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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城市工人村社区职住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
素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

陈芯洁   徐  苗    CHEN Xinjie  XU Miao

作为单位制时期的产物，中国大城市工人村社区在经历经济、政治、空间等多重转型后面临更为严峻的职住空间失衡

问题。以重庆市主城区3个典型工人村社区为例，对工人村社区居民职住关系特征及其潜在空间影响要素进行探究后

发现，区位和企业发展弱势的工人村社区以及社区内产业工人、高就业福利者、房产继承者等群体的职住空间失配问

题最为严重。此外，居住和就业地用地混合度高、直达公交线路可达性强、就业地教育设施可达性强对工人村社区的职

住关系具有积极影响，而搬迁企业的岗位供给、社区居民强烈的福利保障观念等因素会削弱社区周边高就业岗位密度

或商业设施可达性对职住关系的促进作用。

As a product of the unit system period, the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y in China's big cities is facing a severe problem of job-
residence spatial imbalance after experiencing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in economy, politics and urban space. Taking three 
typical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b-resid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its potential spa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inds that the 
job-residence spatial mismatch is the most serious in those with disadvantageous locat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 the community's groups of industrial workers, high-employment welfare workers, and real estate inheritors. In addition, the 
high mixed degree of residence and employment,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transit,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the employment area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work-resid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ies, while 
factors such as the supply of jobs in relocated enterprises and the strong welfare concep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will weaken the 
promotion of high employment density around the community or the accessibility of commercial facilities on the work-residence 
relationship.

工人村社区；职住空间失配；空间要素；社区治理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y; job-housing space mismatch; spatial elements; community governance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作者简介

陈芯洁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硕士
徐  苗（通信作者）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24626813@qq.com

型、生产全球化、自动化和城市环境治理等多

重因素影响，工业制造业生产份额普遍下跌，

导致不少大型厂矿、企业破产或重组[3-4]，大

量工人下岗，这些工人住宅区也因此面临社

会空间转型、职住空间失衡、居民失业率激增

等问题。不同于西方长期以来市场化的住房

0  引言

工人住宅区、工人新村等是工业革命初

期伴随着工人阶层一起出现的城市空间现

象，全球多数历经工业发展史的城市都形成

了规模不等的工人社群集中居住的社区空间

单元[1-2]。而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受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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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外工人职住空间关系演变历程
Fig.1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occupation and residence at home and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组织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

