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