业化时期所形成的大量单位制工人村社区，

职住一体化和人口同质化程度高、社区居民

的社会生活对就业单位的依赖性强，在经历

单位破产、住房商品化、城市结构转型等巨变

时，职住空间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区衰落、

社群分异、贫困聚集等问题更为严峻[5-6]。因

此，虽然国外已展开不少低收入社区职住问

题研究和工人村社区更新实践，但由于中国

工人村社区在管理模式、建设规模、社群构成

等方面的特殊性，国外的相关研究与实践经

验很难直接对标与借用。而国内目前针对工

人村社区展开的职住问题研究也较少，尤其

缺乏根据空间与社群特征的分类实证研究，

导致其潜藏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以及与之相

关的居民就业和生活水平在历次社区更新中

难以得到有效改善。有鉴于此，本文兼顾区位

和企业发展差异，以重庆市主城区3个典型的

工人村社区为例展开调查，以问卷调查为数

据基础分析不同工人村社区及其社群的职住

空间特征和社会—空间影响要素；重点利用

POI、OSM等开源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和描

述性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被调查者职

住地一定时间圈层内的用地混合度、岗位密

度、交通和基础公服设施可达性等空间要素

对工人村社区居民职住关系的影响，试图挖

掘有利于改善工人村社区居民职住空间关系

的规划干预要点。 

1  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村社区建设及

其职住空间关系变迁

1.1   工业革命后西方工人村社区的发展与

职住空间特征

18世纪末，以罗伯特•欧文（Robet Owen）

为先驱的现代工厂制度实践者在城市近郊乡

村地区建设了一批配套独立、职住一体的模范

工人新村[7]。19世纪中叶，随着制造业企业生

产规模的扩张，英国索尔泰尔（Saltaire）、阳光

港（Port Sunlight）等职住一体的大型郊区工

业住宅区先后建成[8]。20世纪初，西方城市郊

区新建的工厂和住宅逐渐作为两大功能区块

独立占地，工人阶层的居住和就业空间愈发分

离。此外，受产业郊区化、制造业产业升级和第

三产业迅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工人村

社区或下岗工人聚集的内城低收入社区逐渐

出现了社区衰落和职住失衡等问题，但伴随城

市绅士化现象的出现，规模化的工人村社区衰

败、职住失衡等问题随着人口的置换被清除或

转移[9-10]。

1.2   我国工人村社区的兴衰与职住空间格

局的特殊性

“一五”计划时期，上海曹杨新村、沈阳铁

西工人村等单位制工人新村在近郊新兴工业

区建成[11-12]。此后，工人村的建设由单一的国

营建设衍生出自建公助、公私合营等模式，一

些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随之建成了大型工人

村社区，形成内向型、职住一体的生活、生产单

元[13]。改革开放初期，住房产权下放和企业效

益攀升促使部分企业加大了单位住房供给，职

住一体的工人村社区居住规模达到峰值。但随

着国企改制和土地、住房市场化改革，工人村

社区的住房与生产单元逐渐松绑，加之宏观产

业变迁导致企业破产或迁移，部分位于大城市

中心城区的工人村社区就业岗位锐减、住房环

境恶化，逐渐转变为下岗工人家庭和外来农村

移民等低收入群体的聚居地[14]。近年来，虽然

城市更新促使部分工人村更新重建[15]，但对

部分人口规模庞大、人口结构多元、拆建成本

高的大型工人村社区的职住空间关系调整并

不大。

1.3  工人村社区职住失配问题及其影响要素

1.3.1    工人村社区职住失配问题的相关研究

分析

对比国内外工人村职住关系演变历程发

现（见图1），西方城市职住一体的工人村社

区较少，在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工人群体的住

房供应模式灵活，与城市社会空间网络的融

合度较高。在受到产业变迁等宏观环境冲击

时，不仅空间更迭快，且社区工人阶层的职住

应变性也较强。因此，其面临的职住空间失配

问题多为短期现象。而单位体制下的中国工

人村社区空间格局较为特殊，工人住房高度

集中，不少社区的占地规模和居住人口数量

都较为庞大，且工人村社区的社会—空间网

络具有高度内向性特征，社区道路网络、生活

配套自成一体，俨然一个小社会[16-17]。在经历

经济、制度、空间等多重变革后，遗留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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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的工人村社区职住空间关系迅速恶

化，社区底层聚集现象突出，与周边城市区域

形成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制约了社区的良

性发展。

国外关于职住空间失配的既有研究成果

聚焦于郊区、都市区、城中村、公共住房、开发

区等区域（见表1），鲜有对“工人村社区”“单

位社区”等地域职住空间失配问题的关注。

受此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类似状况。但

工人村社区经历了“职住一体—职住分离—

底层聚集后的职住空间失配”等复杂变迁历

程，职住状况与社会空间影响要素有较大的

特殊性，且由于单位发展状况、区位条件等方

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工人村社区职住关系

变化也存在差异。因此，我国亟需展开针对不

同类型工人村社区的职住关系分析及其影响

因素探讨，在填补职住空间失配研究理论与

实证空白的同时，挖掘相应的规划干预策略，

以缓解职住空间失配问题。

1.3.2    工人村社区职住失配的影响要素

职住空间关系由社会经济属性、城市空

间环境、制度和职住偏好共同造就[18]。其中，职

住偏好属主观不可调控因子；制度因素的影响

更多表现在宏观制度改革导致区域住房和就

业结构性失配等问题上[19]；个体社会经济属性

往往决定其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差异性；社区

空间环境是目前看来影响最为显著且空间政

策可干预性最强的影响要素。因此，本文关于

工人村社区职住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社会经济属性和空间环境影响要素。

（1）社会经济属性

既有研究中，存在职住关系特征差异的

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家庭构成、受教育程

度、收入、户籍、住房权属、就业类型和就业福

利状况等。其中，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因照顾

家庭而选择就近就业，当其不承担照顾小孩

等家庭责任时，通勤时间会明显延长[20]；收入

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通勤流动能力和通勤距

离呈正相关[21-22]，而个体通勤时间与收入呈负

相关[23]；此外，外籍群体通常比本地人口拥有

更灵活的住房选择和更短的通勤时间[24]，但

其也可能受到住房、汽车限购政策以及社会

关系网薄弱等因素的影响，面临更大的通勤

或就业压力；不同就业状况群体的职住关系

特征同样存在差异，如对北京不同职业类型

的低收入群体职住调查显示，蓝领工人的空

间不匹配程度高于粉领工人[25]；对低收入社

区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住调查发现，就业的

福利保障程度会影响个体的职住决策[26-27]。

（2）空间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职住关系的空间要素既包括居住、就

业地的在地空间环境又包括联系二者的交通

环境。就在地空间因素而言，用地功能的复合

性对职住空间失衡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28-30]；

社区周边的就业岗位密度决定了社区一定范

围内的职住比，是影响居民职住空间分布的关

键因素，而工人村社区居民与原单位的雇佣联

系也会影响其职住关系，从而改变社区周边就

业岗位密度的作用机制；教育资源、商业设施

等居民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公服设施可达性

也会影响群体的住房或工作决策，改变整体的

职住空间关系。交通环境上，居住和就业地周

边公共交通设施的可达性和服务效能对于高

度依赖公交通勤的低收入社区居民具有较大

影响，区域路网密度与小部分机动车通勤群体

的通勤时间存在关联[31]。综上，本文针对工人

村社区职住关系空间影响要素的研究聚焦在

居民居住和就业地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就

业岗位密度及商业、教育和交通设施可达性

等方面。

2  重庆主城区工人村社区的兴衰与职住

分异趋势

2.1   近代分散多元的工人住宅区

自1891年开埠以来，重庆工商业凭借水运

优势在西南地区率先发展，但工业发展初期增

速缓慢，工人的居所较为分散、多元。1937年

抗战初期，重庆沿江地区迁入诸多工业企业，

“分散、靠山、隐蔽”的战时建厂方针促使工

厂及其附属工人住房大多散点分布在当时城

市外围的两江河谷地带。在紧张的抗战局势

下，工人的住所基本是在保证厂房建设的情

况下邻近工厂零散修建或临时改造的。直到

1939年国民政府通过《安定工人生活方案》

后，才逐渐形成了一小批以“金工村”“宁和

村”等为代表的职住一体的工人村[32]。

2.2  三线建设时期职住一体的工人村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依托各大

工业企业的发展，配套建设了一大批生活服务

体系完善、职住一体的工人村社区。1960年代

初，“三线”建设进一步扩充了重庆工业发展

体系，城市工业布局逐渐向当时的近郊甚至

远郊扩散，各类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建设依据

“工农商学兵”一体的布局模式，围绕产业布

局居住、商业及后勤保障等生活服务设施，形

成了配套更完善、职住空间一体化的工人村

社区。

2.3   改革开放时期工人村社区职住关系的

分异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三线工业企业转型

改制的推进，位于主城中心城区的长江厂、钢

铁厂等工人住区大多随着生产单元的搬迁被

新兴城市功能完全取代，而位于中心城区边

表1 职住空间失配研究关键词频次统计

Tab.1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key words in job-residence mismatch research
关键词类别 国外 国内

社群
Black（52）、youth employment（22）、labor

（26）、black youth（14）、women（15）、
youth（13）、migration（7）、low income（3）

低收入（4）、流动人口（4）、弱势群体（2）、农民
工（2）、承租人（1）、女性（1）、在业人口（1）、粉
领（1）、蓝领（1）、外来人口（1）、低收入者（1）

地域
states metropolitan area（21）、African 
American（11）、suburbanization（10）、
protected area（4）、metropolitan area（10）

城中村（6）、开发区（6）、保障房（6）、新城区
（3）、中心城区（3）、公共住房（2）、商品房
（2）、公租房（2）、历史街区（2）、产业新城
（1）、公有住房（1）、卫星城（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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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案例社区分类及其与5大商圈的相对区位
Fig.3  Location of the case community and the five business distric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缘的长安厂、嘉陵厂等附属工人村社区则因

企业就地改制保留得以进一步扩充、完善，形

成职住高度一体的空间格局。而后，在重庆住

房市场化、环境整治和产业升级的全面推进

下，中心城区遗留的传统重工业企业有的搬

迁至近郊或附近区县，有的被兼并甚至破产，

工人村社区也由此出现了职住空间大幅分

离、社区就业岗位锐减等问题。目前，重庆沿

江地带仍然遗留了一批规模大、类型多元、更

新重建困难的工人村社区（见图2）[33]，[34]891-892。

这些社区根据其附属的企业变迁程度可分为

近郊搬迁类、远郊搬迁类和企业破产类；而根

据相对核心商圈距离的区位条件还可分为中

心型、一般型和边缘型工人村社区。其中，近

郊搬迁类主要指企业搬迁至重庆市主城中心

城区的边缘区域，与工人村社区的行车时长

约1 h；远郊搬迁类主要指企业搬迁至重庆主

城新区或其他区县，与工人村的行车时长多

在2 h以上。

3 工人村社区的职住空间失配状况研究

结合社会空间影响要素，兼顾企业变迁

程度、区位条件等差异，本文选取了近郊搬迁

类的中心型长安厂工人村社区、远郊搬迁类的

一般型重钢家属区和企业破产类的边缘型特

钢厂工人村社区等3类工人村社区为研究对

象（见图3），探究工人村社区居民的职住空

间关系现状特征与问题，分析职住地用地混合

度、岗位密度、交通和基础公服设施可达性等

空间要素对其产生的影响。

3.1  工人村社区社群及就业地分布特征

调研结果显示（见表2），3个社区本科

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群体的占比均不足20%，且

半数以上被调查者的年均总收入水平在3万—

8万元，呈现出明显的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特

征。此外，随着城市化和社区环境变迁，3个社

区中农村户籍的人群占比均高于30%，长安厂

工人村社区、重钢家属区、特钢厂工人村社区3

个社区单位与非单位职工家庭成员占比分别

约为3:2、1:4、1:1，表明社区不仅出现了人口

置换现象，人口结构杂化的程度还存在一定差

异。针对就业状况而言，社区居民的就业类型

愈发多元，3个社区中产业工人占比最高的仅

占有约25%，且多为建筑工人。在就业保障上，

3个工人村社区有正式编制的群体约占30%，

其余自雇型和就业保障不齐全的非正规就业

者则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业福利不全或

易受损等问题。

3个社区中，近郊搬迁类中心型长安厂工

人村社区居民的就业地除了在社区周边呈圈

层式分布外，还有约14%的群体聚集在原单位

搬迁地，通过单位交通车通勤；重钢家属区附

属企业远距离搬迁后，仍然在已搬迁企业供职

的群体仅占约3%，居民就业地主要围绕社区

周边的商业中心呈“圈层扩散”式分布，且居

民在10 km范围内的就业比重高于长安厂工

人村社区；企业破产类边缘型特钢厂工人村社

区居民的就业地呈明显的分散分布特征，且在

图2 重庆20世纪90年代工业分布和主城区典型工人村社区分布
Fig.2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Chongqing in 1990s and community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workers’ villages in the 
main city

资料来源：图a参考文献[34]891-892，图b根据参考文献[35]改绘。

a  工业分布                                                                              b  主城区典型工人村社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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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人村社区居民就业地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map of employment places of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y resid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0 km范围内就近就业的比例最低，职住分离

现象最为显著（见图4）。

综上，工人村社区的居住群体已从原本

相对高收入、高福利保障和高度统一的状态

转变为低收入、低福利保障、就业和社群构成

多元的状态，社区居民职住一体的状态也随

着企业变迁和社群变化日渐分散化。对比长

安厂工人村社区和重钢家属区人口置换程度

和就近就业比重后还会发现，外来以服务业

和自雇型就业为主的非原单位社区居民与社

区附近商圈的就业粘性更高，在区位条件不

占优的情况下，人口置换程度更深的重钢家

属区居民就近就业比重反而更高，侧面说明

工人村社区人口多元化有助于缓解居民职住

分离问题。

3.2   工人村社区居民通勤与职住空间关系

特征分析

3.2.1    整体通勤特征

3个社区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均超过了

重庆的平均值9.1 km，且重钢家属区和特钢厂

工人村社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也都高于重

庆40 min的平均值（见表2）。表明各个工人村

社区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

而不同社区的通勤特征差异将结合空间影响

要素的分析进行具体探讨。

3.2.2    基于社会经济属性差异的职住空间关系

特征

就工人村不同社群的职住空间关系而言

（见图5），基于性别、教育和收入差异的平均

通勤时间和距离差异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首

先，家庭构成的影响很小，有无小孩需要照顾

的就业者平均通勤时间或距离差异并不显著，

而职住空间失配所导致的长通勤对有家庭负

担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劳动者可能为了保

证就业和经济收入而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其

次，迁入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小于本地老单位

职工家庭成员，但平均通勤时间却更长，可见

迁入居民的通勤流动能力不及老单位职工家

庭成员，而老单位职工家庭中的房产继承者和

单位福利房所有者受住房所有权、与搬迁单位

的雇佣联系等因素的影响，面临较大的职住空

间分离问题。最后，从居民的就业情况上看，工

人村社区中从事建筑、制造等职业的产业工人

以及雇佣关系牢靠、就业保障完备的就业群体

平均通勤时间均超过50 min，平均通勤距离也

都超过15 km。

4  工人村社区职住关系的空间影响要素

分析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城市治理和社区公

图5 不同社群平均通勤时间和平均通勤距离统计图
Fig.5  Statistical chart of average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平均通勤时间                                                                  b  平均通勤距离

工人村社区名称
通勤时间/min 通勤距离/km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长安厂工人村社区 36.05（36.05） 22.45（22.45） 11.45（10.35） 14.81（10.57）

重钢家属区 41.34（37.40） 40.18（27.76） 14.52（8.94） 34.87（12.33）
特钢厂工人村社区 50.47（49.25） 29.15（31.11） 15.57（13.45） 12.14（18.3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 括号内为去除异常值后的统计结果，异常值为z-score＞3的值；（2） z-score=（变量值−平均值）/方差；（3） 重
庆数据来自《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4） 重庆主城区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1 km，平均通勤时间

为40 min。

表2 工人村社区居民通勤时间及距离统计表

Tab.2  Statistical table of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of residents in workers’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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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本文以15分钟社区

生活圈的半径为标准，选取居住和就业地质

心半径1 km范围作为职住地空间影响要素的

主要测度范围，通过逐步回归和描述性统计

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职住地各类空间要素的

影响机制和显著性进行分析。其中，交通、岗

位密度等要素则在更大圈层内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就业地和居住地空间要素

的具体变量构成及分析结果如表3及图6所示。

4.1  用地混合度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地周边用地混

合度与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和距离均呈显著

负相关（见图6），表明工人村社区周边高用地

混合度有助于缩短通勤。但用地混合度最高的

长安厂工人村社区居民1 km和3 km内的就近

就业比重均不及重钢家属区（见图7），可见与

近郊搬迁类企业的强雇佣联系也可能削弱中

心型社区周边高用地混合度对职住关系的积

极影响。

4.2  就业岗位密度

在对社区中心到不同公交通勤距离区段

的岗位数量比例及就业者人数占比进行统计

后发现，邻近社区一定程度的就业岗位聚集有

效促进了长安厂工人村社区和重钢家属区两

个工人村社区居民的就近就业比率（见图8），

印证了居住地周边高就业岗位聚集有助于促

进职住一体。但回归分析显示的居住地就业岗

位密度与居民通勤距离呈正相关的结果，则与

普遍认知相背离（见图6左），且社区周边岗位

密度最高的长安厂工人村社区居民就近就业

比重不及重钢家属区（见图9），可见已搬迁企

业与工人村居民的强雇佣联系同样会影响社

区周边高就业岗位密度对职住关系的积极作

用。回归分析还发现，3个工人村居民通勤时

间均会随就业地岗位密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见图6右），且对于重钢家属区和特钢厂工人

村社区而言，在公交通勤距离超过12 km时，

社区居民的就业地趋向城市就业岗位密度高

的地区就业中心集中（见图9），所以城市就业

中心对工人村居民同样具备相对较大的就业

吸附力。而重庆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工人村远距离公交通勤者的就业分

布特征。

4.3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1）商业设施可达性

与就业岗位密度的影响类似，在搬迁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3 回归变量构成

Tab.3  Composition of regression variables

变量名称（变量解释）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变量解释） 变量类型
因
变
量

通勤时间（取自然对数） 连续变量

社
会
经
济
属
性

抚养小孩情况（无小孩=0，有小孩=1） 虚拟变量

通勤距离（取自然对数） 连续变量 家庭社会关系（老单位职工家庭
=0，非老单位职工家庭=1） 虚拟变量

空
间
要
素

居住地、就业地用地混合度 连续变量 住房产权（非自有住房=0，自有住
房=1）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岗位密度 连续变量 职业类型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路网密度 连续变量 产业工人（其他=0，产业工人=1）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地铁站可达性 连续变量 三产服务人员（其他=0，三产服务
人员=1）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公交站可达性 连续变量 私营业主（其他=0，私营业主=1）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商业设施可达性 连续变量 就业保障与福利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中学可达性 连续变量 有正式编制（其他=0，有正式编制=1） 虚拟变量

居住地、就业地小学可达性 连续变量 就业福利（均无、意外险=0，五险一
金、五险、四险=1） 虚拟变量

社
会
经
济
属
性

性别（女=0，男=1） 虚拟变量
出
行
方
式

步行（其他=0，步行=1） 虚拟变量
年龄 连续变量 公共交通（其他=0，公交或地铁=1） 虚拟变量
本地、外地户籍（外地户籍=0，本地户籍=1） 虚拟变量 机动车（其他=0，机动车=1） 虚拟变量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
中及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有序变量 非机动车（其他=0，非机动车=1） 虚拟变量

个人总收入/年 连续变量 单位交通车（其他=0，单位交通车=1） 虚拟变量
家庭人均总收入/年 连续变量 —

图6 居住地和就业地空间要素回归分析结果 
Fig.6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n spatial factors of residence and employ-
ment

图7 居住地1 km、3 km内用地混合度及其与居民就业比重关系 
Fig.7  Land mixture within 1 and 3 kilometers of resid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t 
employment propor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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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社区居民仍存在相对紧密的雇佣联系

下，具备高商业设施可达性的长安工人村周

边商业设施的就业吸附力不及重钢家属区

（见图10），居住地高商业设施可达性对职住

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样因此被弱化。

（2）基础教育设施可达性

3个工人村社区的学区优势均较突出（见

图11a），说明工人村社区的教育配套较为成

熟，成为部分有教育需求的社区居民选择长通

勤的关键因素。不少居民表示，由于就业地附

近无优质教育资源，在有小孩后不得不放弃更

邻近就业地的住房，回迁至从父辈继承而来的

教育资源更优的工人村住房居住。可见，对于

有小孩需要抚养的群体而言，就业地范围内小

学的可达性越低，其通勤时间和距离均越高

（见图11b），所以城市新区就业中心或近郊工

业园区周边基础公服设施配置数量不足或质

量不高也会对工人村居民的职住关系造成负

面影响。

4.4  公共交通可达性

（1）公交站点及线路可达性

居住地和就业地公交站点可达性对工人

村社区居民的通勤时间和距离均无显著影响。

在以社区为中心对居民实际就业地进行分圈

层平均公交通勤时间测算后发现，特钢厂工人

村社区在距离社区2.5—3.5 km的短距离圈层

内出现长时通勤现象（见图12）。细究后发现，

因工作地与社区缺乏直达公交线路，部分只能

依靠公交通勤的就业群体不得不选择多次换

乘，导致通勤时间延长，所以对于工人村而言，

基于通勤行为调查后的公交线路的优化将有

效改善职住失配问题（见图13）。

（2）地铁站可达性

工人村社区周边地铁站的可达性与居民

通勤时间和距离无显著线性关联（见图14）。

调查中了解到，工人村社区较高的轨道交通可

达性反而会吸引一些工作地较为偏远、经济收

入低下的人口入住，进而出现群体性的长通勤

现象。另外，就业地地铁站可达性与特钢厂工

人村社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时间的修匀拟合

结果成倒U型（见图15），可见在地铁可达性

超高的区域就业有助于缓解边缘型工人村社

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重庆3个不同类型的工人村社区

为例，对工人村社区社群和职住空间关系进行

了初步调查后发现，工人村社区的人口构成已

从高收入、高福利保障、类型统一的主流社群

转变为就业和收入水平低、类型多元的边缘社

群，较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配问题存在于企业

破产类边缘型工人村社区以及产业工人、房产

继承者和高就业福利保障者等群体中。同时，

本次调查还证实了人口的多元化能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中心型和一般型工人村社区居民职

住分离程度。

此外，本文初步分析了用地混合度、岗位

图8 工人村社区居民就业地分布比例及城市岗位分布比例关系图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ratio of employment places of workers’ villag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ratio of urban job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社区岗位密度分布及其与就近就业比重关系图
Fig.9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job dens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portion of nearby 
employ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居住地商务商业设施可达性及其与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统计
Fig.10  Accessibility of business facilities in residence and average com-
muting tim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社区岗位密度分布                                                      b  社区岗位密度与就近就业者比重关系

a  长安厂工人村社区                                                         b  重钢家属区                                                                      c  特钢厂工人村社区

a  居住地商务商业设施可达性        b  居住地商务商业设施可达性与
平均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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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交通和基础公服设施可达性等空间要

素对不同工人村社区职住关系的影响，研究

表明：（1）居住和就业地高用地混合度对缩

短工人村社区居民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有

图11 居住地小学分布及就业地小学可达性与通勤距离的修匀拟合
Fig.11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schools in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 modified fit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commuting 
dist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不同圈层就业者平均公交通勤时间
Fig.12  Average commuting time by public transit in different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居住地小学分布图                                        b  就业地小学可达性与通勤距离的修匀拟合图

显著作用，且居住地高就业岗位密度和商业

设施可达性高对提高居民就近就业比重也有

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近郊搬迁类中心型社区

中，搬迁企业高福利保障岗位和交通车供给

等也会削弱以上空间要素的效用。（2）在多

中心城市格局下，远郊搬迁类和企业破产类

工人村社区的远距离公交通勤者的就业地在

城市地区就业中心聚集，表明层级丰富的多

中心城市格局对缓解工人村社区职住空间失

配问题具有正向影响。（3）工人村社区较高

的教育设施可达性对有教育需求的群体具有

较大的吸附作用，甚至改变部分群体的职住

决策，造成一定程度的职住空间失配。（4）工

人村社区较高的公共交通站点可达性对居民

的通勤时间和距离无显著影响，相较之下，居

民目标就业地直达公交线路可达性对通勤的

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改善工人村社区的

职住空间失配问题，规划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提高近郊搬迁类中心型工人村社区人

口置换深度。目前，工人村社区周边就业岗

位普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仍供职于搬

迁企业的原单位职工职住分离现象显著，而

迁入的非原单位社区居民就业需求与服务业

就业岗位存在自然的生长联系，能有效改善

工人村社群就业弹性，缓解职住空间失配问

题。基于此，通过提升近郊搬迁企业周边用

地混合度以及优化居住和教育设施配套质量

等手段，辅以灵活的二手房交易和社区准入

图13 工人村社区途经公交线路及就业地分布
Fig.13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it routes and employment places in workers' villages community

a  长安厂工人村社区                                                                  b  重钢家属区                                                                                c  特钢厂工人村社区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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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居住地地铁站可达性及其与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的关系
Fig.14  Metro station accessibility at resid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verage commuting tim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5 就业地地铁站可达性与通勤时间和距离的修匀拟合
Fig.15  The modified uniform fitting of subway station accessibility and commuting time and dist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居住地地铁站可达性                                                                b  居住地地铁站可达性与平均通勤时间

a  就业地地铁站可达性与通勤时间修匀拟合                  b  就业地地铁站可达性与通勤距离拟合

等政策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疏解近郊搬迁

型工人村社区中仍在搬迁企业供职的原单位

职工，促进工人村社区人口多元化和职住一

体化。（2）提高边缘型社区周边就业岗位供

给。鉴于城市就业中心对边缘型和一般型工

人村社区远距公交通勤者具有较强的就业吸

附力，社区周边就业中心的形成也势必能吸

纳部分就业者，通过提高社区周边用地混合

度，挖掘和发扬工业遗产、社区文化等潜在资

源价值，或许能在社区周边创造一定就业岗

位甚至形成新兴就业中心，减缓边缘型工人

村社区职住空间失配问题。（3）提高公交通

勤效能。工人村社区相对较高的公交站点可

达性对高度依赖公交通勤的低收入群体具有

较强吸纳性，而交通规划则可充分利用手机

信令、互联网位置数据、社区普查数据等对各

HARRIS R. Industrial city[M]//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Amsterdam: Elsevier, 
2020: 22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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